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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4_BF_E6_95_99_E8_c38_544523.htm 教师提问是促进师幼

互动的手段 目前，幼儿园的很多活动是以师生对话、生生对

话的交互性学习方式进行的。师幼互动往往体现出一名教师

的专业技能等素养，决定着活动的质量，并最终影响到幼儿

的发展。在师幼互动中，提问是教师、幼儿和活动内容三者

间互动的途径，是决定活动是否有效的关键因素，也是教师

必须掌握的一门重要艺术。在幼儿园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在

提问上往往存在以下一些误区： 第一，问题范围狭窄，目的

性不强 很多教师的提问常局限于活动内容本身，提问目的单

一，往往只是为了诱导幼儿说出内容。如在文学欣赏活动中

，很多教师在活动一开始就直入故事内容，问幼儿“这是什

么地方”“家里有谁⋯‘可能发生什么事”等，而较少跳出

故事的具体内容关注借助作品可以实现的多元价值，如激发

幼儿自身的经验，体验故事情节的精妙等。事实上，除了针

对活动内容设计问题，提问还可以将幼儿的好奇与兴趣引向

教师认为有价值的地方，可以激发和调动幼儿的相关经验，

还可以调整课堂氛围或推动活动的发展等。 第二，提问的条

理与层次不清晰 教师的提问能引导幼儿的思维，如果教师的

提问缺乏条理，幼儿的思维也会陷入混乱。如在故事lt.门铃

响了&gt.时，我会问幼儿“你家有门铃吗，门铃会发出什么

声音，门铃响了谁会来”等问题；学习《甜甜的棍子》时，

我会出示“甜甜的”三字，然后问“这是什么字，哪些东西

是甜甜的，你见过什么样的棍子”等；学习(有趣的鼻子》时



，我会问幼儿“鼻子有没有不舒服的时候，怎样的不舒服，

你的鼻子怎么会流血”等。这类问题由学习内容自然引申出

来，又直接指向幼儿的相关经验，因此能很好地激发幼儿对

学习内容的好奇与兴趣，刺激幼儿的认知经验，拓展活动的

多元价值，同时还能调整课堂氛围，有效地推动活动的发展

。 2．借助幼儿的问题设计提问 有研究表明，教师使用幼儿

的想法可以提高他们参与活动的投入程度。幼儿间的争执或

错误认识有时会形成一些有趣且有价值的问题。所以，教师

可以留意幼儿的想法和疑惑，设计提问时有意识地纳入一些

幼儿提出的有价值的问题。在主题活动开展中，可运用这种

方法构建主题和发展主题活动的框架。 这样做首先是尊重幼

儿的体现；其次，这种随意、自由的交流可以培养幼儿的自

信心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并学习怎样清楚地表述自己的问题

、对不同问题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第三，还可以让幼儿学

习从不同角度观察和思考问题。 幼儿关注的问题可能有很多

，教师如何捕捉有价值的问题呢?我的经验是： 第一，选择那

些大多数幼儿有所认识，但认识又不是很完善的问题。在设

计活动“屋顶上的秘密”之前，我先把拍摄到的屋顶照片放

在问题区。幼儿在自由观察与交流中产生了很多问题，如看

到屋顶上的卫星接收器后，幼儿提出了以下问题：(1)为什么

接收器有大有小；(2)上面的铁轨有什么用；(3)铁轨的方向为

何不一样；(4)下面的铁架有什么用：(5)一共有几个卫星接收

器。我注意到问题(1)(3)(5)是多数幼儿感兴趣的，其中问

题(3)和(5)对幼儿认知和经验的发展最有价值和挑战。所以我

将这两点作为集体活动的内容。活动效果表明，这样的问题

确实能引发幼儿的想象与推测，以及与同伴充分的碰撞与交



流。 第二，不同年龄段的幼儿思维特点不同，教师在捕捉问

题时要采取不同的策略。 小年龄幼儿的经验表达带有随机性

和无意性，需要教师随时关注、及时捕捉：年龄大的幼儿，

逻辑思维开始萌芽，有目的性的探询逐步增多，教师可以和

他们一起寻找或提 出一些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开始时，幼儿

提出的问题可能比较雷同，此时，教师要耐心地倾听，对从

不同角度提问的幼儿可给予夸张的鼓励和表扬，引导幼儿避

免盲目跟从，激发幼儿发现问题的兴趣，提高他们发现问题

的能力。 二、提问的组织策略 1．问题要从开放到封闭 教学

活动中的提问包括过程问题和内容问题。内容问题往往是直

接的、低层次的；过程问题则是间接的、高层次的，需要幼

儿更多地使用个人的认知经验来积极建构自己的解释和意义

。美国一些研究者发现，在教学活动中，围绕某一内容的提

问最好由开放性问题到封闭性问题转变，而在实际教学中，

从开放到封闭的提问要反复出现多个回合。如在集体活动“

有用的植物”中，我由一段小女孩生病的录像引出了关于中

草药的讨论，设计了如下问题：她可能生了什么病感冒会有

什么症状你感冒的时候医生开什么药给你辛医的医生会给她

哪些药认识这些药吗，它们什么样的。这一系列问题就是从

