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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question� is� the�motive�force�of�opening�up�higher-order�thinking.�Effective�classroom�questioning�can�be�used�as�an�effective�
means�to�cultivate�students’�higher-order�thinking.�This�paper�designs�to�inquire�when�the�example�teaching� is�completed,�when�the�
cognition�of�the�concept�is�vague,�when�there�are�differences�in�understanding,�when�there�is�willingness�to�think�further,�in�the�form�
of�questioning�after�correcting�mistakes,�to�build�high-order�thinking�carrier�in�time,�to�cultivate�higher-order�thinking�ability,�such�as�
inquiry�thinking,�comparative�thinking,�deductive�thinking�and�critical�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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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课堂追问培养学生高阶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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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问题是开启高阶思维的动力源泉。有效的课堂追问，可以作为培养学生高阶思维的有效手段。本文通过设计在例题教学完成
时追问、在对概念认知模糊时追问、在理解出现分歧时追问、在有进一步思考意愿时追问、在改正错误后追问等形式，及时
搭建高阶思维载体，培养探究思维、比较思维、演绎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等高阶思维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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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思维大师杜威指出，高阶思维不是自然发生的，它是由“难

题和疑问”或“一些困惑、混淆或怀疑”引发的，高阶思维

的发生就是反思——问题生成——探究、批判——解决问题

的过程，可见问题是开启高阶思维的最大动力。课堂追问指

的是针对某一问题或内容，顺应学生思维，及时提问，从而

在已有提问和回答基础上拓宽学习内容，�促进学生深入思考，

提升思维层级，培养学生高阶思维�。

2�在例题教学完成时追问，搭建高阶思维载体

课堂教学中，有些成绩好的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对于教

学难度一般的知识点比较容易掌握，教师在课堂提问时候，

学生对问题的回答有很高的成功率，不注意引导，一是这些

学生会对学习失去兴趣，二是容易骄傲自满，这些问题的出

现都不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提升。[�]

�此时可通过追问艺术进行有效引导。一种追问方式是一

题多解式的追问；另一种追问方式是引向更高难度的知识点。

目的是进一步深化学生思路或是挫其锐气再攀高峰。如：“这

道题还有其他解法吗？”“谁还有更简单的方法？”“你能

交换题目和结论的部分条件，编制一道新的数学题吗？”

对于程度一般或者数学偏弱的同学，对前面几个问题的

回答有一定的困难，在有同学成功回答后这些同学很有可能

就会思维偷懒。教师要通过追问给这些同学设置任务：“几

位同学的不同解法，你认为哪种最好，为什么？”“请你来

说说同学回答的精彩的地方”，“两种解法有什么异同点？”“这

些解法用到了什么数学思想方法？”“这道题用到哪些知识

点？”……通过不同方式的课堂，搭建各种思维载体，使不

同层次的学生的思维都得以向更高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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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学生对概念认知模糊时追问，培养探究思

维能力

在学生解题遇到困难时，很多教师会通过追问给学生搭

台阶，让学生顺着老师的思路往下走，最终解决问题。但是，

做练习时离开了老师的指导，自己就无法把零散的条件用自

己学过的知识和方法串成完整的解题思路。所以在讲解例题

时，通过追问指导学生思维方向才能真正促进学生思维深度，

提高学生分析、解题能力。[�]

例如，在学函数图像时，如图 ��所示，以“某市一天的

气温变化图”为例：你认为气温 �是时间 W的函数吗？�学生

可能知道函数是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对于每一个变量都有

一个唯一确定的值跟它对应。初学时，在学生印象中，比较

熟悉的是用解析式来表达函数。他们能够猜测出 �是 W的函数，

但说不出理由。

图 ��某市一天的气温变化图

此时教师追问：“你能从这条曲线读出哪些信息？”学

生会踊跃发言：�点的气温是-�℃，�点的气温是 �℃，下午

两点的气温最高为 ��℃；气温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

从图上能看出每个时间点的气温；每个时间点都有一个确定

的温度……

教师因势利导：现在对照函数的定义，你能来说说能用

这条曲线表示这个函数的理由吗？在学生遇到障碍时，教师

不急于引导学生用课本已有的定义去套，而是通过追问引导

学生去观察，读取信息，一步一步地通过自己的探究得出答案。

教师读懂学生的“思维”，在学生解决问题遇到困难时，

慢下来，通过追问发散学生思维，引导学生利用自己的力量

去解决问题。活动经验也是数学解题驱动方式之一，今后学

生自己在遇到困难时也会用同样的方法去思考、去探究，思

维能力得到真正的提升。

4�在学生理解出现分歧时追问，提升比较思维

能力

著名科学家与哲学家波普尔指出：“歧义有时候更有利

于创新，其中蕴含更多的机遇。”初中学生的认知能力、理

解水平较小学都有所提高，他们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再加

上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水平参差不齐。所以，他们对数学问题

的认知程度，对解决问题的手段方式都不尽相同。面对这样

的情况，教师应该采取追问的方式，其目的在于引导学生自

己去伪存真，寻得真理。�[3]

