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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搜集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

书编者、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因此语文老师应在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深入文本语言，发散思维，享受审美的乐趣。但是目前的阅读教学中

普遍存在“随意问”、“满堂问”和“逐段串讲”、“逐句分析”两种极端对立现象，这样就会导致肢解文章，无法深入文本，形成整体性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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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教学有效提问就是从教学内容整体的角度或学生的整体参与性

上引发思考、讨论、理解、品味、探究、创编、欣赏的“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重要问题或者中心问题。每一个主问题都能覆盖众多细碎问题，

让学生深入探究文本，而不是立即说“是”或“否”，所以主问题的设计

是对阅读教学中提问设计的一种创新。 

有效提问研究的着力点就是在阅读教学中，用尽可能少的关键性提

问或问题来引发学生对课文内容更集中更深入的思考和讨论探究。它能

如课标所言既能“让学生更多地直接接触语文材料，在大量的语文实践

中掌握运用语言的规律”，又能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养成“独立阅读的能

力，注重情感体验，有较丰富的积累，形成良好的语感”。因此，如何抓

住课文中的主问题，形成一线串珠式的课堂活动，是我们迫切需要思考

研究的课堂教学艺术。 

但是笔者发现，在主有效提问教学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 

①问题设计目标空洞，不够明确。有的老师设计问题时不够具体，

指向性不明确，往往问题一出，学生如遇迷雾，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如

“你喜欢这篇文章的语言吗？为什么？”或“你觉得文章好在哪里？”，

学生往往不知道如何回答，只能泛泛而谈。 

②问题设计脱离实际，忽视课堂生成。部分老师对学情预设不够， 

完全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照搬教案照本宣科上完整节课堂，问题

提出后，学生的实际反映与预设截然不同，导致后面的教学难以继续，

陷入尴尬场面。 

③问题设计千篇一律，不能激趣。大多老师依赖教参教辅，问题设

计较为陈旧，不能推陈出新，如叙事类文本就以人物形象分析为主线，

记叙性散文就以语言品析为串联，导致学生失去阅读兴趣。 

④问题缺乏连贯性与递进性，不能不能聚焦。大多老师针对同一文

本设计了 1-3 个主问题，但问题之间彼此独立，缺乏连贯性和递进性，

如把文本简单分割成人物分析、语言品味、主旨探讨。 

1 课题相关的研究现状综述 

传统的语文阅读教学，提问过多，用多问题的设计引导着学生一步

步向板书靠近，帮助教师滔滔不绝地讲析，语文课堂表面呈现一种欣欣

向荣的景象，但静下心来思考这热闹的背后，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对语

文教学真的有效吗？能够真正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吗？因此，我们觉得，

语文阅读课问题的设计直接关系到教学的有效性问题以及学生的学科素

养。在新课改精神的推动下，很多专家学者对此做了不少研究，许多一

线教师又提出了主问题式的语文阅读教学的问题设计新理念，对语文阅

读教学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主问题该如何设计，从哪些方面入手，才能

够让其起到以一驭十，提纲挈领的作用，这是值得我们本课题思考和研

究的问题。 

2 研究目标和主要内容： 

2.1 研究目标： 

通过对学生认知特点、兴趣关注点、阅读习惯等方面进行探究，探

索可行、有效的语文阅读课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让主问题引领学生

深入阅读文本，培养学生的思考、讨论、理解、品析文本的能力，让阅

读课成为教师、学生、文本之间心灵对话的平台。 

2.2 主要内容： 

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语文阅读教学中的有效提问策略： 

（1）认识问题教学； 

（2）探究问题的设计； 

（3）分析有效提问的作用； 

（4）推敲有效提问的细节。 

3 主要研究方法： 

3.1 文献资料法:我们将主要运用文献资料研究法来搜集、整理和运

用现今教育教学理论以及相关专家在阅读教学上的研究，在分析比较的

基础上为课题研究提供充实可靠的理论依据。 

3.2 课例研讨法:深入课堂观课研究，研讨名师在阅读方面的教学课

例。 

3.3 问卷调查法：了解当前学生的阅读需求和习惯；研究学生在阅

读过程中真实所想、所需、所得。 

3.4 实践研讨法：针对课题，选择合适可行的方法进行实际操作，

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研讨、分析。 

4 研究详细计划 

4.1 准备阶段(2018.12------2019.1) 

拟定课题研究方案，确定课题组成员分工；借助相关理论对课题研

究的背景及必要性进行论证；对课题的具体工作进行探讨（制订研究方

案，组织论证,召开课题讨论会等）。 

4.2 研究实施阶段（2019.2------2019.10） 

①召开课题研究专题会。 

②制定各类方案，并根据方案，启动课题研究。 

③根据研究方案，将问题的设计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具体实施。 

④及时进行课后交流，并整理分析，不断完善。 

⑤定期召开研讨会，及时总结课题实施过程中的经验与不足。 

⑥完成课题的实践，进行研究论文的撰写。 

4.3 总结阶段与结题阶段（2019.11-----2019.12） 

①对研究过程中获得的材料进行仔细分析研究,撰写研究论文。 

②申请结题，进行研究成果展示，对课题研究进行评审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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