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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小学生数学提问能力的策略
杨建良

浙江省桐乡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北港小学　浙江　桐乡　314500

摘　要：“学问学问，有学有问”，这充分表明了“问”在学习过程中处于重要位置。光学不问，只是机械性学习课本知识，掌

握的只是死板的解题方法，没有深入理解知识，也难以灵活运用知识解答所遇到的问题，这样的学习毫无价值。对此，小学

数学教师不仅赋予其“提问”的权利，为其创造各种机会，更应注重学生提问能力的培养，激发创造性思维，积极提问，逐

步强化自身数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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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课堂教学而言，提问是关键性环节，是教师调动学

生学习热情、激发探索愿望的有效途径，也是学生深刻掌握

与理解知识、强化自身问题意识与质疑精神的强大助推力。

然而，小学数学实际教学中往往是教师提问，学生思考与质

疑主动性较低，更别提向教师提出问题，这反映了学生提问

能力亟须培养与强化，以问促思，推动学习。对此，文章结

合自身多年教学经验，对于如何培养学生提问能力提出了自

己的几点拙见，仅供参考。

一、培养小学生提问能力的必要性

新课改背景下，素质教育的普及力度不断加大，在这一

形势下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在生活中运用所学知识发现、分

析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充分体验到数学的奥妙，同时

使其创新意识和能力得到培养与提升。相较于解决问题，提

出问题更为重要。这一观点适用于目前的小学数学教学活

动，引发思维变化的关键在于发现问题，在问题解决的过程

中把思维集中于以问题为主，然后发散思维，获得不同的

解决方法。最明显的表现在于从一年级开始，教材就出现

了“你还能提出怎样的数学问题 ?”此类题目贯穿整个小学

阶段。所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小学数学教师要特别注重

培养学生的提问能力，想尽一切办法将学生的求知欲调动起

来，使其积极主动提问，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促进其个

性良好发展，进而增强自身创造性，在活动中增强自身能

力。同时，培养学生问题能力，有助于激发学生全身心投入

自我探索中，有利于师生、生生密切交流，强化其创造思维

与能力。

二、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提问能力的有效
策略

（一）创造良好的课堂提问环境，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提问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积极为学生营造一种宽松、

愉悦的课堂提问环境，给予学生引导，让其积极主动思考

并提出相关问题。若是课堂教学氛围十分压抑，学生一般不

会主动提问。而若是学生处于宽松的学习环境，便能积极主

动投入学习活动之中，置身于此氛围中，学生便会始终保持

良好学习状态。良好的学习环境对学生发现、提出问题极为

有利。

比如，在教学《认识人民币》时，课堂中笔者设计了购

物环节，去“小小超市”看一看吧 ! 课堂中，教师创设了良

好的购物环境，有的同学扮演售货员，有的扮演顾客。同学

们用自己手中的钱去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在愉悦的课堂氛围

中，学生提出：我要买什么需要多少钱 ? 怎么付钱 ? 应找回

多少钱 ? 带的钱够不够 ? 等问题。在轻松、开放﹑愉悦的氛

围中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效果比教师提问学生回答要好很

多。当学生在提问的过程中，教师应对学生的提问予以肯定，

同时做出相应的回答。当学生所提的问题缺乏合理性时，教

师应积极给予学生引导，不能挫伤学生的提问积极性。对于

学生积极提问的精神，教师务必要积极给予鼓励和肯定，有

效调动学生提问的积极性和热情。

（二）抓住时机，培养学生提问能力，促进课堂教学实效

现阶段，小学数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极为注重培养学生

的提问能力。在课堂教学中，学生居于主体地位，但因为其

年龄较小，缺乏较高的思维水平和认知能力。教师应抓住时

机，培养学生提问能力，使课堂教学效果得到保证。课堂教

学中教师应适机给予学生引导，让其积极思考提问，切忌盲

目引导，对教学效果造成影响。

1. 预习中的思考
学生在预习过程中，应提出不少于一个和内容相关的问

题。教师在对学生预习情况进行检查的过程中，要在黑板上

写出重点的、有价值的问题。以“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

相关知识为例，教师在教学本课前可以要求学生对整数除法

的计算法则进行复习，之后再对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进行

预习，并要求学生思考下述问题：你有何发现 ? 有哪些不懂
的问题 ? 将其完整记录好。或许学生会问：“被除数的小数点
要对齐商的小数点的原因是什么 ? 在被除数的最后可以添加
0 继续再除的原因是什么 ?”学生发现、提出问题的过程中便
是思考的过程，这样的预习效果十分显著。

