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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问题设计作为教师业务水平及专业素养的重要体现方式,其重视度在逐渐提升。本文拟在分析

教师专业化的内涵的基础上,以小学语文教学为例,分析目前教师专业化发展中问题设计的重要作用,探

索有效的问题设计的策略,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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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改革至今已经颁布十余年,

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出现了诸多教学理论

及教学实践,其中在课堂教学中进行有

效的问题设计已然成为教师教学水平的

重要标志,进而成为教师专业化发展中

应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因此,切实提高

小学教师的问题设计水平,才能充分发

挥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职能,进而促进

教师专业化的发展。小学阶段是学生成

长发展的重要阶段,语文学科是其他一

切学科的基础,与生活有着最为紧密的

关系,在语文教学中强调问题设计的重

要性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本

文拟在以小学语文教学为例,分析目前

教师专业化发展中问题设计的重要作用,

探索有效的问题设计的策略,促进教师

专业化发展。 

1 教师专业化的内涵 

广义的教师专业化是指教师不断提

升自身专业性的过程。它包括两个具体

的含义：一是将教师作为一种职业来看

待,从这个含义而言,教师专业化是指教

师这个职业逐渐从普通职业发展为专门

职业的过程；二是把教师作为一个个体,

从这个含义而言,教师专业化是指教师

个体不断提升自身专业化素质的过程。

而狭义的教师专业化,是专指将教师作

为一种职业来看待,从普通职业发展为

专门职业的过程。狭义的教师专业化,

是社会学概念,它把教师作为一个群体,

关注的是教师群体的社会地位的提升。 

2 问题设计在教师专业化中的

重要作用 

在语文教学中,问题设计作为激起

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的重要手

段,在促进师生互动交流,学生之间相互

学习共同进步等方面也有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在小学语文教学中,问题设计的质

量更是直接与课堂质量以及教学效果挂

钩。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新课改的理

念要求下,小学语文教师要重视教学时

的问题设计,坚持“以问题为中心”,

采用多元化的提问方式,提升问题的价

值,优化问题的质量,进而增加课堂的

参与度。 

在实际的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问

题设计对于教师专业化的影响可以从教

师、教材和学生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2.1教师能力 

教师自身的教学能力、逻辑思维和

表达能力的差异直接决定了课堂中问题

设计的优劣。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最为基

础的就是提升自身的专业化素质,教学

经验虽然也是重要的教学能力,但是教

师的思维、理念、专业化知识的掌握程

度才是最终衡量教师专业化素养的标

准。教师自身的能力有欠缺,教学观念过

于陈旧,那么他所设计的问题对学生学

习水平的提高都没有太大的价值。只有

教师不断地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专业

化素养,优化问题的品质,才能设计富有

趣味性、逻辑性的问题,从而有效的调节

课堂气氛,提高学生思维的活跃度。 

2.2教材理解 

教材作为教学的根本和依据,在教

学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教师只

有充分理解教材,掌握所要教授的知识,

才能设计出更符合教材教学理念、更有

利于提升学生学习能力的问题。在小学

语文教学中,教师集中研讨教材,共同探

寻问题,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通过不同

的教学活动进行师生互动,课后进行反

思回顾并不断更进问题设计,是提高教

师专业化的有效手段。 

2.3学生学情 

教师进行问题设计就是为了协助学

生在课堂上通过解决所设计的问题来达

到掌握知识,提升能力的目的,对于学生

而言,解决教师提出的问题只是学习的

基础阶段,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够提

出新问题才是学习的提升阶段。同样,

从教师专业化的角度来说,进行问题设

计之前,发现问题是前提,这不仅需要教

师充分的掌握要教授的知识,深入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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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教材的内涵及设计意图,还要充分了

