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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堂提问既是优化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又是教师教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联系教师、学生和教材的纽带。初中学生注意力

集中一般是一节课 15 分钟左右。而一节历史课有效性如何，关键在于目标的达成度。目标是否达成取决于具体课堂的问题设置的有效性程度。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一个高效有效的历史课堂问能够把学生迅速带入“情境”,使他们的注意力最短时间进

入到特定的事件上，以求达到课堂的高效。现在一线教师或多或少存在提出的问题过于笼统，或者缺乏科学性，或者提出问题过于直白，缺

乏思考性，问题的难易程度把握等现象，严重影响课堂效率。因此对历史课堂问题设置的有效问题研究，笔者认为是提高课堂高效的强有力

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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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现状与研究的价值 

现在有很多的同行，在各自学科进行研究。王超《论初中历史课堂

教学中问题设计的有效性》提出初中历史课堂问题设计存在的问题出发,

探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问题设计的有效性原则,进而提出问题设计的

有效性策略。王丽《初中历史课堂主要教学环节设计的有效性探索》发

表在《天津师范大学》。姜亚春《问题教学法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有

效性研究》。杨秀丽《如何提高初中历史问题教学的有效性》提出问题式

教学能够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探究,开发学生潜能,从而有效提

升历史课堂教学有效性。还有对课堂提问的有效性研究，课堂提问的策

略研究，学生课堂提问的策略研究，教师提出问题的方式等都有研究，

并都取得一定的成效，形成论文。 

2 课题名称的界定和解读 

初中历史课承载着提高国民素质、弘扬民族精神及培养爱国主义的

光荣使命，历史课堂是学生学习历史的主阵地，课堂教学的效率决定历

史课的效率，提问是课堂教学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教学手段。本次课题把

课堂有效提问作为研究内容,这里的提问指教者向学生提问，教师要根据

教学三维目标、教学对象和课堂有效提问的原则方法来进行教学活动，

让学生主动愉快地学习历史，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初中历史课堂教学

长期处于低效和无效的状态，本次研究将针对课堂提问存在的问题进行

集体反复调查和研究寻找出适合初中历史教学和学生的提问方式，从而

激发学生历史学习兴趣和提高历史课堂效率。 

3 研究的目标、内容 

 研究目标：通过对历史课堂提出问题的具体研究，努力做到每一节

课提出问题更合理，更科学，更有启发性，更有效提高历史课堂效率。 

研究内容： 

3.1 对初中历史课堂提问的现状调查，分析存在问题。 

3.2 对历史课堂问题的内容研究，以便提出的问题更有效内容。问

题内容应当紧扣教材,围绕教学目标和学习目标的要求展开，围绕一节课

重点提出。提出的问题不能随意，不能简单提出没有多少思考价值的问

题，如历史事件发生事件，事件发生的地点，这些在书本上找找就能解

决的问题。课堂提出的问题，应该为学生提供思考的空间,并能在提问中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说提出问题不尽尽是什么？而且是问

为什么？让学生有无限大的思考空间，这样的问题才真正提供课堂的有

效性。 

3.3 对历史课堂问题的设置研究。一节整体的历史课，都是由几个

或更多的历史事件组成。除了设置单个事件的有效问题外。提出一个更

有独立思考性问题，更有一节历史课整体意识的问题，无疑是让学生对

整节课的内容整体思考，对所学内容进行进一步的整合，以求学习效果

达到最佳。 

4 研究过程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 2017 年 4 月——2017 年 6 月 

完成课题研究方案的制定、申报工作，筹建课题组，确定课题组成

员及分工，进行理论资料的准备，调查分析，收集资料，制定课题实施

方案及实施执行计划。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 2017 年 7 月——2019 年 4 月 

各研究教师各自在各年级、各个班级进行提出历史问题研究。各研

究教师注重具体的行为研究。 

第三阶段：总结阶段 2019 年 5 月——2019 年 6 月 

1 对前期研究进行总结；2 撰写结题报告。 

5 课题研究方法 

5.1 文献研究法。通过学习研究他人的研究成果，改进自身的教学，

结合实际加以革新。理论和践行结合。 

5.2 案例研究法。通过听课、评课等就初中历史课堂出现的提问原

则、方式进行总结、分析、完善。 

5.3 问卷调查法，谈话法。通过书面和口头的方式理解研究课题存

在的问题，为研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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