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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例谈课堂提问的注意事项*

———以二氧化碳的性质和用途为例

重庆市开州区教师进修学校 405499 傅艾华

思维起源于问题，问题是驱动课堂教学的核
心。课堂提问能够增进师生交流，使课堂教学流
程更流畅、完美，知识内容更完整、更有体系;及时
获得学情反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打开学生思路，激活学生思维，提升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及课堂的思维容量。课堂提
问能培养学生的思维，促进学生能力的发展。而
在实际的教学中却存在着提问随意性强，提问目
的不明确等现象。笔者听了初中化学教师赛课，
课题为“二氧化碳的性质和用途”。每一位参赛
教师的课堂都有课堂提问，从这些课堂提问中笔
者发现了一些教师在课堂教学提问中容易忽略的
问题。现结合赛课谈谈课堂提问的注意事项。

一、问题指向性要明确
一个问题要有明确的指向性，才能达到提问

的目的，学生才能根据问题有目的地思考。如果
问题的指向性出了问题，学生就会朝着错误的方
向去思考，不仅不能达到提问的目的，还会扰乱学
生正常的学习。比如在课堂上，教师提问“如何
进入一个久未开启的菜窖?”或问“进入菜窖有哪
些好的方法?”这个问题一出，全班就安静下来
了，学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为什么出现这种现
象? 因为，上述问题问的是进入菜窖的方式，所以
正确的回答可以是走进去，跑进去，爬进去，跳进
去等。而这种答案与课堂知识毫无关系，因此学
生不做答，全班安静。最后从教师给的答案分析
教师的本意是想问进入久未开启的菜窖要注意什
么问题? 能不能直接进入? 由此可以看出问题指
向性非常重要。

二、问题背景资源要完整，要切合学生生活实际
问题的背景资源在提问时要注意完整性，要

切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只有学生熟知的场景，学生
才会积极主动地思考。如果背景资源不完整，学
生不熟悉，那么这个时候提出的问题可能会成为

无效问题，学生会无从回答。比如在课堂中教师
呈现以下资源“在意大利有一个死狗洞，狗进去
了会死亡，人进去却没事。”问为什么会有如此奇
怪的现象呢?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从背景资源中
学生不能得到死狗洞使狗死亡而人没事的原因是
什么。所以这个问题在课堂中呈现出来后，全体
学生也不知道如何回答，课堂甚是安静。如果能
在信息中明确告知死狗洞中二氧化碳含量较高，再
问这一现象表明了二氧化碳具有哪些性质? 学生就
有了明确的思考内容，就能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又如上面所举的菜窖，在南方是很少见的，学生不知
菜窖，所以学生兴趣不高。因此，在提问时，要充分
考虑学生的生活实际，贴近学生，情景资源要能提供
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必要信息。

三、提问时机要恰当
课堂上把握好提问的时机，适时地提出问题

可以增强课堂效果，有利于学生在思考、分析、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能力。如果课堂提问
时机把握不准，不仅可能会影响课堂的进程，还可
能会影响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怀疑，甚至是禁锢学
生的思维。例如在完成书上二氧化碳溶解性实验
后，教师接着问“刚才我们做的实验，大家有没有
疑问啊? 变瘪一定是因为二氧化碳溶于了水
吗?”。因为在完成实验之后，学生已经通过自己
的分析明确了变瘪的原因，在此之后马上呈现如
上问题，带来的结果是学生首先想到的是刚才的
分析错了吗? 变瘪不是因为二氧化碳溶于水了
吗? 这里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冲突，学生开始怀疑
自己前面分析的科学性。从后面教师的讲解发
现，此处设置这个问题是想过渡到二氧化碳与水
是否发生了化学反应。其实要完成这个过渡很简
单，利用教材上的原话“二氧化碳溶于水的过程
中，有没有发生化学变化呢?”就能顺利地过渡。
且这个问题的提出利于学生思考，有利于培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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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思考能力。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如下思维
活动:如何证明是否发生化学变化? 要借助哪些
实验用品，如何设计实验，根据什么实验现象证明
是否发生了化学反应? 又如死狗洞这个例子，如
果在课堂中提出，则学生因为信息的不完整而无
从回答，如果将其放在课堂的引入部分，则能很好
地调动起学生求知的欲望。

