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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问题导学法”点燃语文课堂 

 

大连教育学院  齐雅萍  

 

【摘要】 

 “学生问题导学法”是由学生在充分自学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疑问或值得

与他人共同讨论的问题，然后在教师引导下师生共同解决问题的教学方法或教学

模式，它既是一种教学方式，也是学生自学、自读的方法。其实施范式立足不同

的教学环节，包括课中提问和课前提问两大类型，教师可以采取鼓励提问、指导

提问、梳理问题、点拨追问、自主合作等策略，创设鼓励提问的氛围，提供示范、

问题支架与评价量表等指导，通过归类处理、筛选建构问题链，点拨追问拓展，

自主合作解决问题等，引导学生提出并解决问题，有效达成教学目标。以此撬动

语文课堂教学变革，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提升学生核心素养。这一教学方法的分

享点燃了香港教师的践行热情，他们积极实践，给课堂带来了可喜变化。 

 

【正文】 

2023 年 9月，我有幸参加为期一年的教育部与香港教育局合作实施的“内

地优秀教师赴港交流”活动。我在一场面向全港语文教师的讲座中，提到我在

大连市推行七年的“学生问题导学法”，点燃了香港教师践行的热情。他们积极

实践，给课堂带来了不小的变化，也助推我将这种教学方式跟读者分享。  

 

一、“学生问题导学法”的概念  

顾名思义，是由学生在充分自学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疑问或值得与他人

共同讨论的问题，然后在教师引导下师生共同解决问题的教学方法或教学模式

（以下简称“问题导学法”）。这种方法既是教师的教学方法，也是学生的学习

方法、读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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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学生问题导学法”的现实意义 

“问题”之“问”的甲骨文字：  ，字形从口、门声。从口，表示以言

语向人询问，字义可以理解为：只有发“问”，才能推开“门”；勇于、善于发

问，才能推开知识的大门，才会有更大的收获。 

 

“问”是“问题导学法”的核心。“问”是“学”的一种，叫“问学”，“问

学”的结果叫“学问”。《论语》中共有 117 个问题，只有 1个问题是孔子提出

的，有 7个是弟子互问的，有 109个是弟子问先生的[1]。西方教育家布鲁巴克

也说：“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是最精湛的教学艺术遵循的最高准则。”既然是

最高准则，理当积极践行。 

 

“问题导学法”，可以将国家倡导的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理念有效落实到语

文课堂教学实践之中；能丰富语文教师的课堂教学方式；能撬动语文课堂教学

的变革，有效建构“生本课堂”，改变教师“以讲为主，以讲居先”的局面，充

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的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这对于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全面落实

“立德树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是一种永不过时的尝试。 

 

三、“学生问题导学法”实施步骤 

“问题导学法”的实施步骤从其概念就可知大概。但教无定法，教师们根

据个人教学习惯及文章的体裁、难易度等因素，可开拓各种教学变式。 

 

（一）课中提问式  

基本步骤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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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导入新课后，首先给学生足够时间默读课文，然后由学生自由提

出自己不懂或有价值与全班共同讨论的问题，写在《问题报告单》上；其次，

教师引领学生，迅速梳理、合并、筛选出有利于达成教学目标的问题；接下来

再按照适当的顺序排列问题，全班交流，解决问题；最后再引领学生有感情朗

读课文，有条件的可以背诵精彩句、段。 

 

（二）课前提问式 

变式步骤如图所示: 

     

 

——此范式与基本步骤相比，主要变化：问题是由学生在课前预习环节提

出，教师有足够时间对学生的问题进行梳理、合并、筛选，并对学生所提出问

题及课堂需要补充追问的问题都做到心中有数，从而在课堂上能更从容地达成

教学目标。这种模式比较适合初始实践阶段，能增强教师运用这种教学方式的



 

4 

 

信心。 

 

四、“学生问题导学法”实施策略 

（一）创设氛围，鼓励提问   

周国平在《<写给孩子的哲学启蒙书>序》中写道：“任何一个真正的哲学问

题都不可能有所谓标准答案，可贵的是发问和探究的过程本身，使我们对那些

根本问题的思考始终处于活泼的状态。”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要积极营造宽

松包容的质疑氛围，增强学生的问题意识，培养学生“敢疑”的勇气和“爱

疑”的学习习惯。 

 

