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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中生物教学中，很多学生缺乏兴趣，导致课堂效率低下，而提问作为课堂教学中师生互动或生生互动的主要形式，可以使教师

将关注的焦点从教师转移到学生身上。有效提问意味着教师所提出的问题能够引起学生的回应或回答，且这种回应或回答让学生更积极地参

与学习过程。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实际，从提问的针对性、把握提问的时机以及难度，抓住兴趣点提问几个方面浅谈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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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学告诉我们：学生的思维过程往往是从问题开始，古语亦

云：学起于思，思源于疑。有经验的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总是精心设计

提问，意图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激发他们的探索欲望，并有意识地为

他们发现疑难、解决疑难提供桥梁和阶梯，引导他们不断攀登知识的高

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课堂提问都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有的提问零敲

碎打、毫无联系，有的提问肤浅平庸、单调陈旧。这些置学生于被动地

位的提问，抑制了学生的思维活动，与开发学生智能目标背道而驰。我

们在日常课堂教学活动中应怎样做才能达到提问的有效性？怎样的有效

提问才能真正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学习？下面就根据笔者生物教学来谈谈

几点粗浅的看法。 

1 提问应有针对性 
1.1 针对教材实际提问 

教师教师在充分解读教材，了解教学的重点、难点的基础上，紧紧

围绕教材的训练重点，突破难点，问到关键之处。例如，“基因突变”这

一节内容的教学重难点是基因突变的意义，所以可以设置以下问题：①

基因突变能产生新的基因吗？②这些新的基因产生的新性状对生物的生

存有什么意义？③自然环境会选择哪些个体生存下来？④基因突变对生

物的进化有何意义？这几问环环相扣，层层相接，在有限的时间里，抓

住了重点，突出要害。 

1.2 针对学生实际提问 

对不同基础的学生应有所区别，因人而异。对优等生，可提一些综

合应用、分析理解、总结评价之类的认知性问题，使其自感不足，形成

一定压力；对基础较差的学生，则可提一些模式识制、知识回忆、形成

联系之类的记忆性问题，并且适当时给以引导和补充，使其增加信心。

例如，在“杂交育种原理及应用”这一内容的教学中笔者设置了以下问

题：①杂交育种的原理是什么？②杂交育种的优点和不足有哪些？③你

能阐述杂交育种的细胞学理论基础吗？④杂交育种技术为什么耗时相对

较长？杂交育种能产生一些优良的作物新品种，那么它能产生一些新性

状吗？第一、二个问题主要考查学生记忆能力，提问水平低，可让基础

较差的学生回答；而第三、四两题考查学生对知识原理理解的深度以及

综合分析能力，如第三个问题学生要理解减数分裂中非同源染色体的自

由组合导致基因重组这一细胞学基础才能正确回答，对学生的水平要求

及思维层次都比较高，可让认知水平较高的学生回答。 

2 控制课堂提问的时机 
2.1 了解学生疑难之处所在而提出问题 

如学生没有疑问则设置疑点，“制造”矛盾，以打开学生心灵的门扉，

激发他们去思考，逐步引入。在“细胞呼吸”这一内容的教学中，提出

问题：同学是否知道呼吸和细胞呼吸的区别，是否能将呼吸和细胞呼吸

等同。通过回忆比较，学生得出其实呼吸是人和动物体与外界进行的气

体交换过程。而细胞呼吸是指有机物在细胞内经过一系列的氧化分解，

生成二氧化碳或其他产物，释放出能量并生成 ATP 的过程。呼吸和细胞

呼吸的现象和本质是有所区别的。通过制造了呼吸和细胞呼吸这对矛盾

提问，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了细胞呼吸的含义。笔者在平时经常积累学生

易错的问题，具有探究因素的问题，把它作为打开大门登堂入室的钥匙，

激起学生思维的波涛，引导学生进入探究。讲课过程中插入这类问题，

加强了学生脑力活动的强度，也使上课波澜起伏，增强效果。 

2.2 在新旧知识的结合处提问 

例如在光合作用学习时，教师可以设计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你是从

事农业种植工作的，请结合光合作用的原理和生产实际来阐述在种植过

程中应采取的一些措施，并说明理由。这个问题一提出，同学各抒己见，

有的同学结合光合作用的化学方程式考虑光合作用的原料问题；有的结

合植物矿质元素来考虑施肥问题；有的结合对光能利用特点考虑光的适

当补充问题；更有同学结合学习过的酶的知识，联系温度对酶的影响来

考虑环境温度的控制，结合自然环境下温度控制的难度联系到大棚种植

等一系列问题。通过提问使学生了解知识是如何深化发展的，沟通新旧

知识的联系，并学会了分析、比较等思维方法。 

2.3 在学生的思维受阻处提问 

学生在学习由不知到知，从不懂到会，出现思维疑难或思维受阻是

经常发生的。因此 ，这就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灵活处置，随

时调整或改变原来准备的问题，把问题提在“火候”上。例如：在“细

胞分化”的教学中，学生对“全能性”的学习出现“卡壳”，所以笔者将

原来的自己讲解改为以下几个问题的设置：①分化了的细胞具有和受精

卵相同的遗传物质，是否能像受精卵一样能发育成完整个体？②理论上

动物细胞与植物细胞全能相似吗？为什么？③实际上动物体细胞能否表

现出全能性？如果不用提问的方式，而是由教师平铺直叙讲解，效果显

然就差多了。 

3 抓住兴趣点提问 
所谓兴趣点，就是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思考理解的知

识点。抓住知识点提问，可以激起学生的求知欲望，使学生的情绪处于

积极亢奋状态，激发学生寻找正确答案的积极性。尤其在学习新知识之

前，教师有意识地提出问题，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以营造生动愉快的教

学情境，引导学生带着浓厚的学习兴趣去积极思维，寻求新的知识。如

在教学“伴性遗传”时，笔者设计了以下问题①动物为什么有雌雄，人

类为什么有男女？②为什么人类的秃顶性状多在男性表现？③为什么禁

止近亲结婚？几个问题一提出，课堂气氛顿时活跃起来，这样就能使学

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入探求新知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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