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人的创造力来说， 有两样东西靠死记硬

是得不到的： 一是面对别人的问题知道从哪里去

寻找答案的本领， 二是能综合应用所学知识提出

独特的问题并进行创造的能力。 问题是思维的源

泉，更是思维的动力，保证学生深层次认知参与的

核心也是问题。 新课标强调“教学是师生交往、互

动的过程”。 新课标高中《生物》教材（人教版），在

编写上最大的亮点是突出了问题的设计， 新增加

的 “问 题 探 讨”、“本 节 聚 焦”、“思 考 讨 论”、“资 料

分 析 ”等 栏 目 ，大 多 设 计 3～4 个 可 供 学 生 思 考 的

问题。出于教材编写的这一明显变化，课堂设问引

起 了 广 大 生 物 学 教 师 的 足 够 重 视，“课 堂 设 问”教

学策略的应用似乎成了目前课堂教学的主流。 然

而，走 进 课 堂 听 课，不 难 发 现，课 堂 设 问 总 是 存 在

一些这样那样不尽人意的地方。 如简单问题复杂

化，问 题 水 平 较 低，设 问 时 机 把 握 不 准，组 织 教 学

繁琐，时间冗长，无效问题充斥课堂等现象。 在问

题处理上， 往往也是自主不自主地进入一种定势

模 式 ：提 问 、听 取 回 答 、对 答 案 进 行 点 评 、然 后 迅

速进入下一个问题。 很多课堂教学表面上热热闹

闹，而 细 细 品 味 却 没 有 真 正 体 现 出“课 堂 设 问”教

学策略的真谛。
“课 堂 设 问”教 学 策 略 是 从 问 题 出 发，将 问 题

作为整个教学的出发点和中心， 既重视教师的诱

导、点 拨、示 范 的“导”的 过 程，更 注 重 学 生 主 动 学

习、自 主 探 究 的“学”的 过 程。 以 问 题 驱 动 设 计 学

习 内 容，在 师 生 共 同 发 现、分 析、解 决 问 题 的 过 程

中，让 学 生 经 历 了 解 知 识、获 取 知 识 的 情 感 体 验，

逐步形成问题意识， 以期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

探究。 这便是“课堂设问”教学策略的真谛。 因此，
优化 “课堂设问” 教学策略成为教学中追求的目

标。基于此理念，笔者在生物学教学实践中对优化

“课堂设问”教学策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一些有

益的探索和尝试。

1 精心酝酿———优化问题的内容和结构

课堂设问是一项设疑、激趣、引思的综合性教

学艺术。 在问题内容上，应当紧扣教材，围绕教学

目标和学习目标的要求展开， 设置一些能激发学

生 兴 趣、突 破 教 学 重 难 点、活 化 学 生 思 维 的 问 题。
同时还应考虑问题之间的结构， 构成一个指向明

确、思路清晰、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问题链”。 要

具 有 较 大 的 容 量，大 到 举 纲 提 要，统 率 全 篇，小 的

也能解决某个问题。
例 如， 在 “物 质 跨 膜 运 输 的 实 例 ”（人 教 版 ）

一节的教学中， 导入新课时， 笔者先让学生阅读

“问 题 探 讨”内 容，然 后 依 次 应 用 这 样 4 个 问 题 引

领学生进入学习情境：

①漏斗内的液面为什么会升高？

②如果用一层纱布代替玻璃纸， 漏斗管内的

液面还会升高吗？

③如果烧杯中不是清水， 而是同样浓度的蔗

糖溶液，结果会怎么样？

④如果烧杯中不是清水， 而是同样浓度的蛋

白质溶液，结果又会怎么样？
（说 明：前 3 个 问 题 为 课 本 中 问 题，后 1 个 为

笔者所增加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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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节 课 的 重 点 内 容 是 细 胞 的 吸 水 和 失 水，用

