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 中历史课堂教学提 问的有效性探究
〇 徐脯强

课堂提问是教学过程中 的重要手段
，
也是实现课堂自 己 的观点 。 学生 的主体地位通过教师的提问 和学生

上师生互相交流的重要方式 。 教学中合理运用提问 ，
可的回答凸显 出来 。

以 活跃课堂气氛 ，
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

引导学生积极３ ？ 层次性原則 。 问题的设计既要科学合理 ， 又要分

参与课堂活动。 但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 ， 教师 的课堂提层次 ，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 出有层次 、有梯度 的 问

问存在低效提问甚至是无效提问 ，严重 影响教学效果。题。 因此教师在备课时不仅要认真钻研教材
，
细读课

因此 ，提高课堂提问 的有效性成为课堂提问 的关键。 课标 ，
更要深人 了解学生知识水平 。 例如在学习

“

维新变

堂提 问首先要求问题的设计要符合本校学生 的客观实法
”

时 ，我根据学生 的情况 ，针对基础不同 的学生 ，
设计

际 ，
以科学性为指导原则 ， 任何提问都以 教学 内容为核了三类问题 ：

Ａ 类 ：

“

维新变法
”

失败的原因 。 这是要求

心
，
以科学性为前提。 本文从课堂提问的 原则 、提 问的全部学生都要掌握的 内容。 Ｂ 类 ：

“

维新变法
”

所提 到的

技巧和策 略等方面 ， 深人剖析提 髙课堂提 问 的有效性改革 内容涉及政治 、经济 、文化教育
，
有没有可行性 ？ 在

方法 。当时是否符合时代的潮 流 ？ 要求学生从 文明 史的角 度

去分析
“

维新变法
”

。 这类问题要求学生有一定的分析
一

、课堂提问 的原则
能力

，符合 中等层次 的学生 。 Ｃ 类 ： 对 比 中 国
“

维 新变

１ ？ 目 的性原 则 。

“

如果你不 知道 自 己将去何方 ，那法
”

和 日 本
“

明治维新
”

的异 同 ？ 从政治 、经济 、思想等角

么 ， 你将最终到达别的地方。

”
［

１
］

这一句话形象地说明 了度分析。 这类主要是针对历史基础较好
，
能力 较强 的学

教师在 问题设计时要有 明 确 的导 向 。 教 师 的课堂提问生提出 来的 。 可以培养学生 的分析能力 的同时 ，
还可以

要有明确 目的
，
明确为什么要提问 ？ 在哪个知识点上设拓展学生的知 识面 。 三类问题 的设计可以很好地兼顾

问 ？ 首先 ， 要明确提问 的对象 ， 深人了 解学生 的知 识水到学习 程度不同层次的学生 ， 既做到 因材施教
，
又可 以

平 ，学生的能力等 ，通过教师的提 问和学生 的回答 ，你想活跃课堂
，
积极引导学生参与课堂的学习和讨论。

通过这
一问题解决哪个知识点 ，

达到什么教学 目 的 。 其４ ？ 启发性原 则 。

“

启发性原则要求设计的问题要有

次
，
问题要紧贴教学的核心 内容 ， 服务 于教学 ，

因此 ，
课一定的思考价值 ，

能调 动学生的 主动性 ，
能集 中他们的

堂提问不能流于形式
，
问题的设计不能过于简单 ， 提问注意力

，
引导他们生动活泼的学习 ，

使他们经过 自 己 独

既要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
，

又要紧贴教学核心 内 容 。 否立思考 ，对知识融会贯通 ，从而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则 ，就达不到提问的 目 的 ，也无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的能力 。

”
ｗ
现代教学要避免传统填鸭式的教学 ，

回归 到

２ ． 主体性原则 。 课堂上学生是主体 ， 教师在课堂上让学生主动成为课堂的主体 ， 我们老师设计问题时一定

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 ，
因此

，
课堂提 问也应该贯彻

“

以能给学生以 启发
，
能让学生产生思想的共鸣

，
迸发 出 知

学生为主体
”

的教 育理念 。 教师在设计问题时 ， 首先要识的火花 ，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发学生思考 和探知欲 。

