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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传统教学中，阅读教学只是单纯的看一遍文章，学生不会有所感触，也不会理解文章想要表达的内容和中心思想。学生汲取知识

的来源仅是课堂，仅是教师口中。之所以传统教学会被素质教育所取代，是因为那样的教学方式过于枯燥单一，学生的参与感不足，无法灵

活运用知识。而阅读教学应用有效提问可以提高教学质量。不过目前的阅读教学中，提问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本文先是概述了高中语文阅

读教学课堂提问存在的问题，然后阐述了高中语文教学中的课堂提问有效性需要遵循的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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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教学中有效提问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通过互动这

一过程理解知识、掌握知识。这样的方式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也实

现了教学目标。不过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在设计课堂问题的时候存在一

些问题。高中语文阅读课堂中有效提问的 终目的是让学生掌握知识，

活跃课堂气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想要设计出有效问题，教师需要遵循

一定的原则，并尽可能的将其融入问题中，贯穿整个课堂。 

1 高中语文阅读教学课堂提问存在的问题 

自新课改推行以来，课堂教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师在课堂

中主动退居"幕后"，发挥着主导、组织作用，将课堂的主体地位交给了

学生；课堂气氛也由以往的死气沉沉变得生动有趣。学生们都积极的参

与学习，与教师产生互动……虽然一切都朝着理想状态稳步前进，但是

课堂教学中仍旧存在一些问题。 

课堂教学之所以会发生这么多的变化，是因为教师采用了课堂提问。

不过因为教师没有熟练的掌握应用方法，导致课堂提问中出现了"低效""

无效"的问题，学生的兴趣没有被激发，导致课堂活动开展不顺利。还有

就是教师抓不住正确提问的时机，学生的思维引导受到了影响。而学生

参与了课堂互动，积极的回答问题，教师也没有进行有效评价，导致学

生丧失了回答问题的信心。 

2 高中语文教学中的课堂提问有效性需要遵循的设计原则 

阅读教学中的课堂提问并不是随随便便提出问题就能达到效果的，

想要利用这些问题达到教学目标，教师需要遵循以下原则保证问题的有

效性，还要尽可能将其融入到问题中，贯穿整个课堂。要遵循原则——

适度性。 

2.1 课堂提问难易适度 

课堂提问不能太难，学生思考很久找不到答案会受到打击，久而久

之就会丧失自信，不再跟随教师的引导去思考问题、探索问题。课堂提

问也不能太简单，学生随口就能答上来不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因此，

设计课堂提问的时候教师要把握好度，尽量在已知与未知之间提出问题。 

比如在教学《归园田居》的时候，教师可以设计这样的问题:"据史

实记载，作者陶渊明是第一位将田园风光写在诗中的人，以前的教材中

有不少陶渊明的诗歌，你能回忆起哪些陶渊明的作品呢？""在这篇诗歌

中，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笔下的田园很安静，并且他将其称为了桃花园。

你觉得陶渊明当时的生活真的有那么好吗？以前学过的诗歌中陶渊明有

描绘过生活吗？"这两个问题让学生利用旧知学习新知，学生在教师的引

导下一步步深入理解文章，思路也得到了拓宽，课堂气氛也越发的活跃。 

2.2 课堂提问数量适度 

在课堂教学中，并不是问题越多，教学效果就越好的。通常在面临

问题多而密的时候，学生会被"砸晕"，前期可以好好回答问题，但是随

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冒出"，学生会产生疲惫心理，不会深入思考，只是

机械性的"抛"出答案。 

课堂提问的数量也不能太少，太少的话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参与度

不够，师生间的互动也不够。教师无法全面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从而影响到教学效果。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注意问题的有效性和

数量。一堂课通常是四十分钟，课堂伊始教师需要导入新知，需要设计一

到两个问题；然后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围绕重难点设计三到四个问题；

在教学完后，教师需要提出两个问题总结、升华学生的思维。也就是说，

一堂课只需要保持在八个有效问题左右就可以达到教学效果了。 

2.3 要遵循原则——兼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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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的受众面是全体学生，教师在提问的时候也要面向全体学

