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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课堂提问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非常重

要的环节，是提供有效的语言输入和输出、增加

互动、检验学生习得情况的重要方法。如何提高

课堂提问的效度，对汉语教学来说是一个非常实

际的问题。

本文考察和研究了八位对外汉语教师的课堂

提问，其中四位教师来自中国高校，另外四位教

师来自中外联办的语言项目。本文的研究方法主

要是课堂录像、课堂观察、对比和话语分析。把

录像中八位教师复习阶段的提问进行转写，然后

对语料进行描写、对比分析和统计，以此作为实

证研究的基础，探讨汉语课堂教学中如何实现有

效、高效的提问。

本文主要从语言知识教学目标的角度出发来

界定提问的有效性。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

教授目标词汇和结构是教学的核心任务，因此，

本文对提问有效性的界定是以能否诱导出目标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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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或者结构为标准，不考虑其他标准。本文语料

也仅限于复习阶段的提问，不涉及利用提问讲解

语言知识的阶段。此外，语料中少量和语言知识

目标无直接关联的提问也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内。

二、提问有效性和有效度的界定

（一）提问有效性的界定

提问是否有效，主要看提问诱导出的回答是

否具有以下特征：是否含有目标词汇或者结构；

是否具有相对完整的结构和得体的交际功能。如

果学生的回答包括上述特征，只是出现了个别字

词的语音语法错误，这个提问仍然属于有效提问。

有效提问包括两种情况：

一是一问一答的情况。即教师通过一问一答

组成的一个相邻对。其会话结构为 ＩＲＦ结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ｆｅｅｅｄｂａｃｋ），引发一反应一
反馈［１］３０１－３２０。

例一：

老师：很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什么

变化？

同学：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外国公

司越来越多了。

老师：非常好，你呢？

同学：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铁饭碗被打破了。

此例中教师想通过提问诱导学生说出含有

“自从……以来……”目标结构的答案，结果学生

不仅说出了目标结构，而且具有完整的语言结构

和得体的交际功能，实现了教师的教学目标，该

提问是有效的。

第二种情况，即围绕一个目标词汇或者结构，

使用两个到三个相邻对才实现有效的提问，其会

话结构为ＩＲ［Ｉ１Ｒ１（Ｉ２Ｒ２）］Ｆ结构，引发一＞反
应一＞［再引发一 ＞再反应一 ＞ （再引发一 ＞再
反应）］一反馈［１］３１６。教师用一问或者两问作为铺

垫，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教师的意图，以便在第三

问中诱导出目标词汇或者结构，所以前面的一问

或者两问也属于有效提问。如果用更多的相邻对，

必然要占用更多的教学时间，所以控制在三个相

邻对以内比较好。

例二：

老师：那迈克建议她先去哪？

同学：迈克建议她先去美国。

老师：先去美国，最后玛丽接受迈克的建议

了吗？

同学：接受了。

老师：我们怎么知道接受了？

同学：行，听你的。

教师想诱导学生说出 “听你的”这个目标结

构，所以设计了三个问题，组成了三个相邻对，

这三个问题属于一个话题链，前两个问题是最后

实现提问有效的铺垫，所以它们也是有效提问的

一部分。

（二）提问有效度的界定

提问有效并不一定高效，有效性还涉及有效

度的差别，可以分为效度高的提问、效度低的提

问、效度为零的提问。

效度高的提问诱导出的回答具有以下的特征：

语言形式上，一个话题链内学生话轮的字数多于

教师话轮的字数；语言内容上，具有一定的认知

深度和难度，可以激发学生的参与感和表达欲；

教师提问的重点是信息交流，学生的注意力放在

语言内容上。

相反，效度低的提问诱导出的回答具有以下

的特征：语言形式上，一个话题链内学生话轮的

字数少于教师话轮的字数；语言内容上，不具有

认知深度和难度；教师提问的重点是练习语言知

识，学生的注意力放在语言形式上。

效度高和效度低是一种相对的差别，效度高

的提问比效度低的提问更能诱导出复杂的语言结

构和较多的语言输出，更有一定的认知深度和难

度，更能调动学生的背景知识和生活经历，更能

锻炼学生的思维和交际能力。上述例一就是效度

高的提问，而例二则是效度低的提问。

效度为零是指提问后得不到目标结构或者词

汇，不具有得体的交际功能，不能实现教学目标

的提问。

例三：

老师：上下班的时候，北京街上的车怎么样？

同学：很多。

老师：堵…… （拉长音调）

同学：很堵。

老师：可以说，堵极了。

同学：堵极了。

老师：句子，北京街上的车…… （拉长音调）

同学：北京街上的车堵极了。

教师没有诱导学生说出 “极了”的目标词汇，

反而是自己说出来的，所以是效度为零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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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样的提问比较多，往往就会浪费教学时间，

