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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4_BF_E6_95_99_E8_c38_540880.htm 美国教学法专家斯特

林G．卡尔汉认为：“提问是教师促进学生思维、评价教学

效果以及推动学生实现预期目标的基本控制手段。”教学活

动过程中所呈现的幼儿兴趣盎然、思维活跃的场景，经常是

教师的有效提问引发的。所以，提问是教师重要的教学组织

手段，在特定情境下是决定教学活动是否有效的重要因素。

但实践中因教师提问不当导致教学活动低效甚至无效的现象

屡见不鲜，笔者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提问应有目的性和

指向性，以保证幼儿操作的有效性 幼儿的操作活动应有明确

的目的和要求，教师通常以提问的方式将目的和要求传递给

幼儿。在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如果提问体现了活动的目

标、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幼儿就会很快明白这个活动要解

决的问题，活动效果就显著，反之则收效甚微。笔者曾看过

一个中班数学活动“小兔的新家”，教学设计的目标是要求

幼儿按照形状、颜色等特征对事物进行排序和设计序列。教

师在幼儿操作前出示了小猴的新家图例，并对幼儿说：“这

是小猴新装修的家，漂亮吗?请小朋友看看小猴新家的瓷砖是

怎样的?”(幼儿说有的是白的，有的是红的，有的是长的，

有的是方的。)教师又问：“栅栏又是怎样的?”(幼儿说有的

高有的矮。)在幼儿观察图例后，教师说道：“小兔也想把新

家装修得和小猴的家一样漂亮，你们愿意帮忙吗?如果愿意，

请分组帮小兔装修，喜欢贴瓷砖的在前面桌子上做，喜欢围

栅栏的在后面桌子上做。”幼儿操作结束时，教师发现幼儿



贴的瓷砖毫无规律，围成的栅栏亦然。于是，教师再次引导

幼儿观察小猴的新家，并问幼儿：“你们看，小猴家的瓷砖

是怎么排列的?栅栏是按照什么顺序围成的?”幼儿观察后进

行第二次操作，结果完全不同。 在这个活动中，为什么幼儿

第一次贴的瓷砖、围的栅栏没有按规律排列呢?这应该与教师

的提问引导有关。因为一开始教师并未围绕活动目标，抓住

重点内容进行设问，提的都是有关瓷砖栅栏外部特征的问题

，并没有去引导幼儿发现它们的排列规律。因此，幼儿认为

只要将瓷砖贴上去，把栅栏围起来就可以了。而第二次操作

前，教师的提问有了明确的指向性。在教师的有效引导下，

幼儿不仅发现了图例上的瓷砖和栅栏的排列规律，而且有了

自己的思考和创造。因此教师的提问要围绕活动目标，突出

内容重点，指向性要强，以免幼儿进行无效的操作活动。 ●

提问应立足于幼儿的操作体验和观察经验，以提高讨论交流

的实效性 讨论交流源于问题，讨论交流有助于幼儿结合自己

的经验澄清事实。教师能否引出有探究价值的问题，是幼儿

能否在探究、交流过程中获得正确认识的关键。如在“鸡蛋

浮起来”的活动中，教师先让幼儿观察、比较两个杯子及其

装水量，接着先后将鸡蛋放进两个杯子。待幼儿观察后，教

师提问：“为什么这个杯子里的鸡蛋会浮起来?”幼儿讨论后

说出了各自的理由：“这个杯子大一点。”“鸡蛋放进去以

后水满上来一点。”“这个杯子里的水多一些。”教师提醒

幼儿，两个杯子是一样大的，水也是一样多的。于是，有幼

儿说：“老师刚才从这个杯子里舀起鸡蛋放进那个杯子时勺

子里还有点水，所以那个杯子里的水就多了一点。”还有幼

儿说水的颜色有点不一样(他看见放盐的那杯水有点白)。见



幼儿都不能合理解释“鸡蛋浮起来”的现象，教师就对幼儿

说：“因为老师在这个杯子里加了一点神奇的东西。”幼儿

于是开始猜测，教师则顺势拿出味精、盐、白糖供幼儿操作

探索。 本案例中，教师在幼儿初步观察、比较后向幼儿提问

，目的是要引导幼儿通过讨论找出鸡蛋浮起来的原因，但幼

儿的回答都未涉及真正的原因，这是因为幼儿没有操作经验

，也不知道教师准备的两杯水有所不同，他们只是根据猜想

作出一些主观判断，所以说出的理由不着边际是不足为奇的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教师在要求幼儿就某个问题讨论交流