生。不能因为一些学生学习能力差、成绩差，就放弃了这部分学生。新

课标强调了要尊重学生，所以教学不应该分三六九等，教师应当平等对

待学生。而且有句老话叫做"没有学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教师"。

由此可见，即便学生学习能力再差，只要选对了方法，依旧可以达到理

想的教学效果。 

因此，在设计问题的时候，教师要注意兼顾性。首先，教师需要了

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兴趣爱好，然后具有针对性的设计问题。例如

在教学《囚绿记》的时候，教师可以围绕教学重难点提出这样的问题:"

标题中的绿是什么意思？具体指什么？作者为什么要囚绿？作者是怎么

囚绿的？ 后导致了怎样的后果？""作者讲了怎样的事情？试用一句话

概括。""作者对绿的情感立场是？""在囚绿之后，作者是怎么理解绿色

的？被囚的藤发生了什么变化？""作者的写作目的是什么？"在这五个

问题中，前四个较为简单，大多数学生通过阅读文章、圈点勾画可以回

答出来。第五个问题难度较大，但是只要联系时代背景和作者的相关资

料就能找到答案，为了课堂教学的效率，教师可以让成绩好的学生来回

答第五个问题。虽然体现出了学生之间的差异，但是 大限度的让学生

理解了知识、掌握了知识，实现了教学要面向全体学生。 

2.4 要遵循原则——预设性 

作为一名合格的教育工作者，教师在设计问题的时候需要进行预设，

一来可以开拓学生的思维，二来可以引导学生不断地深入探索知识。在

生成问题的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思想和情感发生了碰撞与交流。在预

设过程中，教师需要考虑到教学资源的预设，也要考虑到学生状态的预

设。在设计教学方案的时候，教师需要将这些问题预设的看不出痕迹。

而且还要预设出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过程，预设出学生可能遇到的问

题，在备课时准备好相关资料。 

在进行课堂教学的时候，教师要有意识的引导学生，尽可能按照预

设完成教学，但也要积极的面对每一个变数，让学生深入思考问题，积

极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例如在教学《奥斯维新没有什么新闻》的时候，

教师可以根据新闻体的特点预设问题"为什么这篇文章不是新闻却被称

作新闻，而且仅出版了一次就震惊了全世界，还荣获了 1958 年美国普利

策奖，它的价值是如何体现的？"因为学生对文章了解的不够深刻，对教

师提出的问题中的一些词汇不够了解，所以思考很长时间学生也没有思

路，更不能有效回答问题。这时教师需要适当的补救，不能让课堂沉寂

下去，也不能直接公布答案，因为这样会丧失问题的有效性，学生对知

识掌握的也不够透彻，只是走马观花的进行了记录，这些问题的答案并

没有在学生脑海中留下印象。这时，教师可以站在学生的角度去看待这

个问题，然后找出 有可能阻拦学生思考的地方，并适当的补充内容。

如:教师可以科普"普利策新闻奖"，然后将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

中的句子"忘却的救世主就要降临了吧，我正有写点东西的必要了"呈现

在学生面前，指导学生进行思考。这样一来，学生的思维会越发的开拓，

而且在教师的点拨下，学生会思考出这篇文章的价值，快速有效的达成

教学任务。教师预设的一些问题可能对于学生而言有些困难，但是这些

问题是围绕教学重难点提出的，解决了会让学生更深刻的理解文章。教

师需要做到灵活应对课堂中的每一个变数，并在预设问题的基础上不断

生成问题，逐渐引导学生深入探索知识，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 

3 总结 

在高中语文阅读课堂中有效提问，可以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使课

堂教学不再沉闷，并成功转变为学生、教师、文本的多项互动交流。课

堂教学从来不是教师的一言堂，而是教师与学生互动的平台。教师基于

教材，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提出有效的问题，将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

让学生主动参与课堂互动，跟随教师的"脚步"点燃思维的火花，自主自

发的探索全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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