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问的智慧：课堂提问调查与研究 

南京市拉萨路小学  王九红 

 本文是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五”规划立项课题“小学智慧教育的实践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近30位教师参与了课堂观察，他
们为本项研究提供了观察材料，特此感谢并说明。 

  课堂教学的实践智慧研究和智慧型教师的培养研究，是我校“小学智慧教育的实践研究”的两个子课题，课堂提问智慧的研
究是以上两项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想通过这一问题的调查与研究，一方面促进我校教师教学智慧（特别是提问智慧）的生
长，提高课堂教学水平。另一方面，也想通过这一活动，广泛吸纳一线教师参与，增强他们反思意识、研究意识，使他们在行动
研究中提高教育科研的水平，进而使我校教科研工作迈上新台阶。 

  一、问题的提出 

  1．提问在新课堂中的地位 

  新课程理念下的课堂教学是一种沟通、理解和创新的过程，它不再是简单地把知识装进学生头脑中，而是通过学生积极主动
的思维活动，把知识变成自己的“学识”、“主见”和“思想”。毫无疑问，课堂提问是实现师生互动的重要手段，是实现师生
之间沟通和理解，培养学生独立人格和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有资料表明，多达80％的课堂时间被用于提问和回答。（［美]加里
·D鲍里奇．有效教学方法［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杜，2002．12。）从某种角度上说，课堂教学就是教师提出问题，学生受激
回应，教师再对问应做出反应的过程。 

  2．校本研究的需要 

  关于课堂提问，国内外有丰富而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有的已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就我校的具体情况来
说，这些研究和理论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同时它也有一个校本化的过程。大量的听课表明，我校课堂提问存在着诸多值
得研究的问题，一些教师的课堂提问不论在理念上还是在技能上，与新课改的要求都还有一定的距离，很有必要做一个全面而深
入的调查，以此作为课堂提问智慧研究的基础。 

  课堂教学的实践智慧研究和智慧型教师的培养研究，是我校“小学智慧教育的实践研究”的两个子课题，课堂提问智慧的研
究是以上两项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想通过这一问题的调查与研究，一方面促进我校教师教学智慧（特别是提问智慧）的生
长，提高课堂教学水平。另一方面，也想通过这一活动，广泛吸纳一线教师参与，增强他们反思意识、研究意识，使他们在行动
研究中提高教育科研的水平，进而使我校教科研工作迈上新台阶。 

  二、概念的界定 

  不同的人对课堂提问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课堂提问就是教师提出问题要求学生问答；有人则认为师问和生问都是课堂提
问形式；（宋振韶．课堂提问基本模式以及学生提问的研究现状［J］．学科教育，2003，（1）。）还有人认为“课堂提问是指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试图引出学生语言反应的任何信号，是课堂教学普通运用的一种教学形式。（张静．关于课堂提问的探讨
［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22（1）：48。）而《现代汉语词典》对“提问”的解释是“提出问题来问（多指教师对学
生）”。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对课堂提问的界定是：课堂提问是在课堂环境中，教师以口头语言向学生表述问题，以引发其回应
或回答。 

  三、过程与方法 

  本项研究是一项校本教学研究，主要包含观察法（观察120多节课）、文献法（检索文献50多篇）和问卷法（发放问卷约300
份）三种研究方法，具体过程如下： 

  1．确定研究主题 

  2．编制研究类目表 

  按照“教师提问→学生问应→教师理答”的线路编制研究类目表。教师提问包括：提问的频率。提问目的指向、提问思维水
平；学生问应包括：问答方式、不回答和不提问情况；教师理答包括：理答方式。 

  3．进行课堂观察和问卷调查 



  4．统计与分析 

  5．提出建议 

  本次观察研究没有对教师的提问与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行实证性相关研究，而是根据已有的文献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与研究，
做出一些推测性的结论，相应地提出一些改进课堂提问的建议。 