又不能实现教学目标，有时还会模糊教学重点。

三、课堂提问的有效性考察

我们将先考察课堂提问的总体情况，再从课

堂提问类型的选择、提问语言形式的选择、提问

策略的选择三个方面对课堂提问进行进一步的考

察，以期从中发现提高有效提问的规律。提问类

型主要涉及提问的内容，提问语言形式主要涉及

提问的问句形式，提问策略主要是指教师在提问

中通过追问、修改问题、重复问题、提示答案等

方式以达到问题被学生理解的策略。

（一）总体情况考察

根据上述界定标准，我们对八位教师的提问

次数和有效提问的总体情况作了统计，见表１。

表１　教师课堂提问总体情况考察

教师 提问次数 有效提问次数 有效提问比例

Ｔ１ ９１ ８４ ９２％

Ｔ２ ６８ ５１ ７５％

Ｔ３ ５１ ２６ ５１％

Ｔ４ １３６ １０８ ７９％

Ｔ５ １０３ ８９ ８６％

Ｔ６ ８７ ７８ ９０％

Ｔ７ ５４ ３２ ５９％

Ｔ８ ５９ ３７ ６２％

　　根据表１可以发现，教师的提问意识比较明显，
总体情况比较好，最多达到１３６次，最少也达到５１
次。提问次数相差比较明显。同时，有效提问的比

例相差也比较大。有效提问比例最高达到９２％，证

明教师备课相对比较充分，对提问做了比较精心的

设计，课堂教学就会相对比较流畅。有效提问比例

最低的只有５１％，一半提问无效，容易使课堂教学
活动陷入停滞，效率很低，效果显然很差。

对比第一位教师和第四位教师，第四位教师

虽然比第一位教师提问次数多，但是有效提问的

比例却远低于第一位教师，这说明并不是提问次

数越多越好，应该在实现有效提问的前提下增加

提问数量。

（二）课堂提问类型的考察

１．提问类型的有效性考察
提问类型分为展示性问题和参考性问题［２］。

展示性问题是指教师事先知道答案，答案一般都

是唯一的。参考性问题是指教师事先并不知道答

案，答案一般都不是唯一的，学生可以视情况自

由回答。展示性提问主要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回答

问题来练习应掌握的目标语言形式，还可以起到

三个作用：一是帮助学习者开启大脑中已有的背

景知识，以旧带新；二是让学生明确目标结构的

使用条件及交际功能；三是帮助教师了解学生对

教学重点的掌握情况，诊断学生在语言表达时存

在的问题。但是展示性提问不能充分锻炼学生的

交际能力和思维能力，不能完全地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和参与感。参考性提问则可以对此加以弥补。

