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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文教学中的教师课堂提问是激发学生积极思维的诱因，是鼓舞学生追根溯源，掌握知识的动力。新课程倡导“以学促教”，教师
的任务不仅仅是制定教学目标，选择教学内容，调控教学课程，组织教学活动。还要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心理特点，找准诱发他们兴趣的
思维点来精心设计问题。提问也力求要表述清楚、翔实、准确，切忌笼统、含糊不清、模棱两可。要让学生感到问题既不是高不可攀，也不
是唾手可得。这样，既能把课堂真正的还给学生，也能认学生体会到通过努力获取果实的喜悦与自信。也就是说，问就要问得适时，问得巧
妙，问得有价值，才能在整节课中，真正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与教师的点拨作用。但是现在的语文课堂教学中，多数教师对课堂提问重视不
够、研究不深，存在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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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化提问：教学中大量流行的教师话语往往是一系列的询问“听

清楚了没有？”“听明白了没有？”“听懂了没有？”仿佛学习就是“听”，

而学生的回答则是千篇一律的“听清楚了”“听懂了”“听明白了”。看似

课堂气氛活跃，实则有效性不高。 

惩罚式提问：在课堂上学生出现“走神、睡觉”等情况，如果老师

忽然提问学生，学生显然是答不出来的，这种提问不仅伤害学生的自尊

心，而且容易破坏师生之间的感情，更无有效性可言。 

问题设计过多，学生无遐思考。有时教师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学生

找不到核心，问题也会变得模糊。因此，教师在设计问题时，要量小质

高，措辞精炼，具体明了。 

问题设计重统一性，轻针对性。有些教师为了赶教学进度或是为了

让自己的课堂教学顺畅，提问常常局限于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忽略了

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这是课堂教学中不允许的。 

1 课题名称的界定和解读 
在新课程理念下，小学课堂教学中的有效性提问应该有新的内涵，

本课题中的提问有效性及策略是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提出的问题及

提问方式能引发学生的心里活动，促进学生主动探究性学习，发展学生

独立阅读能力、文从字顺的表达能力等，并通过师生互动动态生成新的

问题的一种教学活动方式。新课程的实践表明，倡导“自主、合作、探

究”的学习方式，并不排斥教师的适时的提问。设疑提问仍然是语文教

学的重要方式之一。教师恰当的提问，不但可以激活课堂，引导学生思

维活动的方向，使教学过程与学生思维发展相融合，而且可以培养学生

良好的思维品质、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 

从教师的角度来讲，教学的有效性依赖于教师有效的“教”，并克服

无效的“教”。有效的“教”指的是促进学生“学”的“教”，它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的促进，即通过教师的教，学生学得更多、更快、

更好、更深；二是间接促进，即通过教师的教，学生学会了学习，掌握

了学习方法，提升了学习能力，达到了不需要教。 

从学生的角度来讲，时间、结果、体验是考量学生有效学习的三个

重要指标。时间指学习特定内容所花费的时间，学习特定内容所花费的

时间越少，效率就越高。学习结果，指学生经过学习产生的变化、获得

的进步和取得的成绩，这是有效性的核心指标。学习体验指的是学生的

学习感受，即伴随学习活动生发的心理体验。教学过程应该成为学生的

一种愉快的情绪生活和积极的情感体验，这是有效性的灵魂，学生越来

越爱学习是学习有效性的内在保证。 

2 课题研究的目标与内容 
2.1 目标: 

本研究在调查教师课堂提问现状前提下,将教师的课堂提问转化为

教师的课堂有效行为。转变教学观念和学习方式，分析有效提问和无效

提问的基本特征，探索出一种符合新课改精神的、能有效提高课堂教学

效果的课堂提问的基本框架，使每一位学生都能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充

分地得到全面、和谐、主动的发展。 

2.2 内容： 

本课题研究的核心就是小学语文课堂中教师提问行为的效益，即什

么样的课堂提问是有效的、高效的，什么样的提问是低效的、无效的。

包括：(1)有效提问的内涵及其特征。(2)语文课应问什么？(3)有效提问

的技巧和策略。 

3 研究方法及过程 
3.1 研究方法 

本课题以行动研究法为主，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边研究边总结边调

整改进，在行动中研究，在研究中行动。采用重点与一般相结合的方法，

在组建课题组重点攻关的同时，以年级组为单位落实研究。在具体操作

时，还将采用以下方法： 

3.1.1 文献研究方法借鉴图书资料，广泛汲取别人研究的成果，以

免走弯路。 

3.1.2 调查研究方法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当前学校课堂教学的现状

与学生课堂学习有效程度，找出存在问题，分析问题的主要因素，以便

对症下药。 

3.1.3 案例分析法：搜集教学案例，进行分析比较 

3.1.4 经验总结法鼓励教师结合自身教学实践，不断总结得失经验。 

3.2 研究步骤 

本课题研究分三步实施：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2019.1—2019.2）成立课题组，完成课题申

报工作，进行课题研究动员和文献探讨，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开题报告），

有关资料准备。 

第二阶段：研究阶段（2019.3—2019.11）根据课题实施方案进行研

究，收集各项研究资料，完成阶段研究报告，进行阶段评估。 

1、发放调查问卷,了解现状，分析原因； 

2、根据确立的优化策略，分年级开展课堂教学行动研究。 

3、定期开展课题研究的研讨活动， 少举行两次专题研讨会和两次

研究课成果汇报活动。 

4、收集整理资料，形成课堂有效提问的典型课例模式。 

5、撰写课题中期报告。 

第三阶段（2019.12--2020.1）总结结题阶段 

1、完成研究论文。 

2、健全小课题档案袋。 

3、参加结题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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