考虑是在教学重点 、难点上设问 ，

一方面可 以 引起学生因此 ，在提 问时我们可以适当利用 当前的时事热点事件

对这部分内容的重视 ， 另
一方面通过师生间的互动来解或者身边的新闻等 ，

设计出学生感兴趣的 问题 。 例如在

决问题 ， 让学生积极参与课堂 ， 加深学生对这部分知识讲到欧共体的产生 、发展对欧洲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的理解 。 避免灌输式的课堂教学 ，
通过提问 ，让学生充时。 我们结合近期英国脱欧公投的事情 ，让学生大胆探

分讨论 ，
积极思考

，
发挥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 ，让每索 ，如 ，什么是脱欧 ？ 为什么英国要脱欧 ？ 脱欧对英国

一位学生都在忙碌 中上完每
一

节课 。 例 如岳麓版必修和欧盟产生什么影响 ？ 对我们中 国有影响 吗 ？ 等 问题。

１ １

“

新航路开辟
”


一课关于新航路开辟的评价 ， 我设计的通过这些问题来启发学生 ，

激发他们的探知欲 。 让学生

问题是 ：

“

你如何看待新航路开辟对世界带来的影响 ？

”

充分讨论 ，大胆表述 自 己 的观点
，
同时也培养学生 的发

引 导学生从 自 己 的角 度去评价这一事件 。 先让学生通散性思维 ， 养成多角 度看待问题习 惯 ，不要局限于我 们

过小组讨论得 出 自 己组的结论 ，然后每个小组出 来发表教材已有的观点。

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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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
师生 间形成 良好的互动 ，

活跃课堂
－ 、课堂提问 的策 Ｂ＆麵 ， 提高提问的效率。

１ ． 准确把握 问题难度 。 教师在备课时必须根据课４ ？ 给学 生适 当 的待答时 间 。 待答时间 ，
顾名思义就

标要求和学生 的具体情况 ，
适当调整 问题的难度 。

一方是指教师提 出 问题后 ，
适当给予学生去思考问题 ，

组织

面可以 把简单的知识性问题变成有一定难度 的综合性答案 的时间 。 苏联著名教育家 、心理学家赞可夫说 ：

“

教

问题
， 例如

“

鸦 片战争
”

的影响有哪些？ 如果是这样设问会学生思考 ， 这对学生来说 ，
是一 生 中 最有价值 的本

的话 ，答案就非常简单了 ，但是如 果我们要求学生从文 钱 。 教师提问 的其中
一

个重要 目 的是引导学生去思

明史观的角度去评价鸦片 战争对 中 国 的影响 。 这 样设考
， 如果我们不给学生适当的时间思考 ，

那我们提 问 的

问难度就加大 了 ， 也可 以 培养学生 的史观 。 另一方面 ，

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 因此教师的课堂提问应该
“

少而

可以把难度较大 的理解型问题简 化为 知识型问题 。 例 精
”

的 同时 ，
给予学生适 当的 思考时间 ，

让学生能多角

如
“

近代中 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
’ ’
一课 中关于 自 然经度 、全面 、深人地思考问题 ，并且在思考后认真组织答案

济 的瓦解 ，
学生很难理解 。 那老师可 以先设问

“

自 然经 和回答老师 的问题 ， 才能达到 提问的效果 。 当然 ，
由 于

济包括什么行业 ？

”

学生很容易知道 自然经济包括农业 、

学生 的知识能力 ，反应速度和语言组织能力 的不 同 ， 教

手工业 。 那么随着大量外酿品的进人
，
０陣行业容易

受外 国商品的冲击 ？ 当然就是农业和手工业 。 所 以 可Ｗ ｜

Ｓ
］ °

以把
一个问题拆分成几个小的问题 ，

一级级递进
， 自然三、及时反应和积极评价

就降低 了难度
， 理解起来就简单多 了 ，

也能够照顾到那 、 ^

些基础较綱的同学 。教＿学生＿答给予及＿反应和积极＿价 ’

２ ． 准确把握提问 的 时机。 孔子 曾 经说过 ，

“

不 愤不
是课堂提冋有

，

性的

￥

要

启 ，不悱不发
”

