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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各自所占比重一般说来，大多数课堂对话是由教师开启的

。这是由这样一个引导者的角色所决定的。师生双方平等对

话，侧重在人格意义上的平等，真理面前的平等。在实际对

话中，各自所起的作用不是完全对等的。教师引导作用的发

挥应集中表现为促进学生的主动发问、积极参与。课堂上学

生很少主动提问，或者教师根本没有留出时空让学生主动发

问，这正说明了教师引导作用的发挥还没有真正到位。关于

“液体的热胀冷缩性质”的对话，主要围绕六个具体问题展

开，据此可分为六个教学片断。六个问题都是由教师开启的

，有必要作改进。譬如，教学片断三，学生观察到玻璃管里

的水受热后，水位升高了，十分惊讶，教师可以询问学生为

什么感到惊讶，引导学生将迷惑不解的问题表述出来。在用

水和酒精分别做实验，教师总结液体具有热胀冷缩的性质之

后，可安排时间让学生质疑，而不一定急于自己再提新的问

题，举出煤油的例子。事实上，学生并没有真正理解液体的

热胀冷缩性质，确实存在着不解的问题。2．发问频率及不同

层次的提问所占比例发问频数的统计要注意一个问题多次发

问、多种方式的发问，不要重复计算。提问的类型可以从不

同的角度去划分。按未知成分将问题状态分成低、中、高三

个层次，这一分类系统比较好地适用于问题性作业及理科教

学中的对话。还可以吉尔福特（J．P．Guilford）的智力模型

为基础建立如下分类系统。（1）认识一记忆。问题狭窄、封



闭，要求学生对信息回忆再认，学生再认、回忆、下定义、

复述、重复、摘录、鉴定或回答是或不是。如：航海图上有

几种颜色？什么是光合作用？（2）聚合思维。问题范围狭小

，要求学生对记忆的信息进行分析和综合，学生翻译、说明

、叙述、解释、比较、对比、分析、联想、下结论或概括。

如你怎样概括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3）发散思维。问题范

围广阔、开放，要求学生丰富已有的信息或从新的角度来认

识主题。学生假设、推测、设计、推论、预测、暗示、创新

等。如文章开头还可以怎样写？假如你做联合国秘书长，你

会怎样处理中东问题？（4）评价思维。问题范围广阔、开放

，要求学生根据内部的或外部的原始材料进行判断或维护自

己的选择。学生依据一种明确的标准发表意见、判断、评价

或者作出并捍卫一种选择。如你如何评价这个机构所起的作

用？你认为这篇小说的情节安排得怎么样？为什么？在关于

“液体的热胀冷缩性质”的对话中，由教师提出的六个问题

，有的属于“认识一记忆”水平，如问题（1）；有的属于“

聚合思维”的提问，如问题（3）；有的属于“发散思维”的

提问，如问题（2）。没有“评价思维”的提问。提问的数量

与问题的层次有着内在的联系。在一节课40或45分钟内，所

设置的问题情境层次水平应较高，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要求

比较充分地展开对话。所提问题的数量不可能多。有研究者

指出：“语文每堂45分钟课时内，大小问题总和不宜超过12

个。”这种观点虽然有些绝对化，但面对当前课堂教学中的

“满堂问”大量低层次的、封闭的、识记水平的提问充塞着

课堂，严重浪费教学时间，这样的限定又未尝不可。3．候答

时间及方式据调查，美国教师课堂上候答时间在三秒以内，



通常不足一秒。有研究者发现，在实验条件下，教师的候答

时间增加至三秒以上时，教学效果明显提高。提问后一般须

停顿三秒以上，课堂中的沉默意味学生在积极地思考，“此

时无声胜有声”。在关于“液体的热胀冷缩性质”的对话教