四、问题要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提问的目的是想激发学生的思考，通过思考、

交流、辩论达到学习的目的。所以课堂上尽可能
减少是不是这类的问题，尽量多问为什么? 怎么
办? 这类有一定开放性的问题。例如有教师在做
完二氧化碳溶解性实验后，问了如下问题“溶有
二氧化碳的水和原来的水是一样的吗? 你们猜想
有几种可能?”这个问题没有价值，既不能激发学
生的思考，也不能打开学生的思路、启迪学生的思
维。又如教师将石蕊滴入溶有二氧化碳的水溶液
中变红，问了如下几个问题“瓶内有什么物质?
是水使石蕊变红的吗? 是二氧化碳使石蕊变红的
吗? 还是二氧化碳与水共同作用的结果使石蕊变
红的吗?”这样提问意义不大，学生可以根据教师提
问的语气、表情等判断是否答错或该怎么答，学生失
去了思考的的意义。可以将上述问题串改为“到底
是什么物质使石蕊变红的呢? 请提出你的假设，并
设计实验方案进行验证。”这样提问，学生就有了思
考的空间，自己提出假设，设计问题，实施实验，获取
证据，分析解释，形成结论，交流评价。学生就能通
过这个问题体验科学探究的过程，而这种体验比掌
握“二氧化碳与水反应生成的碳酸使石蕊变红”这个
知识点更加的重要，更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五、提问要体现学科特点
有教师展示图书馆灭火钢瓶二氧化碳泄露的

视频后提了如下问题: 图书馆为什么用二氧化碳
做灭火剂? 消防队员为何要戴氧气罩进入? 你能
说说湿毛巾的用处吗? 打开门窗有什么用处? 如
果你在现场，会采取什么方法避免伤害，使自己得
到保护。图书馆为什么用二氧化碳做灭火剂? 这
个问题还包含了一个隐含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不用
其他灭火剂? 图书馆用二氧化碳做灭火剂不仅仅
是因为二氧化碳能灭火，更重要的是因为二氧化
碳在灭火时不会因为留下任何痕迹而使物体损

坏。在结合生活中的例子提问时一定要体现学科
性，要引导学生分析实际应用中是如何运用相关
知识，利用了哪些性质、原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
比如这个问题可以这样问，图书馆用二氧化碳来
灭火利用了二氧化碳的什么性质? 这样问题指向
明确，也不会产生异议。同样的道理，后面的问题
可以换成消防队员戴氧气罩进入体现了二氧化碳
怎样的性质? 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的用处? 利用了
二氧化碳的什么性质? 打开门窗有什么用处? 体
现了二氧化碳的什么性质? 在应用化学知识解决
实际生活问题时，提问目的最终应该落脚到学科
知识的应用上，体现学科特点。

六、提出问题要科学作答
提出一个问题后，要能科学的作答或科学的

评价，否则这个问题就不要问。因为错误的答案
或是错误的评价是对学生的误导，对学生的不负
责任，容易让学生形成错误的思维方式。比如教
师提问“如何证明二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大?”有
的教师和学生给的答案是将二氧化碳充入气球，
气球下落就能证明二氧化碳密度比空气大。教师
在评价分析学生的答案时是这样分析的: 由氢气
球可以知道密度比空气小气球会飞，那么密度比
空气大呢? 就会下沉。这个错误的答案、错误的
对比分析学生没有发现欣然接受，学生得到一个
错误的结论，只要证明气体的密度比空气大就可
以把气体通入气球，气球下落就可以证明。同时
学生会养成一个错误的思维方式，不假思索地类
比，久而久之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就会下降。这样
的作答与评价不仅没有让提问发挥应有的作用，反
而误导了学生，在教学中一定要避免。

综上所述，如果不仔细推敲如何提问，不从学
生的视角思考提出问题后学生怎么想，不明确提
问的目的而随意提问，那么课堂提问不仅不能发
挥课堂提问应有的作用和效果，反而还会因为提
问而影响教学的实际效果和学生的学习体验与能
力的发展，所以课堂提问对教学的实施起着重要
的作用。要发挥课堂提问的作用，需要注意问题
的指向性、资源的完整性、是否贴近学生生活实
际、提问的时机、问题的开放度、是否体现学科特
点、能否正确评价等问题。

( 收稿日期: 2018 － 01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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