解学情,并结合学生真实的认知水平和

思维能力来探寻最合适的教学方式,只

有这些基础工作做到位,才能设计出真

正有效的问题。 

问题设计不仅考察教师的个人能力,

还考察了教师对于教材、课程以及学情

的了解程度,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专业

化水平不断地提高,因此,可以认为,教

师进行问题设计是一个教师专业素质得

以提升的综合过程。 

3 小学语文教学问题设计的

策略 

问题设计作为最常见的教学手段,

是促进师生互动,生生交流,生生互相学

习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教师帮助学生

搭建学习框架、引导学习思路的有效方

式。有效的问题具有较高的教学价值,

这里的有效不仅仅是指问题设计的符合

教材的教学理念,或是能够达到教授知

识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帮助学生

培养问题意识、提升自主学习能力。优

质的问题优不在量而在其质,教师能够

善问,巧问,将教学内容化为富有逻辑性

的问题,帮助学生构建学习框架,进而提

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因此可以说问题设

计是一门教学艺术,这也就要求教师要

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我,不仅要

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还要更新自己的

教学理念,进而达到自身的提升,促进

自己的专业化发展。教师在平时的教学

中,要结合实际的教学内容,根据学生

的实际需要不断创新问题的设计方法,

注重问题之间内在联系,给学生预留充

足的发挥空间,并在课堂结束后根据学

生的课堂反应和实际的教学效果进行

反思总结。只有这样,才能发挥问题设

置的作用,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真正

实现有效教学。 

3.1结合教学内容 

新课标指出,语文课程要做到“根据

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爱护

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鼓励自主阅读、

自由表达,充分激发他们的问题意识和

进取精神。”因此要求教师在充分理解

教材的基础上,找准问题的切入点,坚持

因材施教,有效的设计问题。在进行问题

设计的时候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生活实

际设计符合其年龄阶段以及认知水平的

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的意识以及灵活运用语文知识的能

力。例如在学习《盼》这一课时,教师为

了让学生充分理解小主人公盼望下雨的

心情,理解其情绪发展变化的原因,可以

向学生提问：“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十分

盼望的事情？”“能否给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期盼做这件事情？”之类的问题。

小学生年纪尚小,具有十分强烈的分享

欲,学生在与大家分享自身生活中所盼

望的事情时,就会与课文中的小主人公

产生共情,从而生发出自己参与课堂的

自豪感。这不仅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

表达能力,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

能力,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与参与度。 

3.2创新设计方法 

问题的设计并不仅仅是语言的艺术,

问题的导入也是教师专业化的体现。由

于小学生普遍对动态的、色彩鲜明的事

物具有较强的好奇心,因此教师可以应

用多媒体中的图片、动画等形式向学生

安排思考问题。例如在讲解诗歌时,可以

在课前播放《经典咏流传》等相关节目,

让学生在娱乐的过程中体会诗歌的意境,

初步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在

讲到《开国大典》这一课时,为了让学生

通过课文掌握点面结合的写作方式,教

师可以先应用多媒体向学生播放开国大

典的视频,让学生们亲眼所见当年的盛

况,进而向学生提出问题：“课文具体写

了哪几个场景？”、“读读写阅兵式的部

分,试着用自己的话描述”等问题,学生

在观看开国大典的视频时,已经对这些

场景有了一定的印象,与课文的内容相

结合以后就会形成具体的画面,不仅能

够理解文章的写作方式,还有助于提升

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因此教师需要在创

新问题设计上下功夫,不断优化语文课

堂的教学质量。 

3.3注重问题的层次性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问题设计需

要以学生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以提高

学生的学习能力及综合素养为目标,一

切以学生为中心,而不是教师意志的体

现。教师需要在课前充分解读教材,抓住

教学的重难点,注重问题之间的内在联

系,加强问题的逻辑性与层次性,让学生

循序渐进的走入文本,将每个问题的价

值都充分的发挥出来。小学生缺乏社会

经验,认知水平较低,逻辑思维能力欠缺,

教材内容与其实际生活及心理实际发展

水平差距较大,导致对课文的理解停留

在表面。因此教师在进行问题设计时要

格外注意问题的层次性,整体遵循由简

到难、层层递进的原则,利用问题引导学

生对文章加深理解,不断扩展学生的文

化视野和语文思维,为其未来的语文学

习奠定基础,学生在完成教师所设计的

问题的过程中能够获得参与课堂的成就

感,产生自己是课堂的掌握者的自豪感,

这足以促使小学生对语文产生浓厚的学

习兴趣。 

3.4预留自主思考空间 

教师在设计教学问题时需要给学生

留有充足的思考空间与时间,进而有效

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表达能力

和逻辑思维能力。例如在讲到《台阶》

这一课时,可以向学生提问“你能否概括

文章情节？”、“你认为高台阶的‘高’