笔者在课中常用的鼓励性教学语言如下：“学贵质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

大进”“你努力思考的样子真美，说说你的思考？”“你真棒，我怎么都没想到

这个问题呢? ”“不瞒大家说，老师也有这个疑问”“我相信其他同学也有这个

疑惑”“你颇有当年伽利略质疑亚里士多德的气魄”“你这个问题直接指向了本

文的主要写作手法”“看来你们小组的这个问题对咱全班同学来说都有难度啊，

时间关系，就交给你们小组课下开展研究性学习，好不好？”…… 

 

教师的鼓励与支持会消解学生质疑的紧张感和焦虑感，使学生心理上感到

安全，其发散、批判、创新思维就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和提升，学生各种

奇思异想、独立见解就会层出不穷。 

 

（二）指导提问，提升质量  

学生从“敢疑”到“善疑”要经历一个过程，教师可从如下三方面加以引

导： 

 

1.教师示范，引领学生提问 

教师可以给学生提供可模仿的提问角度和方法，让学生学着提问题。 

 

案例：语文教育家洪镇涛老师《天上的街市》教学切片[2]： 

师：下面，我们采用这个方法好不好？我先提出两个问题，然后你们仿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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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问的角度和方法，你们自己来提出问题，自己来解决问题，好不好？ 

我们看第一节，我把“天上的明星现了”中的“现了”两个字换成“亮

了”，行不行？ 

…… 

师：我现在提第二个问题。我把第一节这两句话颠倒一下，行不行？  

…… 

师：同学们发现没有，我刚才提的两个问题都是从作者运用语言的角度提

的。第一个问题涉及到用词的准确性，第二个问题就涉及到构思的问题了。请

同学们也从语言运用的角度，学习我提问的方法，我运用了什么方法啦？ 

生：推敲、比较。 

师：对，我用了比较揣摩法。现在请同学们自己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洪老师搭建了提问的支架，给学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从后面的

教学实录可见这种示范法效果十分明显，学生提出了很多指向语言运用的精彩

问题。 

2.设指引卡，提供问题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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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香港两所协作校上示范课时，分别以《卖油翁》《马说》为例，给学

生提供《语文阅读提问指引卡》，引导学生提出了更有价值的问题。  

3.对照标准，提升问题质量 

笔者在香港教授示范课《如何提出好问题》时，设计了如下量表，先后引

导学生自评、互评，提升了学生提问的质量。 

学生问题评价量表 

问题评价要素 
满

星 

你获得

的星 

基础性 勇于提出问题 ★ 

 
针对性 

与本文主题思想相关（为什么写） 
★ 

能帮助更深入理解本文主要内容（写

语文阅读提问指引卡 

一、明确问题性质，提“真”问题  

1.不懂或似懂非懂的问题（不懂） 

2.有价值引起大家讨论的问题（懂了，无疑处有疑） 

3.针对文本质疑、批判的问题（质疑） 

二、画阅读知识树，多角度提“语文”问题  

（一）内容理解（写什么、为什么写） 

1.字音、形、意 

2.词语含义  

3.句意 

4.主要内容，思想情感，人物性格特征、精神品质等。 

（二）言语形式（怎么写、为什么这么写） 

1.标点符号  

2.词语（动词、叠词、形容词、拟声词、副词等；褒义词、贬义词；大词

小用；书面语、口语；普通话与方言等） 

3.句子（修辞、句式等） 

4.段、章  

（1）表达方式 

（2）结构方法：行文思路、详略、顺序、线索、铺垫、伏笔、照应、过

渡、开门见山、卒章显志等。  

（3）表现手法：对比、拟人、欲扬先抑、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悬念、

象征（托物言志）、直抒胸臆、动静结合、虚实相生、正侧结合、映衬烘

托等。 

（4）语言风格 

（5）记叙的人称 



 

7 

 

什么） 

能促进分析本文的结构安排（怎么

写） 

能促进学习本文的写作手法、修辞方

法等（怎么写） 

挑战性 
能引发人深度思考 ★ 

能提出批判、质疑类问题 ★ 

简明性 问题准确而明晰 ★ 

（三）梳理筛选，定位问题  

教师对学生提出的众多问题，要结合教学目标进行分类梳理、筛选排序、

增删取舍。 

 