学中，因为教师的提问对小学三年级儿童来讲有一定的难度

，教师或者给学生五分钟，分小组讨论一下；或者给学生“

一分钟想一想”；或者让其动手做实验，检验自己的判断是

否正确。在候答问题上也是舍得花时间的，且候答方式也是

多种多样的。在中小学课堂上，不少教师提问后不直接告之

最终答案，而是马上作相关背景知识的讲述，分析条件，提

供解题的线索、思路、角度，提示有关注意点，唯恐学生出

“差错”，这实在是个不小的误区。有效的对话要求对话双

方都应当充分暴露在有关话题上的真实想法及思考过程，这

当然包括所谓“差错”、“问题”在内。有“差错”的存在

，才能针对性地展开争辩、协商，达到明确是非、求同存异

的目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没有问题暴露的课，不是好课；

有了问题的暴露，课堂教学才不是表演、走过场。关于“液

体的热胀冷缩性质”的对话教学，由于小学三年级学生没有

建立水分子的概念，不懂得装同样多的水分子如装松一些，

体积就大，装紧一点，体积就小，已经形成的日常生活经验

与液体热胀冷缩的性质相冲突，一节课下来儿童还是更多地

相信自己的日常生活感觉，并没有“初步理解液体的热胀冷

缩性质”，最后安排的试题，学生没有答对。基本的教学目

标没有达成，或许不少人会认为“这是一节失败的课”。但

随着对话的不断展开，儿童不断经历着过去的经验与现在的

实验结果的认知冲突，问题也一个又一个地暴露出来，最后



几乎是带着满脑子的疑问走出课堂，将会作进一步的探究。

它是真实的，比那种形式主义的走过场、表演教案剧要好得

多。4．反馈方式（理答方式）对教师的反馈方式进行统计，

注意正确反馈与错误反馈、简单反馈与延伸性反馈、肯定性

反馈与否定性反馈、直接反馈与间接反馈等几个方面的比较

分析。对课堂教师口头语言行为作剖析表明：平均每节课反

馈性语言占言语总数的10％左右。仔细考察这些反馈性语言

，其中有12％的反馈是老一套的称赞，如好、对、可以，等

等；70％的是简单重复学生所说的话；只有8％的反馈明显属

于延伸性反馈。研究者在对2.2万个课堂行为作分析时，发现

教师向学生解释他们的回答为何是对的只有205例，向学生解

释为何错的则更少，只有164例。而就在比例极少的延伸性反

馈中，还包括教师错误的延伸性反馈在内。这是值得每一位

教师和指导者关注的问题。面对这种课堂教学的现状，指导

者尤其需要纠正下列偏向：重复学生的发言，因为这往往意

味着浪费时间；一味地作简单性的反馈，因为这意味着教师

在对话中应有的信息重组作用、引导作用未能充分地发挥；

请君人瓮式的评定，因为这意味着只有权威者的一种声音，

没有学生的主动建构。从营造宽松愉快的课堂氛围要求来看

，教师对学生正确的应答不要急于表扬；对错误的答案，也

不要急于否定，而要引导他们说出思考的过程，说明答案是

怎么来的，并对思维的过程作必要的点拨，这样对学生帮助

才更大。有时答案错了，但思路却有可取之处；有时用成人

的是非标准来看，答案确实是不完善的，甚至是幼稚可笑的

，但它是儿童的积极思考得来的，要比不加思索地按成人的

标准答案照说一遍好，这些都是教师对学生的应答需要注意



的地方。在关于“液体的热胀冷缩性质”的教学中，教师面

对学生的错误回答不急于否定，而是询问根据是什么，给时

间让学生小组讨论。经过种种尝试之后，学生仍然迷惑不解

，结果不得不给出正确的答案。这样做虽然不那么尽善尽美

，但要比简单否定效果好。5．应答方式在对话教学策略的讨

论中，我们已经将教师的应答策略（面对学生提问的策略）

划分为六个层级。在“分析改进”阶段，可以让教师对照六

个层级的划分，根据自己所处的层级，反思有些什么不足，

还需作哪些改进。《课堂教学临床指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