  四、结果与分析 

  （一）关于教师提问 

  1．提问的频率 

  表1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每节课教师最少提14次问，最多提91次问，平均每节课提问次数多达30余次。这一数据与国内的一
些研究结果基本相符。 

  （邱家军．课堂提问的类型与技巧［J］．教育心理山东教育科研，2002，（6）：44。 

  王方林．何谓有效的课堂提问［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2，（7）。 

  以上两文均转引苏军．学生不敢提问教师不会提问．光明日报．2001－3－20．（中小学语文、数学课，样本容量18节，每节
课平均30次以上，最多98次）。 

  宋振韶．课堂提问基本模式以及学生提问的研究现状［J］.学科教育理论研究，2003，（1）、（2）、（小学高年级语文
课，样本容量12节，每节课平均34次，最多50次）。 

  全莉娟，邾强．中学教师课堂提问的现状与分析［J］．现代中小学教育，2002，（10）．（高中阶段，每节课个均50次左
右）。 

  张雪明．透视课堂提问——“专家”与“新手”的比较研究［J］．中学数学教学参考，2000，（6）．（中学数学课，专
家：每节课平均28．7次；新手：每节课平均39．0次）。） 

  如此高的提问频率导致了所提问题的“小”、“细”、“碎”、“浅”。例如，有位教师在教同分母分数加法例题时是这样
问的： 

  【例1】有一堆煤，第一大用去它的29，第二天用去它的59。两天一共用去这堆煤的几分之几？ 

  师问：（l）谁来读题？（2）这道题已知什么？要求什么？（3）单位“l”是谁？（4）线段图怎么回？（5）用什么方法计
算？（6）怎么列式？（7）等于多少？（8）为什么用加法做？（9）分数加法的意义是什么？都是把什么……（10）你会背吗？
（11）怎么计算？（12）你能说出这样算的道理吗？（l3）同分母分数加法的计算方法是……？（14）你不同意这种解法？还有
别的解法？你是怎么算的？（15）同分母分数加法的计算法则是什么？ 

  如此高频率、程式化的提问限制了学生思维活动的空间，剥夺他们发现、体验的机会，学生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教师的后
面，完全丧失了学习的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提问的目的指向 

  表2 

语文 
数学 

合计 
平均每节课 
提问次数 新授课 练习课 复习课 

听课节（节） 7 5 1 3 16
约30次 

提问次数（次） 120 250 34 111 481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总数 占提问总次数（%） 



指向问题内部 

获得问题结论 501 57.1%

引发学生思考 212 24.4%

合计 713 82.1%

指向问题外部 

课堂管理 

提醒 33 3.8%

激励 53 6.1%

惩罚 10 1.2%

合计 96 11.1%

获取信息调节教学 59 6.8%

合计 155 17.9%

  其中惩罚10（ 本项数据介为南师大实习生观察所得，我校教师此项观察数据为0次。这可能与观察者的身份有关。对上课教
师来说，实习生的影响较之于本校教师的要小得多。她们不会在意实习生的看法，却很介意同事或领导的评价，因此在被同事或
领导观察时会有意无意地掩饰自己，避免用问题惩罚学生的现象出现（许多教师认为用提问惩罚学生是不应该的）。对于观察教
师来说，她可能由于不熟悉被观察的学生，而没有察觉到上课教师正在用问题惩罚学生。） 

   由上表可知，有82.1％的问题目的是指向问题的内部（即用于获得结论、引发思考），17.9％的问题目的是指向问题的外部
（即用于课堂管理、调节教学）。为获得结论而提的问题最多，占了问题总数的一半以上（57.7％）。而引发学生进行思考的问
题连问题总数的四分之一都不到（24．4％）。这反映出我校的课堂教学对知识结论的重视程度较高，对过程和方法的重视程度不
够。用于课堂管理的提问占11．1％，有些以问代管的做法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例如用提问未提醒做小动作、看其他书等注
意力不集中的学生。学生顺利问答时，教师往往会失望地让学生坐下，这从客观上强化了学生的不良行为；学生答不出或答不对
时，教师往往会数落其一通，这既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又会导致教学行为连续性的中断。有些用了激励“弱势生”的提问会使受
问者产生被恩赐的屈辱感。而用难题“刁难”学生的行为常常会引起学生的恐惧和反感。 

