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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课堂中提问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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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有效的课堂提问是成功授课的关键因素。在大学课堂中，提问不仅有助于掌握学
习情况、活跃气氛，而且能够促进学生的思维模式修正和知识体系构建，为他们将来的学习带

来深远的影响。为达到此目的，需要教师设置重要的、有趣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抓住核

心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辅以测试题和思考题，最后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完成对学生思维模式的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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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提问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
的 “产婆式”教学法和中国先贤孔子的 “问答式”

教学法。作为教师的基本素养，课堂提问是成功

授课的重要因素，也是一门非常重要的教学艺术。

在国内外，已经有学者针对有效的课堂提问展开

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

中以中小学课堂为主体的研究居多［１－２］。一般认

为，从小学到大学，课堂提问的频率越来越低。

因此在大学课堂中，对于提问的重视程度往往不

够。实际上，大学课堂提问不仅具有检验学习情

况、活跃课堂气氛的作用［３］，而且对于促进学生

的自主思考、修正错误的思维模式以及构建合理

的知识架构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

一个深刻而重要的问题可能影响学生的整个价值

取向。本文就专门针对大学课堂中提问的重要性

进行探讨，并就问题好坏的判别、提问的方式和

问题解答的方法进行了分析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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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思维模式修正为导向开展

课堂提问

　　有效课堂提问是以学生感兴趣的多种问题为
牵引，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实现师生互动，

以愉悦的课堂气氛和师生了解等为条件，以知识

体系构建和思维模型修正等为目标的一种新型教

学模式 （见图１）。与中学生相较而言，大学生正
是建立思维模式和知识体系的关键时期，有效的

课堂提问对学生的影响是深刻而长久的，将有助

于学生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形成良好的思维模式、

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４］。

图１　有效课堂提问

首先，课堂提问能够激发学生的自主思考。

大学课堂应以学生为主体，利用教师提问来启发

学生的思路，鼓励学生的主动提问。即将学生的

被提问变成自我提问，自主探求，完成从外在动

力到内在动力的转化。当教师能够成功地刺激学

生自我提问时，就为他们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其次，课堂提问在修正思维模式的过程中起