以教学“平方根”为例： �� = �������������。

这道题学生会出现两种答案：±� �

教师：能分别解释一下你们的做法吗？�

生 �: 把 ��开方，我们这节课刚学过，一个正数的平方

根有两个，所以我的答案是�。

生 �：我不这么认为，一个正数的平方根是有两个，但

是“ ”表示的是正的那个，也就是叫我们求平方根的意思。

很显然，学生出错的原因是没有掌握平方根，算数平方

根的符号表达，通过第一次追问，两位同学的回答已经能初

步让学生理解什么时候加±，什么时候不加。

教师追问：现在大家对平方根的理解又进了一步，请判

断我接下来说的两个命题正确还是错误：（�）��的平方根是

±�；（�）�是 ��的平方根。

在学生解决完这个歧义问题后，教师（再一次追问）：

你能举个例子吗？�抓住学生出现分歧的时机，连连追问，引

导学生层层剖析，洞悉数学概念的本质。

5�在学生有进一步思考意愿时追问，锻造演绎

思维能力

课堂是教师与学生真实、自然地交流互动，每个环节、

每个片段都充满变化的可能性。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教学

技巧并非关注所有细节问题，而是结合实际判断，灵活的在

学生毫无感知的状态下进行对应的变化。”现在的初中学生

古灵精怪，脑子里装着各种各样的想法，课堂上突然被学生

问得哑口无言，手足无措的情况时有发生。面对这样的“意

外”尴尬，教师不要惊慌失措、自乱阵脚，而是应该耐心倾听，

睿智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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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讲完利用尺规过一点作已知直线的垂线后，给出

了一道练习题：尺规作图：已知一条直线及其外一点。求作

这条直线的平行线，使它经过已知点。

学生马上活学活用，给出了作法：利用尺规作图画垂线，

我们可以依据“垂直于同一直线的两条直线互相平行”来画

平行线。过线上一点作已知直线的垂线——过直线外一点作

已知直线的垂线——过直线外一点作已知直线的平行线。让

学生适当知识迁移，课堂教学进展顺利，教师准备进入课堂

下一环节。这时有学生举手了：“老师，不一定非用垂线不可，

我通过尺规构造同位角就可以 [�]。”

可能有的老师为了完成自己准备好的教学过程，会稍加

点评，一带而过。若教师在这位生成问题的同学之后及时追问：

“那么除了构造同位角，我们还可以利用我们已经学过的哪

些知识来解决这个问题？”学生的思路就被打开了，他们会

在大脑中进行一次知识大扫荡，除前面两种作法外，最终还

有六种不同的做法：可以通过构造平行四边形画平行线；通

过构造菱形画平行线；可以通过构造三角形中位线来画平行

线；根据基本方法“等腰三角形，角平分线，平行线，知二推一”

来画平行线；通过构造等弧画平行线；也可以作等腰三角形

加它的一条外角平分线，得到已知直线的平行线。总共八种

作法，不仅囊括几何基本知识，而且对基本方法，基本图形，

基本模型等进行概括提炼，绝对是思维的一次大洗礼。教师

抓住学生有进一步思考意愿的契机，通过追问，为学生提供

演绎的机会，那么学生每次遇到新的解题思想、方法就会与

原有的“知识结构”进行结构化调整，形成新的知识和方法

网络，这张网也会越来越大，这就是知识内化的过程。注重

数学思想、方法的渗透，促进学生感悟内化，搭建平台，培

养综合能力，让学生把掌握的知识和方法在“实战”中运用，

全面提高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6�在学生改正错误后追问，培育批判性思维

能力

�学生的回答往往代表了他们的直接经验，是他们学习

水平的体现。他们的学习就是一个“出现错误 ---- 改正错

误 ---- 再出现错误 ---- 再改正错误”的过程。而他们出

现的错误正是教师的教学资源，教师遇到凭借主观经验容易

出错的题目时，进行课堂追问，抓住错误契机，让学生明白

问题所在，重新审视问题，通过积极思考来判断正误。比起

在课堂上反复练习同一题型的习题，这种追问方式更能吸引

学生，激发学生高阶思维参与，培育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

如图 �所示：在正方形 ����中，点 �、�、�、�分

别是边 ��、��、��、��上的点，若已知 ��=��，�� 与

��互相垂直吗？请说明你的理由。学生根据已有经验 :已知

��⊥ ��，构造全等三角形，可证得 ��=��，觉得全等还是

成立的，逆命题显然是对的。

图��

此时教师及时追问：在题设条件下，与 ��相等的线段

是唯一的吗？

在教师的追问下，学生开始质疑，对这道题展开新的思考，

他们发现实际上这个问题类似边边角（66�）不能证明两个三

角形全等。忽略了在 ��上还存在一点 �′，��=��′ �=��，

与过直线外一点与已知直线垂直的直线有且只有一条矛盾，

从而推得这个命题是不正确的。这样，不仅为出错的学生加

深了记忆，巩固了知识点，还培养了学生拿到每一道题，都

不能简单凭主观经验下结论，而是要先分析，敢于质疑，带

着批判性的眼光去看问题，从而提升思维能力。

正如波利亚在《怎样解题》中所提到的：“没有任何一

个题目是彻底完成了的，总还会有些事情可以做”，因此课

堂教学中，只要教师有心、用心，追问总是有无限的空间和

可能，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也是无止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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