开放逐渐转向封闭。 开放性问题和封闭性问题的比例要合理

安排。国外研究者发现，经验回忆、再现的封闭性问题以70

％～80％为宜，而高层次的，需要扩展、推理的开放性问题

则以20％左右为宜。 2．充分发挥不同类型问题的价值 提问

有组织、激发、反应等不同的功能与价值，在教学活动中，

教师要善于利用和发挥不同类型提问的价值。如在活动“消

防员叔叔了不起”中，讨论了消防车上有什么之后，我用“



消防车上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帮助消防员灭火，那么消防员叔

叔自己要带东西吗”这一提问将讨论的重心自然地转移到消

防员身上。再如在学习《小熊让路》的故事时，我用“小熊

为何让小动物给自己让路”和“小动物为何会给小熊让路”

两个问题引导幼儿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小熊和小动物们的想法

，启发幼儿进行换位思考。 此外，提问时，教师还要注意表

述的技巧，把握提问的一些基本规则，如问题中心要集中，

用尽可能少的字表述清楚，语音、语调要突出问题的中心和

重点等。 3．提问后给予幼儿适当的思考时问 每个人都有被

别人提问的经历，大脑在接收到问题信息后，需要经过思考

组织成语言再表达出来。所以，给幼儿一定的思考时间是教

师在提问过程中必须注意的。一般来说，简单的问题幼儿只

需2～3秒的思考即可回答。如果问题可能引发争议，需要幼

儿仔细想一想，教师等待的时间则要相应地延长：一方面等

待幼儿给出答案，另一方面也要等待幼儿在思考中自我完善

，正确表达自己的想法。教师应尽量避免自问自答或急于代

替幼儿回答，真正支持幼儿的自主性学习。 4．对幼儿的回

答做出积极的回应 有的同行看过我设计的一些活动后，觉得

我对幼儿的回应较自然、恰当。其实，秘密不在于我有多少

互动智慧，而是我事先预设了幼儿可能出现的回答，如果答

案类似、范围窄，我应该怎么引发；如果幼儿不理解，又该

怎么调整。教师设计提问后，要对幼儿的回答作出积极的回

应，也要事先预测幼儿可能的回答。当然，幼儿的表现有时

是无法预测的，教师提问后经常会遇到出乎意料的答案，这

些答案也会生成一些新的线索和价值。因此，我总结出了以

下两种积极的回应策略： 第一，善于接纳幼儿的各种答案，



甚至是错误的答案。 幼儿的回答不论正确与否，是否在教师

的意料之内，其在师幼互动中都有积极的意义，教师不应把

这些答案看作不好的“事故”，而应接纳幼儿的想法，通过

幼儿的回答把握其思维路线，并抓住其中有意义的信息调整

提问，拓展幼儿的思维。如在活动“消防员叔叔了不起”中

，幼儿说消防员的挂钩是用来挂钥匙的，我采用的就是先接

纳再引发思考的积极回应：“这么大的挂钩可以挂很多钥匙

，可是叔叔救火需要挂钥匙吗?应该挂什么合适呢7”再如在

活动“有趣的蛋”中，我敲开一只生鸡蛋的壳问幼儿看到什

么流出来了，有幼儿说“油”，我就接着他的想法问“这个

像油一样的东西叫什么”。 对幼儿答案的接纳能为幼儿提供

学习的阶梯，让他们继续建构自己的理解。 第二，以幼儿的

回答为基础继续追问。 追问有助于引导幼儿详细阐述自己或

别人的答案，可以尽可能地-激发幼儿的经验。追问是一个动

态的师幼共同学习、共同建构的过程。如在活动“有趣的蛋

”中，我和幼儿有这么一段对话： 师：蛋清到哪里去了? 幼

：蛋清到水里去了。 师：到水里怎么了? 幼：变成白的了。 

师：白的叫什么? 幼：蛋白。 上述追问实现了三个功能，一

是让幼儿澄清了答案；二是在幼儿已有回答的基础上激发出

新信息；三是对活动内容重新组织和导向，使之向正确的方

向发展。 通过追问，教师要对幼儿的回答进行梳理、探究、

转换，在互动中提升幼儿的经验。如前面提到的教师让幼儿

猜布袋里有什么物品的例子．当幼儿回答“手帕”时，本来

是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幼儿的观点已经很接近教师所期望的

答案了。如果教师顺势追问幼儿“为什么要猜手帕”，可以

帮助幼儿在先前答案的基础上再次思索轻的东西可能是什么



。但是，教师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而是急于得到准确答案，

最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总之．提问是促进师幼互动有效

性的重要方法之一。教学活动中，教师必须合理安排好提问

并对活动过程中的提问环节给予积极的、合适的回应，以达

到教学目标。只要每次活动的时候认真思考，不断反思，经

常总结自己的教育方法，就会提高自己驾驭活动的能力，提

高自己的专业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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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