，
教师在课堂上把握好提问的 时机 ，使学

的

回答 在这一过程中 教师可 以通过语言或者肢体语言给
性 达到事半功 果。 在讲

一

新潮 冲击
予学生鼓励。 其次 ，

对学生的 回答 以表扬为 主 ， 即使是
活

，

这－

、

内容时 ’
学生们 对我 国

厂
十世纪五 ’ 、十

＝
代服

帛误的 回答 ，
也许也会有

一

些独到 的见解 ， 我们要努力
饰很獻趣。

、

雜们 ＪＥｆｔＭ雜
，

服饰列 丁装 的
絲现学生麵光点 ，给予概的職。 娜些性格 内

候 ’ 纪 ＋了
向 的学生

， 更应该多给他们 回答问题的机会 ，
不仅可 以

方面学习苏賴外
， 还有＿方面学 习苏联 ？ 学习＿促进他们的学习成賴高 ，

也有利于他们人格的完善 。

果怎样 ？ＩＥ好抓住这个时机
’
及时抛 出学生感兴＿ ｜

５
］雜提问是历史教学的－个重要环节 。 要成为

－

题
，
既解决 了本节课的问题 ’ 又引发学生深人思考 。

名优秀 的历史教师 ，
不仅要有 博的知识 ，

更要有较高
３ ． 准确把握提 问 的 对 象 。 教师在提问 时还应考虑

水平的设计问题的能力 。 我 们每一位教师应 当在平时

提问对象的差异 ，
由于每一位学生认知 能力 ， 知识水平

的教学实践 中不断学 习
，
不断积累和提升 自 己 的能力 。

和学习 心理等都不同 ，
因此 ，

教师在课堂问题设计时 ，
因

才能使学习真正成为
“

在教师指导下主动 的 、 富有个性

根据教学对象不同而设计不 同 的问题。 在学习
“

孙中 山的过程
’
’ ⑷

。 因此 ， 教师在不断地学习 、 摸索和实践中要

和他的 民主追求
”
一课时 ， 围绕我 国 当时面临严重的 民 敢于创新 ， 精心设计问题 ，

把握好提问的策略 ， 提高课堂

族危机 ，
孙中 山是如何开展救亡图存斗争的 ？ 我根据学

提问的有效性 ，
让课堂充满活力 与生机 ，

让学生在轻松

生 的具体情况 ，
设计了 以下几个问题 ：愉悦的课堂 中学习 。

（
１

）孙 中 山给 ｔ 国 开 了 什 么 药 方 ？
——提 问 学 习较

差 的 学生 。［ １ ］ ［ 美 ］
Ｍａｒ

ｙ
ｌｏｕＤａｎ ｔｏｎ ｉｏ

，
Ｐａｕ ｌＣ ．Ｂｅｉｓｅｎｈｅｒｚ ． 课堂提 问

（ ２ ）请您 帮 忙诊断一 下 当 时 的 国 家 出 现 了 什 么 病的 艺术
——

发展教师 的 有效提 问技能 ［
Ｍ

］
． 宋玲

，

症 ？


提 问 学 习 成绩
一般的 中 等生 。译． 北京

：
中 国轻工业 出 版社 ，

２００６ ： １２ ８ ．

（ ３ ） 为什 么 不 能 医 治社会的 顽 疾？
提 问基础较 ［ ２ ］ 张泽 河． 新课标 下 历 史课 堂提 问 的 原 则 ［ Ｊ ］

？ 考试 ：

好的优等生 。教研版
，

２００４ （ ７ ） ．

（
４

） 孙 中 山 ２０ 世纪前 ２０ 年先后提 出 了 哪两 副 救 国［
３ ］ 寒天． 特级教师教学 艺 术全 书

［
Ｍ

］

？ 延 吉 ：
延边人民

的 药 方 ？ 这 两 副 药 方能 否救 中 国 ？ 为 什 么 ？


』
、 组出 版社

，

１ ９９９
：
２８６ ．

讨论后提 问 。［
４

］ 唐 晓燕 ． 新课程理念下的教师 专 业培养 ［ Ｊ ］ ． 教改前

总而言之
，
教师的提问一定要面 向全体学生 ，

通过沿
，

２００６ （ ３ ） ．

问题让每一位学生都能积极思考 ，
主动参与课堂 ，

充分 （ 作 者地 址／广 东 省 肇庆市 实验 中 学 ，

５２６ １ 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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