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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全面落实“双减”的背景下如何构建语文高效

课堂全面提高教学效率就显得特别重要。一位美国的教学

法专家曾说：“教师教学效率的高低，大部分可以从他们

所发的问题的性质和发问的方法考查出来。中小学教师若

不谙熟发问的技巧，他的教学工作是不易收到好的效果的。”

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适时设计一系列的疑问，引导学生

主动思考，变被动接受为主动认知能够收到很好的课堂 

效果。

2 “设疑”是语文课堂教学中常用的一种教
学方法

在教学中，依据教学目标，有意识地设计一系列的疑

问，引导学生主动思考，让他们在分析、探索中获取新知，

从而达到知识教学与思维训练的双重效果，实际上“思考”

是学生不可或缺的素养，在学习中，没有“思考”就不会

有新的发现和提高。正如孔子所言：“学而不思则罔”。

因而在当前“双减”背景下为构造高效课堂语文教学中巧

设疑问，让学生学会思考，就显得特别为重要了。

3 教师设疑——变被动接受为主动认知，从
而实现知识同化

一位美国的教学法专家曾说：“教师教学效率的高低，

大部分可以从他们所发的问题的性质和发问的方法考查出

来。中小学教师若不谙熟发问的技巧，他的教学工作是不

易收到好的效果的 [1]。”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问什么？

如何问？是教师设疑最重要的事。在“教”与“学”的双

边活动中，教师的“问”主导着学生思维的方向和内容。

教师“设疑”应做到如下几点。

3.1 一曰“准”
指设疑要扣准大纲，扣准教材，扣准重、难点。一般来说，

教师的问是学生思考和回答的前提，是学生能否理解相关

内容的关键。教师的提问应具体，而答案却涉及文章要点。

以教学《七根火柴》为例，教师可抓住“数火柴”这

一细节设计疑问：课文中写无名战士数火柴，结尾处写卢

进勇数火柴，其内涵是什么？课文中有一个比喻“红红的

Discussion on “Setting Doubt” in Chinese Teaching
Nianqiang Zhang
Xihu Experimental School, Donggang District, Rizhao City, Rizhao, Shandong, 276815, China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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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设疑”是课堂教学常用的一种教法，即在教学中，依据教学目标，有意识地设计一系列的疑问，引导学生思考，让他们
在分析、探索中获取新知识，从而达到知识教学与思维训练的双重效果。“思考”是学生不可或缺的素养。在学习中，没
有“思考”就不会有新的发现和提高。正如孔子所言：“学而不思则罔”。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巧设疑问，让学生学会思
考，就显得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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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柴头聚集在一起……像一簇火焰在跳”，作者为什么要用

这样一个个比喻？这样的提问，一下子就抓住了文章的重

点，学生在此问题的指引下思考，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出论文

的艺术表现手法及思想内涵。有些教师喜欢问：“读了这篇

课文，你有什么感受？”“课文表现了什么主题？”这种问

法不但显得过于笼统而且也抓不住问题的中心。学生是很难

来回答的。

3.2 二曰“新”
指设疑新颖？不拘常规。法国著名的昆虫学家法布尔

曾说“兴趣能把精力集中到一点，其力量好比炸药，立即可

以把障碍物爆炸的干干净净 [2]”。新颖的疑问是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的触媒，更容易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以教学《愚公移山》为例，笔者抓住适当时机提出两

个词语“大智若愚”“外智内愚”让学生理解，这似乎是脱

离了教材。问得突兀，但学生的兴趣立刻被激发出来，马上

查词典或讨论，最后纷纷把这两个词与课文中愚公与智叟两

个人物形象联系起来。在比较词语中比较人物形象。

3.3 三曰“精”
指设疑精要，切中肯綮。教师的提问要尽可能摒弃赘言，

用最短的距离接近问题的中心。

以教学鲁迅的小说《故乡》为例，教师不妨这样设疑：

作品中的“我”从渐远故乡到离开故乡，心情有怎样的变化？

什么原因使他产生这样的变化？故乡的变化表现在哪些方

面？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有这些变化的？可以说“变”

是《故乡》反映的中心。这样发问，学生不仅能较好的理清

思路，从而把握人物变化，而且能将人物放在一个大的社会

背景下来分析，这样设疑，会收到长文短教的效果，而且给

学生树立了精确运用语言的典范。

3.4 四曰“活”
即设疑方式不拘一格，课堂气氛活跃。语文教材所选

的篇目图文并茂，异彩纷呈。教师应该把握好这一点，依据

不同课文，不同考查点，设计疑问的方法也应该注重一个

“活”字，尽可能激起学生参与的兴趣，让课堂气氛活跃起来，

不能一味地照本宣科，生搬硬套，使得双边活动趋于呆板，

出现问题与回答之间的脱节，以致冷场。

4 学生自我设疑

在教师的指导下，变被动思考为主动探索，从而全方位，

多层次地理解和掌握有关内容。

尽管“教师问——学生答”的教学模式在教学中起到

了较好的导向和启发作用，促进了学生对未知信息的接收，

但是，不难发现，这种模式下，学生仍处于被动的位置，他

们是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思考的，这显然不利于学生的主动

发展，我们也很难培养他们强烈的探索创新精神。针对这个

弊端，语文教师应注重引导学生学会自我设疑，即通过对课

文（或课外篇目）的预习，自己发现问题，或自己思考，或

同学交流，或请教老师，从而达到对未知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举个例子，学生预习《我的老师》之后，纷纷疑问：

“老师和同学天天见面，帮助同学还用得着写信吗？”

“说蔡老师是温柔美丽的，作者却又写了她嘴角上一

颗榆钱大的黑痣，为什么不写大眼睛之类的？”

“说蔡老师不打我们，却偏偏写了一次要打我们，为

什么？说儿童的眼光是‘狡猾’的，合适吗？”

诸如此类的问题，有时甚至是备课时都想不到的。学

生能够提出问题，这本身就表明了他们求知欲望之强烈。而

且，他们会调动所有的知识经验，包括课文中有关资料，来

分析、探求。教师大可不必嫌弃学生问题的幼稚或者古怪。

因为从某种角度讲，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说教师可以撒手不管，让学生放

任自流，随心所欲。学生限于年龄和水平，在设疑过程中可

能会出现一些失误，甚至远离了学习目标。这就需要教师做

好适度的引导。

如果说教师设疑是“导中求活”，那么学生自我的疑

则是“活中有导”。在实际教学中，这两种方法是相辅相成

的。作为语文教师，应有高超的设疑和引导学生自我设疑的

技巧，使学生疑而生思，思而能悟。在“疑问—思考—领悟”

的过程中强化思维和知识摄入，以促进学生的主动、全面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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