参考性提问的主要作用是通过使用与课文导向平

行的问题，让学习者在一种类似真实交流的互动

中使用目标结构，同时让教师跳出课文，以一个

平等的交流者身份与学生交换信息，引起学生交

流及表达的兴趣和欲望。

表２是对八位教师课堂上两种提问类型及有效
提问的考察。

表２　教师课堂提问类型考察

教师 展示性问题 所占比例 有效提问比例 参考性问题 所占比例 有效提问比例

Ｔ１ ４２ ４６％ ９０％ ４９ ５４％ ９４％

Ｔ２ ４６ ６７％ ７８％ ２２ ３３％ ６８％

Ｔ３ ４１ ８０％ ５１％ １０ ２０％ ５０％

Ｔ４ ２８ ２１％ ６４％ １０８ ７９％ ８３％

Ｔ５ ４７ ４５％ ８３％ ５６ ５５％ ８９％

Ｔ６ ３３ ３８％ ８２％ ５４ ６２％ ９４％

Ｔ７ ４４ ８１％ ６４％ １０ １９％ ４０％

Ｔ８ ５１ ８６％ ６１％ ８ １４％ ７５％

６１１



　
司红霞，等：汉语教学课堂提问有效性和有效度的考察与分析

　　根据表２可以发现，教师在设计提问时，倾
向使用展示性问题。此外，表中有五位教师参考

性问题有效提问的比例高于展示性问题的比例。

再对比表１和表２，我们可以发现，参考性问题
使用比例较高的课堂，有效提问的比例也相对

较高。

过去多数教师认为使用展示性问题比较容易

控制教学进程，使用参考性问题不易控制课堂，

所以多用展示性问题实现有效提问。但是，这个

考察结果告诉我们，多用展示性问题不一定有效

提问比例就高，多用参考性问题，同样可以实现

有效提问。

２．有效提问的最佳使用条件
根据语料中展示性问题和参考性问题实现有

效提问的情况，我们总结出基于两种提问类型上

的实现有效提问的最佳使用条件。这种最佳使用

条件是根据大多数有效提问出现的情况总结出来

的，所以得出的结论是指在这种条件下选择某种

类型最有利于实现有效提问。少数有效提问的使

用条件由于不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文不做

论述。

展示性问题的最佳使用条件：一是用在以课

文为导向的记忆性提问中，二是用在以语句训练

为导向的提问中。

参考性问题的最佳使用条件：一是用在以课

文为导向的推理性提问中，二是用在以语句训练

为导向的追加提问中。

３．提问类型的有效度考察
表３　教师课堂提问类型有效度考察

教师
展示性问题效度

高的数量／比例
参考性问题效度

高的数量／比例

Ｔ１ １１／２９％ ３８／８３％

Ｔ２ ６／１７％ ８／５３％

Ｔ３ １０／４８％ ３／６０％

Ｔ４ １０／５６％ ６９／７７％

Ｔ５ １２／３１％ ４２／８４％

Ｔ６ １５／５６％ ４０／７８％

Ｔ７ ８／２９％ １／２５％

Ｔ８ ６／１９％ ２／３３％

　　通过表３可以发现，参考性问题实现效度高提
问的比例相对较高。但是有两位教师参考性问题

效度高的比例偏低，这也证明了参考性问题也不

是用得越多就越好。上表结果只能说明参考性问

题在实现提问效度高方面更占优势，但是教师也

不能不顾具体情况盲目地一味地使用参考性问题，

否则也可能导致效度低的提问。

４．效度高的提问类型的最佳使用条件
在以语句训练为导向的提问中，以展示性问

题作为预热问题，然后多追加参考性问题。在以

课文为导向的提问中，以展示性问题提问记忆性

语言知识，以参考性问题提问有关平行话题的语

言知识。此外，以语句训练为导向的提问比例要

高于以课文为导向的提问比例，这样才会使参考

性问题多于展示性问题，有利于实现效度高的

提问。

（三）课堂提问的语言形式考察

汉语课堂提问的语言形式一般分为：是非问、

选择问、特指问、留空句、同义替换五种［３］。我

们对这五种提问类型的有效性进行了考察。

１．提问的语言形式的有效性考察
通过表４可以发现，特指问和是非问使用的比

例较大，选择问、留空句和同义替换的使用比例

较小。特指问和同义替换有效提问的比例较高，

而教师倾向使用的是非问，其有效提问的比例却

是比较低的。

２．有效提问语言形式的最佳使用条件
根据上述考察结果，总结一下有效提问语言

形式的最佳使用条件：

如果目标词汇和结构是提问的语法重音或者

逻辑重音，或者提问可以转化为特指问形式，在

这两种条件下，选择是非问；如果目标词汇或者

结构是选择前后的语法重音或者是逻辑重音的条

件下，使用选择问；如果目标词汇或者结构可以

作为空句内容的条件下，选择留空句；

如果教师帮助学生使新旧语言知识建立起了

联系，提供了一定的指示，创设了必要的语境，

选择同义替换；特指问对使用条件没有特殊

要求。

３．提问语言形式的有效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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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教师课堂提问的语言形式考察