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学习的过程不是思想原原本

本地从教师的大脑传递到学生的大脑，学生会将

自己的思维模式带进课堂，从而影响他们对知识

的理解。良好的思维模式有助于新知识的掌握。

但不可避免的，新的知识可能与某些思维模式存

在矛盾，是在旧有思维模式下无法理解和阐释的。

而且，思维模式通常是变化缓慢的，例如人工智

能课程的一个基本理念是知识与推理相分离，但

是学生在编写智能算法时可能仍习惯性地沿用传

统的推理与数据相结合的思维方式。这时，提问

就显得非常重要。通过精心选择的问题，可以促

使学生发现旧有思维模式的局限，从而建立更加

合理的新的思维模式。

最后，课堂提问有助于学生构建新的知识体

系。通过合适的提问，能够帮助学生了解现有课

程与其他课程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从而更好地将

新知识与旧知识相结合。认知科学家发现：提问

充当了大脑记忆的索引［５］。它们指向人脑记忆结

构中的空洞，当学生为某个问题找到答案时，所

获得信息就编入大脑相应位置中的索引。提问越

多，在记忆中对某一思想编入索引的方式就越多，

使人更容易回忆起相关内容，理解也更丰富。

　　二、用好的问题影响学生的思维

模式

　　为了做好课堂提问，任课教师需要精心准备
预设问题，挑选好的问题。如何评价一个问题的

好坏呢？基本的指导原则是要设置重要的、有趣

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能够对学生的思维模

式产生某种长远的影响。

在大学课堂中，授课的目的不仅是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运用所学知识对他们所理

解或应该做的事情做出判断，从而构建出新的思

维模式和知识体系。教师应该重视使用证据来得

出结论的能力，帮助学生推理出正确的答案，而

不是对正确答案的死记硬背。因此，好的问题应

该具有一定的难度和启发性，能够开启学生的思

考和探索过程。当教师提出一个学生很在意问题

的答案时，或是选定一个学生很想达到的目标时，

学生的学习效果最好，他们会努力接受、解释和

修正所学的新知识，或者将新知识和旧知识融为

一体，设法去建立新的对现实世界的思维模式。

此外，好的问题可以促使学生发现很多新的感兴

趣的问题，转化为学生的自我提问。当学生力图

对自己的问题做出回答时，学习的效率是最高的，

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将学习视为自己的研究，开始

了科学的探索之旅。与此相反，不好的问题通常

是死记硬背、套公式、有固定解答的问题［６］。这

些问题仅考察短期的记忆力，不需要进行思考，

能回答出来的学生可能有点小得意，而回答不出

来的学生可能会感到沮丧。但不管能否给出正确

答案，学生都认为教师对他们的期望不高，他们

只需要翻翻书，复习一下，就足以应付考试了。

７９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总第１７９期）

　　三、抓住核心问题，辅以测试题

和思考题

　　既然在大学课堂中，将学生的思维模式修正
和知识体系构建作为主要的训练目标，那么在提

问方式上也应以此为依据进行合理的选择。这就

需要将课堂中以知识问答为主的方式，转变为以

解读课程的核心问题为主，以知识点测试为辅的

提问方式。

一个非常重要的、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课

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理论上应该在第一堂的导

论课时就明确地把它提出来，作为开展教学活动、

指导课程学习的依据。以人工智能课程为例，它

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让机器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

那么整个课程就会围绕着如何让机器掌握知识、

运用知识、进行推理来展开，尽管很多内容都是

新的，学生仍会清楚地明白自己的学习目的，从

而有条不紊地逐步推进学习过程。围绕着核心问

题，教师要详细地说明课程能帮助他们回答哪些

问题，从而让学生自己对该学科和论题提出一系

列丰富而重要的问题。

在具体的授课过程中，教师可围绕着核心问

题的解答，提出先导性问题、测试题和思考题等。

首先，在一堂课的开始部分，可以设置一个或几

个先导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贴近学生的实际

生活、重要而有趣，并且能够体现核心问题的某

个方面。围绕着该问题的解答，展开像悬疑片一

样的揭秘过程，激发学生兴趣，推进学习进程。

在一堂课结束时，要求学生自己对该问题作出正

确的回答。其次，鉴于各人理解方式的差异，仍

有必要设置一些测试题，以辅助学生对核心问题

的理解。由于已有知识架构和理解方式的不同，

对于同样的内容，任课教师和每个学生的理解都

不一样。如果仅是简单的问：听懂了吗？通常都

无法获得准确的答案。为了客观地检验学生的理

解程度，需要在课程中间，通过测试来检验学生

的知识掌握情况。不像核心问题和先导性问题需

要具有一定的概括性，测试题应该清晰而明确，

如通过具体的应用实例，让学生分步做出解答，

再对出现错误的知识点进行及时的重复和强调。

最后，可以在课堂的结尾设置思考题，如本领域

中尚未解决的开放性问题，用于启发学生思路。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思考题设置在课堂的末尾，

并且通常不是必须掌握的重要知识点，因此可能

流于形式，无法引起学生的注意。这就需要教师

给予适当的引导并进行情况跟踪，在课后与学生

加强交流和讨论。

　　四、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构建新

的思维模式

　　精心挑选好的问题、以合适的方式提出问题构
成了有效提问的前提。最后，对于课堂提问，还要

给予及时有效的反馈，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完成新

的思维模式的构建。学生回答问题的情况一般分

为三种，即无法作答、回答错误以及回答正确。

对于第一种情况，需要找出导致学生无法作

答的真实诱因。或许是问题设置不合理，无法引

起学生的兴趣，那么就不能要求学生强行回答；

或许是问题中某些符号表示不够清楚，妨碍了学

生的理解；更有可能的原因是学生没有听懂问题，

这就需要教师分解问题，降低问题难度，并予以

解释和说明。由较浅显的知识点开始，逐步过渡

到现有问题的难度。

如果学生给出了错误的答案，教师不应简单

地对学生说 “你错了”，继而给出正确的答案，可

以换种方式提出问题，以帮助学生明白自己的错

误。不同于完全无法作答的情况，即使给出了错

误的解答，也说明学生已经掌握了部分知识，并

进行了自主思考。要鼓励学生阐述自己的思考过

程，正是在原有思维模式给出错误答案的时候，

才能促进学生更好地构建新的思维模式。这种情

况称为 “预期失效”，即设置一些按照惯有的思维

模式很容易犯错的问题，通过这种遭遇失败、接

受反馈和重新尝试的过程，促使学生真正进入批

判性思维的学习阶段。

最后一种情况是部分学生答对了问题，这时

教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以为所有的学生都清楚

地明白了正确答案和解题过程，而不再予以解释。

实际上，那些掌握得不够好的学生往往选择了沉

默，很少有学生在大部分人都答对的情况下，举

手示意教师这个问题他还不懂。因此，即使已经

有学生正确的回答了问题，教师也应对问题给予

适当的解释和说明，至少要给出书面的答案，方

便学生课后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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