来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渗透作用。教材以“渗透现象

示 意 图 ”作 为 “问 题 探 讨 ”的 素 材 ，足 以 唤 醒 学 生

的好奇心。 教材首先以学生观察到的现象为 “支

架”设 计 问 题①，能 强 烈 地 激 发 学 生 的 求 知 欲 望。
教师适当点拨， 能否从你们所储备的化学知识中

去寻找答案？ 学生跃跃欲试，思维活跃。 在不知不

觉中接近了渗透作用发生的原理。问题②、问题③
是为渗透作用发生的条件设置的问题， 有了对问

题①深入讨论的铺垫， 学生会很快通过回答问题

②、问题③得出发生渗透作用的条件。问题④旨在

暴露学生错误，帮助学生纠正错误，让学生深刻理

解到发生渗透作用应从质量浓度来分析， 达到对

渗透作用原理准确把握的目的。
从以上的问题的教学价值来看， 上面的 4 个

问 题 的 总 体 目 的 是 为 后 面 内 容 的 学 习 扫 清 障 碍 ，
铺路搭桥，4 个问题间有一 种 相 互 关 联、环 环 相 扣

的 思 维 形 式，体 现 了 逻 辑 性 的 特 点；问 题①、问 题

④能引起师生间的深度对话，共同探究，又能充分

体现互动性与探究性的特点。

2 合理设计———优化问题的即时效应

心理学研究表明， 只有当认知结构与外界刺

激发生不平衡时才能引起学习者的需要。 正如赞

科夫所说：“教学法一旦触及学生的情绪、 意志领

域和精神需要 , 这 种 教 学 法 就 能 发 挥 高 度 有 效 的

作用”。 有效问题的即时效应是唤醒学生的需要，
创 设 良 好 的 情 感 环 境 和 认 知 环 境 调 动 学 生 的 兴

趣。 因此，在问题的优化上，教师要紧扣教学目的

和 教 材 重 点、难 点，根 据 学 生 的 实 际 情 况，一 方 面

要把握设问时机， 当学生到了 “心求通而未得”、
“口 欲 言 而 未 能”之 时，才 是 对 学 生 进 行“开 其 心”
和“达 其 辞”的 最 佳 时 机。 另 一 方 面，设 法 引 起 认

知矛盾， 在教材内容和学生求知心理之间制造一

种 “不协调”，把学生引入一个多疑、好奇的境界，
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例 如 ，“植 物 细 胞 的 吸 水 和 失 水”是 高 中 《生

物 》教 材 （人 教 版 ）出 现 的 第 1 个 探 究 活 动 内 容 ，
新课标倡导的探究性学习应在这节内容中能较好

地体现，这一节课的成功与否，对以后的探究活动

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而实验设计应是探究活动的

重点及难点。为此，笔者首先引导学生按照教材内

容亲身感知科学探究的过程， 在学生按实验方案

完成实验探究之后，趁学生兴致正浓，设计了以下

几个问题供学生思考及进一步探究。

①为 什 么 选 用 紫 色 的 洋 葱 鳞 片 叶 做 实 验 材

料？

②为什么用质量浓度为 0﹒3 g/mL 蔗糖溶液？

③能否利用无色的洋葱鳞片叶做实验材料？

④能 否 用 质 量 浓 度 为 0﹒5 g/mL 的 蔗 糖 溶 液

做实验试剂？

⑤用质量浓度为 0﹒1 g/mL 的 KNO3 溶液代替

0﹒3 g/mL 蔗糖溶液，情况如何？

⑥你能设计一个初步确定某种植物细胞细胞

液浓度的方案吗？
由于刚完成实验，问题①、问题②正是学生想

要知道的问题，教师只要稍加点拨，学生就能理解

选用上述材料和试剂的原因： 即洋葱鳞片叶表皮

细胞既容易剥离而制成临时装片， 又因细胞液呈

紫色而容易在显微镜下观察，质量浓度为 0﹒3 g/mL
蔗 糖 溶 液 很 容 易 使 洋 葱 表 皮 细 胞 发 生 质 壁 分 离 ，
短时间内对细胞的伤害小， 故可以做为该实验材