教师

是非问 选择问 特指问 留空句 同义替换

数
量

使
用
比
例

有
效
比
例

数
量

使
用
比
例

有
效
比
例

数
量

使
用
比
例

有
效
比
例

数
量

使
用
比
例

有
效
比
例

数
量

使
用
比
例

有
效
比
例

Ｔ１ １１ １２％ ８２％ ２ ２％ ５０％ ７１ ７８％ ９６％ ３ ３％ ６７％ ４ ４％ １００％

Ｔ２ ９ １３％ ５６％ ４ ６％ ７５％ ４８ ７１％ ７９％ ５ ７％ ６０％ ２ ３％ １００％

Ｔ３ １７ ３３％ ５３％ １ ２％ １００％ ２８ ５５％ ５０％ ４ ８％ ５０％ １ ２％ ０％

Ｔ４ ５ ４％ ６０％ ０ ０％ ０ １２６ ９３％ ８０％ ５ ４％ ８０％ ０ ０％ ０

Ｔ５ １３ １３％ ５４％ １ １％ １００％ ８５ ８３％ ９２％ ２ ２％ ５０％ ２ ２％ １００％

Ｔ６ ９ １０％ ６７％ ０ ０％ ０ ７３ ８４％ ９６％ ０ ０％ ０ ５ ６％ ４０％

Ｔ７ １５ ２８％ ６７％ ２ ４％ ５０％ ３４ ６３％ ５６％ ３ ６％ ６７％ ０ ０％ ０

Ｔ８ ７ １２％ ５７％ ２ ３％ ５０％ ４３ ７３％ ６０％ ２ ３％ １００％ ５ ８％ ８０％

表５　课堂提问语言形式有效度考察

教师
是非问效度高

的数量／比例
选择问效度高

的数量／比例
特指问效度高

的数量／比例
留空句效度高

的数量／比例
同义替换效度高

的数量／比例

Ｔ１ ３／３３％ ０／０％ ４４／６５％ ０／０％ ２／５０％

Ｔ２ ０／０％ ０／０％ １４／３７％ ０／０％ ０／０％

Ｔ３ １／１１％ ０／０％ １２／８６％ ０／０％ ０／０

Ｔ４ １／３３％ ０／０ ７７／６４％ １／２５％ ０／０

Ｔ５ ２／２９％ ０／０％ ５１／６５％ ０／０％ １／５０％

Ｔ６ ２／３３％ ０／０ ５３／７７％ ０／０ ０／０％

Ｔ７ １／１０％ ０／０％ ６／３２％ １／５０％ ０／０

Ｔ８ ０／０％ ０／０％ ６／２３％ １／５０％ １／２５％

　　从表５可以看出，有五位教师特指问实现效度
高的提问比例超过了６０％，而选择问都没有实现
效度高的提问。虽然教师使用留空句和同义替换

的语言形式比例很低，但是其实现效度高的提问

比例却相对比较高。是非问实现效度高的比例仍

然偏低。

４．效度高的提问语言形式的最佳使用条件
总结一下使用不同的语言提问形式，如何做

到效度高：

目标词汇或者结构有难度时，可以用是非问

或者留空句设计一到三个作为话题链的预热问题，

然后再用四到五个特指问设计追加的问题，不断

深化问题的难度。

想要使新旧知识加以联系时，可以选择同

义替换作为预热问题，然后再追加特指问。这

两种条件下多使用特指问有利于实现效度高的

提问。

（四）课堂提问策略的考察

１．提问策略的有效性考察
提问策略主要是指教师在提问中通过追问、

修改问题、重复问题、提示答案等方式以达到问

题被学生理解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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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教师课堂提问策略考察