2. 揭示课题后提问
以课题为基础引导提问是一个有效途径。以《平行与垂

直》相关知识为例，教师在黑板上将课题板书好后，可以向

学生提问：“看到课题后你想了解哪些问题 ?”学生表现得十
分活跃，问：“何为垂直 ? 何为平行 ? 平行和垂直是探究几何
图形哪方面的知识 ? 直线的特点有哪些 ? 什么是图形的位置

关系 ?”在问题的驱动下，学生的思维被充分激活，全身心

投入学习之中，学习效果十分显著。

3. 课堂总结时提问。
当课堂教学快要完成后，教师会给予学生引导，让其展

开课堂总结，经常会问学生：“这节课你收获到了什么 ?”此
时教师也要下意识地预留好一些时间，让学生再回顾和思考

本节课所学的知识，提出自己不懂的地方。你还有什么想问

的 ? 抓住时机，以此使学生的问题意识得到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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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课后拓展练习时提问
拓展练习是课的延伸，是课堂知识真正运用到实际生活

的体现。例如：在教学《植树问题》后，感受植树问题在现

实生活中的应用。像这种例子，生活中有许多，你在哪见过

这样的例子 ? 谁来说说 ? 学生提出了许多问题，如排队问题：
16 个同学排成一列队伍做操，从第一个同学到最后一个同学
之间共长 45 米。那么每相邻两个同学之间的间隔是多少米 ?
即使所学的植树问题得到了巩固，更关键是对学生问题意识

的培养极为有利。利用好课后作业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提问

能力，精准且开放的作业为学生的提问提供更多方向。课后

培养学生的提问能力，教师需合理安排任务，让学生有独特

的体验及反思，为学生个性化提问奠定基础。

（三）以思维碰撞，强化提问能力

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应选择合适问题“抛砖引玉”，充

分激发学生思维活力，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大胆展现，让不

同的观点和意见进行激烈碰撞，生出智慧火花，进而促进学

生数学思维层次有效提升。

如在《平行与垂直》的教学中，笔者这样引入：在一个

平面上画一条直线，再画一条直线，这两条直线就形成了这

样的位置关系。（大屏幕显示两条直线存在的各种位置关系）

师：“请根据直线的位置关系进行分类 ?”学生分类出 A．相

交的一类。B．不相交的一类。C．快相交的一类。教师疑惑
地询问：“大家对于这一答案是否满意 ?”过了一会儿，一个
男生站起来说道：“直线的特点是无限延伸，所以我觉得快相

交的一类不能单独分一类，延长直线就能够相交，所以我觉

得只能分为两类：A．相交的一类。B．不相交的一类。”引

导同学们将直线延伸。师：“我们来看看这两组直线，真的不

相交了吗 ? 如果再延长下去呢 ?”（用课件演示延伸）师：在
数学上，像这样永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就叫作平行线。接着教

师演示：将两根小棒想象成两条直线，摆在正方体不同的平

面上。这根小棒向———上下无限延伸，这根小棒向———

前后方向无限延伸，你有什么想问的 ?
学生质疑提出：“这样的两条直线会相交吗 ? 是平行线

吗 ? 那为什么又不会平行呢 ?”

生 1：一根小棒在上面，一根小棒在侧面，这样的两条

直线不会相交。

生 2：但它们不是平行线。它们不在同一平面内。
生 3：因此，我们还要给平行线加上一个条件在同一平

面内。

生 4：所以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直线互相平行。
看似简单的一个教学环节，如果教师没有强烈的发现意

识、拓展意识、引领意识、创新意识，仅仅告诉学生在同一

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就叫作平行线。那么，刚才那精彩

的一幕幕自然就消失了，稍纵即逝的机会就消失了。教学中，

真正宝贵的东西是学生的经历、体验、感悟、状态，是思维、

思想、见解、眼光、境界 ! 这个环节，思维火花、思维体操、
思维灵魂、师生互动，课程标准要求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目标什么都有了 !

三、结语

总而言之，作为义务教育领域中的一门基础性且极为重

要的学科，小学数学在学生逻辑思维能力、自主能力以及判

断能力的培养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基于小学生独立

思维、问题认知、问题处理等能力较弱，但可塑性强、开发

空间大等特点，在日常教学中要以适宜的教学方法进行引导

和启发提问意识，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形成以学生自主学习

的优质课堂。学习中老师充当引路人角色，而不是教育机器，

使用的是“授人以渔”的教学方法。设计一个合理的切入点，

将学生带入问题，并实时跟进学生思维，再施以恰当引导，

可将学生引入一个充满活力的自主思维环境，从而培养学生

的提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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