  3．问题的思维水平 

  表3 

  由表可知，我校教师的课堂提问中，62．0％的问题思维水平停留在知识（识记）水平，对学生思维能力有促进作用的理解、
应用和分析水平的提问总共只有31．1％，而对学生创造性、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有帮助的综合、评价水平的提问仅仅占
7．0％。我校教师课堂提问的思维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全莉娟，邾强．中学教师课堂提问的现状与分析［J］.现代中小学教
育，2002，（10）．（高中阶段，事实和结论水平占80％）。） 

  （二）关于学生回应 

  1．学生应答方式 

  表4 

  学生的回答方式中，集体齐答的数量占回答总量的一半以上。集体齐答的方式主要用来核对答案（对不对）、征询意见（会
不会）、吸引注意、活跃气氛。较之于讨论和个别回答，这种问答方式有交流量大、节约时间的优点，但它只适合于答案明确而
又唯一的简单问题，用多了会导致学生思维肤浅化，从而产生从众心理和依赖心理。在更大规模的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在平时的
课堂教学中让学生讨论后汇报的方式非常少（这与公开课的情况明显不同）。在28节课中，讨论后汇报的方式只出现6次。一些教

提问水平 数量 百分率 

知识 308 62.0%

理解 57 11.5%

应用 48 9.7%

分析 49 9.9%

综合 22 4.4%

评价 13 2.6%

学生回答方式 总数 百分率 

1 集体齐答 171 57.6%

2 讨论后汇报 1 0.3%

3 个别回答 125 42.1%



师认为讨论后汇报的方式比较浪费时间，而且课堂不易管理。这种现象与提问的高频化是互为表里的。 

  2．学生不回答教师提问和不向教师提问的原因 

  在我们列出的学生不回答教师提问的13条理由中，学生选择较多的是以下8条：（l）老师提问的问题太难我回答不了；（2）
我害怕答错被老师和同学取笑；（3）老师给的时间太短，我来不及思考；（4）老师提问的话太难懂，我弄不明白；（5）我没注
意，没听清楚老师的提问；（6）我平时就胆小、怕发言：（7）我经常举手，但老师总不叫我，所以我不发言：（8）我经常发
言，再发言怕同学说我爱出风头。可见，问题难度、思考时间、心理安全环境、教师提问语言、学生注意力集中程度和情绪状态
是影响学生回答问题与否的6个主要因素。在低年级，教师提问语言影响力最大，这反映出低年级学生语言理解力与教师提问语言
儿童化之间的不一致。而中高年级学生则把心理安全放在首位。 

  课堂上学生不向教师提问的原因主要有三：（1）没有提问意识；（2）缺乏心理安全感；（3）缺乏提问方法。 

  （三）关于教师理答 

  数据表明，“学生答完后评价”、“中途插话”和“学生答完后征询其他意见”是教师理答的三种最主要方式（共占总数的
77.7％）。“不予理睬”、“机械重复”和“终止发言”三种理答方式共占总数的22.l％。由此看来，我校教师在尊重学生主体
地位方面做得比较好。 

  五、建议 

  根据以上调查及其分析，我们针对性地提出以厂三条建议，希望能有助于教师提问智慧的生长。 

  1．适当延长问题解答距 

  解答距指问题提出到问题解答的过程。我校课堂提问无解答距（背诵答、接句答）和微解答距（模仿例题、套用课文）过多
的现状，有利于学生知识与技能的获得，但不利于“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实现。因此，适当延长问题
的解答距，给学生更人的思维活动空间、更多的探究发现、交流合作、体验成功的机会，是促进学生智慧生长的必然要求。 