字可以去掉吗？”、“你认为父亲如此辛

劳真的只是为了造台阶吗？”这些具有

层次性的问题不仅有利于提升课堂参与

度,还能够拓展学生的思维,打开学生的

想象力,增强对于文章和教材设计初衷

的理解,培养学生自主思考的意识。 

3.5课后反思总结 

提问作为一项重要的教学活动,在

教学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教师

根据所设计的问题向学生提问,可以看

作是一种既定主题的师生交流,因此,教

师在进行问题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学生的

学情,注意观察学生的课堂反应,以便及

时的调整教学方式。教师专业化是一个

综合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需

要对自己的课堂进行反复打磨,最为直

接的方法就是观察教学效果,即学生的

问题解决情况。此外教师了解学生普遍

存在的问题,及时的调整教学思路与方

案,有效帮助学生解决学习过程中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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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批判性思维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思维品质之一,加强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对大学生能力、

个性的全面发展以及对整个社会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大学教育改革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

价值,本文从终身学习、教师的自我调节以及接受质疑这三方面探讨了高校教师应如何言传身教培养大

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建议高校教师应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对掌握的知识进行质疑与发展,不断了解自己,

缩小授课“文本”与其所讲授的真实内容的偏差并鼓励、接受学生对自己的质疑,从而加强对学生批判

性思维的培养。 

[关键词] 批判性思维；言传身教；终身学习；再现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批判性思维就是对任何科学假说都

可以进行主动持续的、科学理性的大胆质

疑,它通常被认为是杜威首先提出的。具

体而言,它指的是“根据信仰或假定的知

识背后的依据及可能的推论来对它们进

行主动、持续和缜密的思考”。比较著名

的还有恩尼斯相对简洁明了的定义,即批

判性思维是“为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而

进行的理性的、反省的思维”。20世纪90

年代美国哲学会使用德尔菲法研究批判

性思维,其研究成果明确指出批判性思维

是“教育的解放力量”。(王云,11)可见,

批判性思维与高等教育改革之间有非常

密切的关系。批判性思维是当今时代背景

下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强调在接受

新的知识和观点时需谨慎反思,并且对已

接受的信念也需进行理性的检验和评估。

批判性思维作为创新思维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思维品质之一,

加强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无论对大

学生能力、个性的全面发展,还是对整个

社会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大学教育改革,

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

(张美玲,29)。 

一方面,批判性思维是全球化,多元

化和信息化背景下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

目标。这也是大学课程改革的必然要求。

这对大学生的主动性,全面性,持续发展

和有效学习具有重要意义。培养大学生

的批判性思维有助于防止大学课程改革

只停留在肤浅的浅层上。另一方面,高等

教育改革推动批判性思维的课程化,为

批判性思维教育积累丰富的理论和实践

经验,而且高校课程改革倡导的教学理

念、教学设计、教学评价以及教师的言

传身教等是促进批判性思维教育的有效

方式。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积极推

进的时期,应深化批判思维教育的研究,

加大国家政策支持,深化批判思维教育,

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进一步的支持。 

本文将着重探讨教师如何通过言传

身教,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点,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需要注意的

是,关注结果的同时也要参考学生解决

问题的过程。 

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问题设计的

内容、方法等都需要教师反复仔细打磨,

反复斟酌,首先要保证所设计的问题的

合理性、前瞻性和艺术性,其次要遵循教

材设计的本意,再次要符合学生的认知

水平和心理特点；最为重要的是要引发

学生学习的兴趣,这样才能充分体现教

师的专业素养。问题设计既是教师教学

能力的体现,也是教师专业素养的体现。

教师只有不断地进行知识更新,反复打

磨课堂问题,不断优化其合理性,才能有

效地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教师设计

的问题质量,关乎教师的专业成长,对教

师专业化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课题项目] 

2020年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实践创新

项目《江苏省三位小学语文教育家行动学

习模型研究》,项目编号：2020XKT217。 

[参考文献] 

[1]龚占雨.中学语文学科课程建设

及实施中的常见问题与对策[J].语文教

学通讯,2021(02):7-15. 

[2]余慧.小学语文教学问题设计策

略[J].试题与研究,2020(01):196. 

[3]刘光财.小学语文教学问题设计

策略研究[J].课程教育研究,2019(47):45. 

[4]宋萍.问题设计在中学教师专业

化发展中的意义——以初中语文教学为

例[J].青年与社会,2019(10):74-75.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

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M].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 

作者简介： 

王可为(1997--),女,汉族,江苏省邳

州市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课

程与教学论(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