1.分析问题，归类处理 

从语文阅读能力的视角，学生提出的问题大致分为识记类、理解类、分析

综合类、欣赏评价类、应用类五大层级。但最简便的操作是根据指引卡，把问

题分为三大类：读准字音，掌握字形，理解词义；内容理解（写什么、为什么

写）；言语形式（怎么写、为什么这么写而不那么写）。在具体教学的过程中，

教师也可以根据文本的特点及学生生成的问题灵活分类。 

 

如语文教育家钱梦龙老师在教授《故乡》一课时，学生提出的问题涉及课

文的多个方面，钱老师从这些题目中精选出 30多个问题，再把问题分为七类，

即七个话题，展开教学：（1）一般疑问（2）回乡途中的“我”（3）闰土（4）

杨二嫂（5）宏儿和水生（6）离乡途中的“我”（7）写景。 

 

    2.明确目标，筛选排序 

教师对学生提出的众多问题进行归类合并后，再结合教学目标及文本特

点、学生认知规律等，进行增删取舍、有序排列。 

 

如笔者在香港佛教梁植伟中学与张嘉贤老师双师教学《卖油翁》时，以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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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让学生提问与集中指导的方式，引导学生提出了 61个有价值的问题。集体备

课时，我们根据教学目标，把学生问题分为读准字音，读通词义句意，读懂结

构、人物形象、主题、表达形式六大类，课堂实施中就按照这个顺序，完成了

读准、读通、读懂、读美的“一语三文文言文教学四步法”。 

 

3.三位一体，建构问题链 

“问题导学法”的教学设计与实施，要以学生问题为起点、教师问题为引

导、学科问题为基础，建构“三位一体”的问题链[3]，才能确保“语文味”。

正如王尚文老师所说：“只有以课文的言语形式为纲，自觉而明确地指向提高学

生正确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才是真正的语文课。” [4] 

 

笔者在香港东华三院吕润财纪念中学与陆彦憓老师共备《马说》一课时，

将学生提出的 51个问题合并重组成问题链，明确主问题：（1）文章为什么以

“马说”为题？（2）作者是在什么状况下写出此文？作者想带出什么道理、表

达什么情感呢？（3）本文通篇不离千里马，难道只是说“马”吗？这是一种什

么写作手法？  

 

——三大主问题构成了课堂的主链条，与其他分支问题一起构成问题链，

直接指向本单元、本课的教学重点。  

（四）点拨追问，拓展问题   

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要认真倾听学生的问题，根据教学目标，及时点

拨追问、提升、补充学生问题，实现以有效的师生对话引领学生思维走向深

入。 

 

案例：大连市开发区第七中学杨颖老师《灯笼》的教学切片（此课获得

2022年大连市优质课大赛一等奖）： 

师：同学们提出的问题都很有价值，那我还想追问一下大家，既然月华、

繁星、灯笼都可以打破黑暗，带来光明，但为何作者却唯独写灯笼呢？  

生：因为月华和繁星都在天上，是我们完全触摸不到的，灯笼就在我们身

边，我们随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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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灯笼也是只有人提在手中照亮，是人创造出来的。 

师：…… 

师：一个小小的灯笼、一些微末之人，却引发了作者对童年的回忆和对家

国的情怀，我们把这种写作手法称之为什么？ 

生全体：以小见大。 

——这节课杨老师在引领学生解决了学生提出的有关文章内容、结构类的

问题之后，及时追问，把学生的思维引向深入，思考灯笼与人、与主题的关

系，水到渠成地完成了对以小见大写作手法的学习。 

 

（五）自主合作，解决问题  

在解决问题环节，教师可以根据问题的难易度、学生的学习情况，分别采

取自主与合作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在小组合作的过程中，教师要及时了解学生交流的情况，帮助学生选择有

助于达成教学目标的、有代表性的问题，一些明显有创意的问题也可以单列出

来，保护学生质疑、批判的思维火种。 

 

综观大连和香港践行“问题导学法”的语文课堂，学与教“逻辑”的改

变，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动力。每个学生都积极思考，努力提出有价值的

问题，主动学习因此发生；学生自觉细读文本，努力解决同学和老师提出的富

有挑战性的问题，深度学习因此发生；部分问题的解决还延伸到课后，拓宽了

学习的空间，持续学习因此发生。 

 

如此教与学的方式，不就是在点燃语文课堂吗？不就是在点燃学生的创新

思维力吗？不就是在实现国家倡导的“要以核心素养为本的教学替代知识为本

的教学”吗？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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