  适当延长问题的解答距，首先要求教师在清楚了解学生认知“己知区”的基础上，上确把握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使问题
成为“跳一跳，够得着”的问题。这样既巩同了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促进“最近发展区”上升到“未知区”，同时也激发了学
生的兴趣，增强了他们自信心。“最近发展区”的问题往往是那些程序性问题（如何做）、开放性问题（解答方法或结果不唯
一）和价值性问题（主观性、价值判断）。 

  解答距长短是否适当，我们可以用问题的难度系数来衡量。教育测量中，难度H＝1——P／W，这里P是会答人数，W是上课总
人数。研究表明，适当的提问难度一般应在0．3～0．8之间。（李如密．教学艺术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学
生是否会答，教师可以结合平时的了解，从举手人数和学生的肢体语言判断出来。 

  2．提问应能使学生生疑 

  提问的智慧不仅在于提问能否有效地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在于提问能否引发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从某种角度
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也许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
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爱因斯坦）解题多提问少，这可能是
我国获国际学科竞赛金牌者多多，而在科学上有真创见者寥寥的原因之一吧。因为前者足被动地“解”出米的，后者是主动地
“问”出来的。 

  要以问引问，首先得考虑问题的特性。（1）所提问题内容须具有吸引力。那些与学生生活经验相联系的问题可引发各人不同
的体验和观点；（2）问题的思维空间应当较大。学生进行思考的角度、方式和方法应具有多样性；（3）问题结论具有可争辩
性，问题的火花常常在讨论、辩论、争论乃至激烈的论战中被碰撞出来。 

  其次要重视理答技巧。学生的问题意识是在师生互动中生成的，教师处理学生回答的技巧直接影响着学生提问的数量和质
量。（1）留白，即点拨时不完全到位，留给再思空间；（2）误解，即故意不正确理解学生问答，将其引向“歧途”；（3）反
问，即提出与学生不一致的意见，促其反思；（4）追问；即利用学生的回答再问，使其深思；（5）反断，即故意对学生问答作
相反的评价，促其自疑；（6）假设，即根据学生回答假设某种情况，供其想象；（7）增加候答时间，将候答时间从1秒增加到3
－5秒（特别是高水平问题），学生会提出更多的问题；王方林．何谓有效的课堂提问［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2，（7）。
（8）延迟评价，这会给不同意见的发表提供机会。 

  当然，以问引问的前提是教师必须有博大的胸怀和诲人不倦的师道精神。斯霞曾说：“不能因为学生问的幼稚而不予回答，
不能因为学生问的离奇而随便搪塞，更不能因为自己工作 



  忙而责怪学生多嘴，要鼓励学生探索好学的精神。”面对新课堂，我们要有不怕被学生问倒和敢于承认自己是无知的勇气，
决不能因白己问答不出而恼羞成怒，责怪学生。应认识到，学生能提出使教师回答不出的问题，正是教师教学成功的境界。 

  3．营造心理安全的环境 

  从课堂社会学的角度说，课堂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课堂中的社会关系主要指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关系，师生间平民主的关
系和同学间亲密友好的关系，有助于营造出一种和谐自由的开放式课堂氛围。在这种氛围里学生不用去关心如何取悦教师，不用
去在意同学们对自己态度，而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运用材料和观念进行思维加工和探索创造上。研究表明，心理安全和自由是
学生成功学习的重要条件。通常情况下，越是创造力高的人越具有偏离文化常模的倾向，他们常常会做出“离经叛道”、“荒诞
怪异”的行为。如果环境能够给予他们充分的容忍和有力的支持，那么他们就会感到安全和自由。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应充分认识
到“学生是发展中的人”，坚持学生问答“无错误”原则，允许、理解、容忍学生的错问、错答。教师应对学生的回答进行延迟
评价，把工作重点放在弄清为什么错和如何改进上，而不是放在结果的上确与否上，更不能唯结果对学生进行表扬和批评。惟其
如此，学生才能敢答、敢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