前，应让幼儿亲历探究的过程，否则讨论交流往往是无意义

的。在科学探究活动中，幼儿需要在教师引导下通过操作和

观察、分析、比较才能找出现象背后的原因，然后通过讨论

交流去伪存真，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如果教师要将供幼

儿探究的问题或让幼儿观察的现象寓于一定的问题情境中，

从而让幼儿产生自己的问题并探究，教师就需要让自己的提

问建立在幼儿的操作体验和获得观察经验这一基础之上，只

有这样，教师的提问才是有效的。 ●提问应基于教师对教学

内容的正确理解，以促进幼儿的创造表现丰富高效 活动对幼

儿是否有意义，是否具有教学价值，关键在于教师对教学内

容的理解和把握是否准确。 中班诗歌《家》的教学活动开始

，教师先请幼儿倾听自己朗诵诗歌：“蓝蓝的天空是白云的

家，绿绿的树林是小鸟的家，浩瀚的大海是鲸鱼的家，广阔

的沙漠是骆驼的家。”然后问幼儿“你听到什么了”，并依

次问幼儿天空、树林、大海、沙漠各是谁的家。幼儿回答后

，教师再问：“怎样的天空是谁的家?怎样的树林是谁的家⋯

⋯”在幼儿初步理解诗歌内容的基础上，教师出示图片指导



幼儿尝试仿编诗歌。当时教师提出的问题与幼儿的回答如下

： 师：要是把草地当成家，会是谁的家? 幼甲：草地是小鸟

的家。 师：为什么说草地是小鸟的家? 幼甲：小鸟本来是在

天上飞的，下雨时，它就飞落到草地上，藏到草丛里了。 师

：是什么样的草地呢? 幼乙：绿绿的草地是七星瓢虫的家，还

有毛毛虫的家也在草地上。 最后，教师让幼儿自选小图片进

行匹配性的诗歌创编，幼儿编出了“浩瀚的大海是青蛙的家

”“冰箱是水果的家”“树是蝴蝶的家”，等等。当教师问

幼儿为什么说“树是蝴蝶的家”时，幼儿回答说“蝴蝶在树

上产卵”。从幼儿仿编的诗句看，幼儿普遍不能正确地将小

动物与“什么地方是它的家”建立起合理的对应关系。教师

在反思时说这是幼儿缺乏经验所致。但笔者认为问题在于教

师对诗歌内容的研究不够透彻，重点没有把握准。从活动中

教师一直要幼儿说出“什么样的××是××的家”这一句式

的情形来看，教师对教学内容的分析仅局限于外在的语言表

现形式，没有意识到这首诗歌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是要帮

助幼儿找出动物与其生活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教

师提出的问题没能帮助幼儿解决“为什么说××是××的家

”这一关键问题，以致幼儿不能将思考的重点落在“为什么

”上，从而影响到他们联想的合理性。由此可见，不是幼儿

没有经验，也不是幼儿缺乏想象力，而是教师对教学内容的

理解和把握不到位，致使幼儿的创编达不到预期目标。其实

，这首诗歌的主线是动物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环境的对应关

系。如果教师能依此精心设计提问，借以帮助幼儿理解这一

对应关系并唤醒幼儿的原有经验，那么幼儿的仿编诗歌活动

就会变得高效。百考试题收集整理 提问是教师组织教学活动



的重要手段。提问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教学活动质量的高

低。所以我们要不断反思教学实践，研究提问策略，增强提

问的艺术性，使教学活动过程更有效、更高效。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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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