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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初中历史课堂进行问题意识的渗透
苏礼武

云南省勐海县勐宋乡中学　云南　勐海　666203

摘　要：当前，问题的缺席是导致初中历史教学存在浅层化低效性重要原因。陶行知对问题本身的价值认识、对发掘问题、

探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主体、方法、路径、策略、态度等方面认识都有颇多阐述。陶行知的问题观内涵丰富、意蕴深刻、普

适性广、指导性强，对引领初中历史课堂教学由“知识立意”向“能力立意”“素养立意”转变足资借鉴、多善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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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程改革浪潮的推动下，凭借先进的多媒体信息技
术，中小学课堂教学的整体面貌有了较大改观，基础课程改
革的成绩斐然。然而，教师和学生的问题素养薄弱，问题意
识、能力阙如，使课堂教学浮于认知表面，教学浅层化、形
式化倾向明显。一是传统填鸭式教学观念相沿成习、积重难
返，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稀少，课堂教学气氛沉闷，课堂枯
燥无味，课堂节奏完全在教师的掌控之中。教师讲、学生听
是传统课堂的常态，也是多数教师认为理所当然、司空见惯
的课堂规则。二是受教学功利主义的不良影响，历史教学与
其他学科教学一样，是一项艰苦的、富有创造性地工作。从
查找资料到悟透教材，从教学设计到课堂实施，从教具准备
到课堂操作，课前、课中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教师付出时间、
精力和智慧。教师如果只从应试的功利出发，没有甘于寂寞
和奉献精神，没有潜心问道的勇气，就不会探究品质、问题
意识，难以培养出有良好问题素养的学生。

一、对问题观初步探析与思考

1922 年 11 月 30 日，陶行知在南开大学发表题为《大
学教育的二大要素》的演讲，演讲过程中提出了“五步科学
法”解决问题：第一步，觉得问题；第二步，什么是问题；
第三步，设法解决问题；第四步，选择方法；第五步，印证。
1924 年，陶行知写诗《每事问》：“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
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
胜天工，只在每事问。”谨严梳理并解读陶行知关于问题的历
次阐述，（一）对问题意识的价值认识发明的起点在“一问”，
说明创造性活动的出发点是疑问、是问题。问题意识是生成
疑难、困惑并积极探索的内部心理基础。没有问题意识就没
有生成问题的内驱力，也就不能生成问题，特别是有价值的
问题。发现问题是创造性、批判性思维活动的第一步而且是
尤为紧要的一步。有了问题意识，才会有发掘问题、剖析问
题、问题之解决等后续思维活动。可见，问题意识是创造性
思维和创造性实践的基石。（二）对问题的主体性认识人类
之所以区别于动物，从根本上而言，人会“问”会思考、会
制造、使用工具，而且是有意识地进行。发掘问题、探析问
题、解决问题是人类有意识的“自动、自得”的思维实践活
动，是人类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重要手段。人作为问题的
主体具有自动、自得、自为、自主、选择、创造的特性。离
开主体——人的思维活动是将不复存在。所以，问题的主体
是活生生的人、自动自觉自主的人。（三）对提问技巧和方法
的认识陶行知认为，在提出问题的能力方面，明达、睿智的
人问得好而且问得巧，笨拙、愚钝的人不会或者不善于提问
题。从问题对学生的思维发展方面考量，“探究性问题”更能

够锤炼学生的思维能力，推动学生认知和实践的拓展。因此，
“探究性问题”属于高质量的问题，归属于问得巧、问得妙的
问题。

二、如何在历史教学中渗透问题观

（一）激问：“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

要培植学生的思维能力、探究能力，首先要激活学生内
在的问题意识和探究心理动机，学生有了问题意识和探究心
理，才会持久地在主客观世界里探寻问题、剖析问题、解决
问题，持续进行创造性的活动。要唤醒学生的问题意识，需
要教师搜集、筛选多姿多彩的历史素材，创设恰切的问题情
境，让学生在灵动的丰富的有趣的历史情境中，发掘、思考
问题。初中历史课堂之中，可以依托、凭借信息网络技术，
展示丰富多彩的历史图片、漫画、书画、书信、官方文件、
旧报刊、典籍史料等图文资料，也可以展播历史电视、历史
电影、历史纪录片等视频资料，还可以“神入”历史的方式，
让学生表演历史短剧，提高历史感受力。
（三）容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

课堂教学中，学生才是课堂的真正主人。教师应该放下
身段，破除陈规、偏见，摒弃“教师为中心，学生处从属地
位”的传统师生观，树立“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的新
型师生观，充分发扬课堂民主，平等对待每个学生，与学生
在宽松、和谐的课堂生态中对话、交流、探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要“解放学生的脑，解放学生的嘴”。容许学生围绕历史
现象去探析问题、表达问题和想法。教师要相信学生的思维
力和爆发力，让学生在教师的引领下自动、能动地发掘问题。
如果学生在问题的探究过程中表述不清楚、不精准时，教师
不仅不能打击学生的积极性，还应该鼓励学生分析问题的勇
气。历史教师应该具备足够的耐心、爱心，容许学生犯错，
有时候学生的典型错误还可以作为新情境、新问题的切入点、
关键点，引导学生继续深入探究、思考。

三、结束语

要建构“能力立意”“素养立意”的初中历史课堂，需要
教师彻底摆脱传统教学观念的束缚，进一步深入探析陶行知
问题观。与此同时，还需要教师有意识、有计划地推进培植
学生问题素养的各种实践，最终，让学生的问题意识、问题
能力、问题态度与古今历史智慧、历史思维有效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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