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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新课堂教学模式下语文教学问题意识的培养 
◆李志明 

（梅州市五华县高级中学） 

 
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因感知到难以解决的问题

而产生的焦虑、怀疑、困惑的心理状态。对学生而言，问题意识
即是在学科学习过程中能够主动思考、认真探究，从而针对某个
方面提出问题的思维模式。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就要使学生在
学习和生活中，敢提问题、爱提问题、会提问题，能够提出有价
值的问题。新课程目标的提出、新课堂改革的实施，我们学校结
合自身实际，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四环教学”学案导学的新课
堂教学模式。所谓“四环教学”，即以“自主、合作、展示、反
思”为一体的课堂四环节教学。“四环教学”学案导学的课堂教
学模式，它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学生的学习方式由被动学习向主动
参与学习的转变，真正体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最终
教会学生如何学习。不难看出，“四环教学”的课堂教学模式特
别强调学生的问题意识。然而，在传统的语文教学实践中，教师
只注重向学生提问，学生上课时根本没有提出问题的习惯。那么，
如何在“四环教学”的新课堂教学模式下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下面我谈谈自己在平时教学活动中所做的一些探索和尝试。 

首先，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营造宽松和谐的教学氛围。
在实施新课堂教学模式前，学生们还是习惯教师提问、自己回答，
有疑问也不敢向教师提出，惧于教师的威严和自己的不自信，害
怕遭到教师和同学的讥笑。所以要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先要建
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善于营造宽松、和谐的教学氛围，认
真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提问。刚开始一些同学显得有些拘谨，且
提出的问题比较肤浅、没有多大价值，我都会适当给予鼓励，尽
量挖掘其闪光点，进行表扬和肯定。半个学期下来，学生逐渐养
成了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良好习惯，在课堂讨论、展示、
反思时大胆提出自己的想法、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样一来，
就能比较顺利达到完成课堂目标的预期效果。 

其次，设计课堂教学活动、激发学生的质疑兴趣。都说兴趣
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求知的先导。当学生对某种事物发生兴趣
时，他们就会自觉地、积极地、执着地去探索。同理，学生只有
对质疑产生兴趣，才能主动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产生问题意识。
所以在课堂形式设计上我注意采用多种形式，尽量使学生在学中
玩、玩中找，激发起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学生的提问兴趣。例
如：语文课都安排有课前 5 分钟演讲，在以往演讲的基础上，我
专门加入了一个“挑战”环节，即对于同学演讲的内容有不赞同
或不明白的地方，大家可以自由提问，挑战演讲的同学。如果挑
战成功，演讲的同学就要为全班同学表演一个节目；如果挑战失
败，则由挑战者表演节目。刚开始很少有同学挑战，我就站出来
做挑战者，对演讲的同学发问。其中有一次挑战失败，我同样遵
守游戏规则唱了一首歌。高中学生本来就喜欢接受挑战，挑战会
激发他们的兴趣，再加上看到老师都积极参与其中，同学们自然
热情高涨，主动挑战、积极思考提问，学生的问题意识自然形成。 

再次，明确学习目标，引导学生在自主、合作环节时质疑。
“四环教学”的课堂教学模式的第一步要求学生在导学案的引导
下，自主阅读学习，独立思考，并且提出相关问题。但学生并不
会生来就会提问题，尤其是提出一些有深度、有价值的问题。所
以在这一教学环节要善于引导，教给学生一些提问的方法，使学
生学会质疑。这时，要引导学生围绕学习目标、抓住重点难点来
质疑。每次讲授新课前，跟学生一道研究本课的学习目标和重难
点，甚至还让学生研究导学案中一些探究题，这些问题分别是针
对哪些目标或重难点提出来的。例如，在学习鲁迅的《祝福》时，
导学案的学习目标的第二点是“学习本文综合运用肖像描写、动
作描写、语言描写的等塑造人物的方法。”我就让学生根据这点
学习目标去研读文本，找出这篇小说塑造了哪些人物形象，然后
将这些人物相关的肖像、动作、语言描写的内容找出来，并揣摩
其中所体现出的人物形象特点。经过一番引导，学生们提出了很
多关于人物形象方面的问题：祥林嫂为什么总是重复阿毛被狼吃
掉的故事？鲁四老爷的两个“可恶！然而”是什么意思？柳妈让
祥林嫂去捐门槛是故意吓她吗？••••••这些问题的提出让我深感意

外，想不到学生的眼光如此独到，阅读竟是如此细致，这些问题
都有一定深度和价值，是我们分析这些人物形象时必须关注和解
决的问题。 

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提出问题后，教师还要进一步关注所
提问题的质量，并引导学生进一步提升问题的质量。这时，可以
发挥小组合作的优势，让学生在小组合作探究时对所提问题进行
比较、评议，看看哪些问题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对相似的、有
从属关系的问题进行合并，对不明确、不具体的问题进行优化，
将能够在小组内解决的问题删掉，最后剩下的问题才在全班范围
内提出并讨论。在小组内优化问题的过程中，一部分学生的问题
得到了解决，原本素质较高的学生在思考和解答其他同学的问题
时，自身也得到了提高。每个学生既是提问者，也是解答者，学
生之间相互质疑，相互解答，共同探究，每个学生都高度参与，
这不仅充分体现了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更主要的是培
养了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质疑精神。 

最后，要引导学生总结反思、鼓励学生课后追问。在我们的
导学案设计中，有一个“课后疑问”环节。如果说“学前疑问”
是面向全体同学的话，“课后疑问”则是面向部分学生的，是考
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而设计的一个环节。因为对于一些意味深长
或现实意义深刻或主题具有多义性的文本，那些阅读面较广、文
学修养较好、思考能力较强的学生往往会产生继续挖掘的兴趣。
而这一环节正是给这一类学生提供了一个探究交流的平台，鼓励
学生在课后进一步思考、追问。例如：在讲授完张承志的散文《汉
家寨》时，我先引导学生通过品读作者途径汉家寨时的所见所感、
分析汉家寨的特点及其“坚守”精神，然后得出文章“坚守”的
主题，这也是作者意欲彰扬的一种精神。正准备结束这篇课文时，
有一个学生追问：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有时候“坚守”会不会
变成一种“固执”呢？一石激起千层浪，还没等我开口，班里就
炸开了锅。于是我顺势向全班同学抛出了一个讨论话题：在现代
社会中如何处理好坚守与放弃的关系？大多数同学都表示，在物
欲横流的社会中坚守道德，在庸俗泛滥中坚守高洁，在寂寞孤独
中坚守理想，在尔虞我诈中坚守诚信等，只有这样，才能守住我
们做人的底线，才能守住我们做人的尊严，才能守住人的灵魂。
有同学还对以上观点作了补充，认为有时为了坚守一个大的目标
原则而放弃某一具体的方法途径也不失为明智之举，如果当此路
不通时还死守不放就无异于“固执”了。我这意外一问，竟然带
出了一场大讨论，让我那么真实地享受了旁逸斜出的精彩，感受
到了动态生成的无穷魅力。 

“四环教学”学案导学的课堂教学模式下，语文教学中培养
学生的问题意识，让学生重视质疑、养成质疑的习惯，使得学生
想问、敢问、会问，主动探索、积极思考，真正实现学生的学习
方式由被动学习向主动参与的转变，真正体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提升学生的学科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