教师 追问次数
实现提问

有效比例

重复问题

次数

实现提问

有效比例

修改问题

次数

实现提问

有效比例

提示答案

次数

实现提问

有效比例

Ｔ１ ４ １００％ ０ ０ ３ １００％ ０ ０

Ｔ２ ２ ５０％ ５ ６０％ ３ ６７％ ７ ７１％

Ｔ３ ３ ６７％ ８ ６２％ ４ ７５％ １０ ８０％

Ｔ４ １０ ９０％ ２ ５０％ ９ ７８％ ７ １００％

Ｔ５ ６ １００％ ０ ０ ６ ８３％ ２ １００％

Ｔ６ ４ ７５％ ３ ６７％ ２ １００％ ０ ０

Ｔ７ ７ ７１％ ４ ２５％ ５ ６０％ ６ ５０％

Ｔ８ ５ ８０％ ５ ６０％ １ １００％ １１ ５５％

　　通过表６可以看出，追问和提示答案是教师倾
向使用的策略。修改问题，追问和提示答案实现

有效提问的比例较高，重复问题实现有效提问的

比例较低。

２．有效提问策略的最佳使用条件
学生已经说出答案的一部分，他有能力说出

含有目标词汇或者结构的完整的句子，这种条件

下，选择追问；当教师确定学生没有听清楚问题

或者是在组织答案时，这种条件下，选择重复问

题；当学生明示或者暗示问题太难，而无法回答

出正确答案时，这种条件下，选择修改问题；当

学生经过多次诱导还是不能说出目标词汇或者结

构的条件下，使用提示答案。

３．提问策略的有效度考察

表７　课堂提问策略有效度考察

教师
追问效度高

的数量／比例
重复问题效度

高的数量／比例
修改问题效度

高的数量／比例
提示答案效度

高的数量／比例

Ｔ１ ４／１００％ ０／０ １／３３％ ０／０

Ｔ２ ０／０％ １／３３％ ０／０％ １／２０％

Ｔ３ ０／０％ １／２０％ ０／０％ １／１３％

Ｔ４ ６／６７％ ０／０％ １／１４％ ２／２９％

Ｔ５ ４／６７％ ０／０ １／２０％ ０／０％

Ｔ６ １／３３％ １／５０％ ０／０％ ０／０

Ｔ７ ２／４０％ ０／０％ １／３３％ １／３３％

Ｔ８ ２／５０％ １／３３％ ０／０％ １／１７％

　　通过表７可以发现，追问在实现效度高的提问
方面更占优势，其他三种策略实现效度高的提问

比例相对较低。

４．效度高的提问策略的最佳使用条件
以追问为主，其他三种策略为辅。在有重复

问题，修改问题和提示答案实现提问有效的最佳

使用条件下，优先选择它们。除了各自的最佳使

用条件外，其他情况以追问策略为主，因为它更

有利于实现效度高的提问。

５．课堂提问效度为零的情况考察
提问效度为零的情况，可能是由于多方面的

原因造成的，比如，教师讲解语言知识不到位，

或者学生没有掌握目标词汇和结构等等。但是本

文是从教师设计提问的角度考察提问本身的有效

性，得出关于教师如何实现提问有效的结论，其

他角度导致效度为零提问的原因本文不做研究。

归纳八位教师的语料，提问类型、提问语言

形式和提问策略导致效度为零的情况中，第一类

是由于没有在各自的最佳使用条件下应用而导致

的效度为零的情况，比如选择了不恰当的提问类

型、语言形式或者提问策略等等，这些在前面有

效提问的最佳使用条件中论述过，所以这里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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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论述。第二类是提问中不分类型、语言形式

或者策略，还存在一些共性的原因导致的效度为

零的情况。

根据语料，总结得出导致效度为零的提问的

普遍性原因有：提问过易或者过难，低于或高于

学生的认知水平；提问的语境不充分；提问的预

设错误；提问违反合作原则中的量准则；提问没

有逻辑重音；提问中出现生词；

四、结论

（一）如何实现有效的提问

通过对展示性问题和参考性问题使用的比例、

实现有效提问比例的考察，我们认为，由于两种

提问类型的优点和作用不同，教师要在各自的最

佳使用条件下加以选择和利用。此外，在参考性

问题的最佳使用条件下，适当增加其使用数量，

可以提高实现有效提问的概率。

根据提问的语言形式使用数量和实现提问有

效比例的考察结果，我们认为，根据五种提问语

言形式的最佳使用条件，选择合适的语言形式，

但是要适当减少是非问的使用数量，适当增加同

义替换的使用比例。

通过对四种提问策略使用数量和实现提问有

效比例的分析，我们认为，根据四种策略的最佳

使用条件，选择合适的策略，同时适当增加修改

问题和追问的使用数量，适当减少提示答案的使

用数量，可以提高实现有效提问的概率。

（二）如何实现效度高的提问

根据展示性问题和参考性问题有效度的考察

结果，我们认为，教师可以根据参考性问题的最

佳使用条件，多使用这种提问类型，有利于实现

效度高的提问。

通过对提问语言形式有效度的考察，我们认

为，以特指问为主，适当增加同义替换和留空句

的使用数量，减少是非问的使用数量，不用选择

问，可以增加实现效度高提问的概率。

根据提问策略有效度的考察的结果，我们认

为，多使用追问策略更有利于实现效度高的提问。

（三）如何避免效度为零的提问

通过考察和分析，我们认为，想要避免效度

为零的提问，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１．在提问类型，提问语言形式和提问策略的
最佳使用条件下加以应用；

２．设计提问要难易适度；
３．给提问设置充分的语境；
４．避免提问的预设错误；
５．提问要遵守合作原则中的量准则；
６．提问要有逻辑重音；
７．避免提问中出现生词。
课堂提问既是教学中重要的教学行为，又是

提高教学效率和促进师生互动的重要方法。有效

的提问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开口

率，增加有效语言的输入输出和互动。虽然课堂

教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

是本文在语料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得出的结论，可

以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课堂提问的真实情况，掌

握课堂提问的规律和特点，为教师设计提问提供

参考，提高有效提问的概率，发挥提问的优势，

达到比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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