料和试剂。 如果只有问题①、问题②，课堂一点也

不 出 彩，故 进 一 步 设 计 问 题③、问 题④，与 前 2 个

问题形成反差， 那些对知识理解不透的学生往往

会 因 问 题①、问 题②而 被 “诱 导 ”出 错 ，他 们 会 这

样分析，问题③：由于无色洋葱鳞片叶表皮细胞液

无色，难以观察到实验现象，故不能用无色洋葱鳞

片叶做为实验材料。问题④：因为外界溶液浓度比

细胞液浓度高，所以可以做为实验试剂。这些分析

显然是错误的，学生认知上出现了矛盾，此时的主

动 性 极 高，教 师 因 势 利 导，对 于 问 题③，通 过 教 师

的 点 拨、引 导，学 生 会 恍 然 大 悟，原 来 可 以 用 有 色

溶液来替代蔗糖溶液！对于问题④，如果用质量浓

度为 0﹒5 g/mL 的蔗糖溶液， 细胞失水过多过快，
导致死亡，不能发生复原。问题⑤可以让学生当时

进行实验， 出其预料的结果会让学生的兴奋性达

到 极 点，教 师 的 稍 加 点 拨 会 让 学 生 达 到“开 其 心”
和“达 其 辞”的 效 果，因 为 K+和 NO3

-被 细 胞 吸 收，
细胞液浓度增大， 发生质壁分离的细胞会自动复

原。问题⑥可以说是一个拔高的问题，能引导学生

学会知识和技能的迁移， 用所学的知识及方法解

决一个新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对能力要求较高，不



宜留在课堂上处理， 应留给学有余力的学生作为

课后思考与探究的问题。
从以上问题的教学用意来看， 前 5 个问题旨

在让学生意识到科学实验选材的合理与否直接影

响到实验的成败。 第 6 个问题旨在给学习营造一

个新情境，引导学生学会知识和技能的迁移，进一

步培养学生的实验探究能力。

3 巧妙构思———优化问题的处理方法

在对问题的处理上， 教师要充分考虑学生回

答时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 发挥自己的聪明才

智，巧 妙 构 思，精 心 设 计 处 理 方 法，实 现 真 正 意 义

上的有效教学。
例如，在高三复习课教学中，笔者曾经设计过

这样一个教学片断： 粮食问题是人类面临的五大

危机之一。 增加粮食产量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

永恒主题， 勤劳的祖先总结出很多粮食增产的宝

贵经验，闪灼着智慧的结晶，儿时读过的诗歌———
《锄 禾》依 然 熟 记 于 心 中，请 大 家 共 同 诵 读 一 遍 这

首诗歌。待学生读完之后，笔者设置了这样一个问

题： 这首诗歌不仅仅告诫我们餐桌上的每一粒粮

食都是农民用汗水浇灌而来的， 我们要珍惜每一

粒粮食， 同时还证明我们的祖先早已总结出了锄

禾可以增加粮食产量的宝贵经验。 请同学们应用

所学生物学知识来解释其中的科学道理。
一 石 激 起 千 层 浪 ,学 生 跃 跃 欲 试，但 由 于 这 一

问题涉及的知识面广，内容多，在学生显得一筹莫

展之时，笔者又依次设计了下面的疏导性问题。

1）从 植 物 吸 收 矿 质 元 素 的 角 度 考 虑，该 如 何

解释？

2）从 植 物 生 命 活 动 调 节 的 角 度 来 考 虑，该 如

何解释？

3）从 生 态 系 统 能 量 流 动 的 角 度 来 考 虑，该 如

何解释？

4）从 土 壤 中 微 生 物 代 谢 的 角 度 来 考 虑，该 如

何解释？
有了上述疏导性问题的启示， 学生虽然明确

了从哪些方面回答问题， 但在具体回答时同样出

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为了进一步深化问题，教师可

采取巧妙的处理方法，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对

于问题 1，笔者又设计了以 下 几 个 问 题 追 问 学 生：

①植物根主要以什么方式吸收矿质元素？ （生：主

动运输）②主动运输是否需要能量？ （学生：需要）

③能量从哪里来？ （学生： 根细胞的呼吸作用）④
有 氧 呼 吸 需 要 什 么 外 界 条 件？ （学 生：氧 气）此 时

的 “问 ”是 为 了 “不 问 ”，通 过 追 问 ，答 案 就 比 较 明

确 ，即 ：锄 禾 可 以 疏 松 土 壤 ，增 加 土 壤 中 氧 气 量 ，
有利于根的呼吸作用， 作物通过主动运输从土壤

中获得的矿质元素增多。 对于问题 2，笔者旁敲侧

击地给学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农业生产上棉花

为什么要 “摘心”？ 这是一个学生熟悉的问题，待

学生回答之后告诉学生， 其实植物的地下部分也

有 类 似 地 上 部 分 的“顶 端 优 势”现 象，学 生 茅 塞 顿

开，原来锄禾时损害了根的顶端，打破根的顶端优

势，有利于侧根的生长。 问 题 3、问 题 4 也 可 以 用

类 似 的 方 法 来 处 理，限 于 篇 幅，本 文 只 给 出 答 案。
问题 3：锄禾除去杂草，解 除 杂 草 与 作 物 之 间 的 竞

争关系，使能量更多的流 向 农 作 物。 问 题 4：锄 禾

疏松土壤，增加土壤的氧含量，有利于土壤中的圆

褐固氮菌、硝化细菌等好氧微生物生活，抑制反硝

化细菌等厌氧微生物生活，提高土壤肥力。 当然，
锄禾还可以使作物合理密植，增加光合面积，提高

粮食产量。
笔者认为，本事例的教学价值在于：①通过创

设问题情境，设计合理问题，把平时相对独立的知

识 ,以 再 现、整 理、归 纳 的 方 式 串 起 来 ，将 所 学 知

识连点成线、连线成网，进而加深学生对旧知识的

进一步理解、巩固，并提高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能力； ②在问题处理上不是急于引导学生寻找答

案，而 是 巧 妙 地 运 用 泛 问 与 导 问、设 问 和 追 问、直

问和曲问相结合的方法， 从不同侧面提出问题进

行 启 发 暗 示，引 导 学 生 思 考，疏 通 思 路，找 出 问 题

解决的方法。 这应是复习课中值得一试的方法。
总之，教师的课堂设问是一门学问，如何做到

有 效，更 是 一 门 艺 术，设 问 有 法，而 无 定 法。 只 要

不 断 实 践，不 断 摸 索，就 会 提 高 自 己 的 教 学 水 平，
充分发挥设问的教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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