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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成为教学常态

□ 顾志能

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中，培养学生“发现问题

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已成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教育理

念。自 2001年提出“初步学会从数学的角度提出

问题、理解问题”，至2011年进一步强调“初步学会

从数学的角度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再到2022年
指出“能够在实际情境中发现和提出有意义的数学

问题，进行数学探究”，教育的焦点越发明确，对学

生的要求亦逐步提升。

尽管如此，在数学课堂中，此理念的贯彻不尽

如人意。有的教师不重视学生发现问题和提出问

题，有的教师对相关要求弃而不顾。其原因往往是

觉得学生所提问题很简单，没有数学价值，或是觉

得学生所提问题过于“怪异”，超出预设范围，应对

起来费时费力，且可能无法给出答案。更实际的原

因是，现行考试体系大多不考查学生提出问题的能

力，既然不考，又何必自找麻烦呢！

因此，充分展现学生在课堂上发现问题、提出

问题能力的场景，通常只会出现在一些展示课中。

这种状况对于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和数学课程改

革的深入发展均是不利的。

如何才能使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成为教学的

常态？基于个人及团队的实践探索，笔者认为以下

几点至关重要。

改教学理念改教学理念。。教师必须改进自己的教学理念，

认识到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对于培养创新型人才

的重要性。即使学生提出的问题看似简单，也不应

轻视。只有学生敢于提出问题，他们才会逐步乐于

提出问题并善于提出问题。而当学生提出预设之

外的问题时，教师应感到高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

决问题更具挑战性。

变备课习惯变备课习惯。。日常备课时，教师应摒弃传统的

“以教为中心”的思维定式，转而更多地考虑学生的

实际能力和学习心理。尤其要有意识地寻找和利

用教学内容中能够激发学生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

的元素，以此为基础设计相应的问题情境和教学环

节，为课堂教学的有效实施奠定基础。

重教学过程重教学过程。。在每一节课中，教师都应重视并

强化学生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过程。如：问题情

境呈现后，应及时引导学生思考信息并产生疑问；

当学生心中有疑问时，应合理引导他们大胆举手，

提出问题；在学生提出问题后，应适当评析问题或

修改问题，以鼓励学生掌握提出问题的好方法。

拓活动形式拓活动形式。。教师可精心设计适合课内或课

外提问的活动形式，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发现问题和

提出问题的机会。如开展“预学积疑，课始展疑”

“问题发布会”“问题大擂台”“班级提问角”等活动，

可以营造浓厚的提问氛围，让学生体验提问的乐趣

和价值，形成提问的意识和积累提问的方法。

优评价机制优评价机制。。教师可以对学生的提问表现予

以评价，并在班级中常态化地开展评选“问题之星”

“提问小能手”等激励性活动。学校可以在综合素质

评价中探索将提出问题、创新意识等评价项目合理

纳入。教研部门可以在学业质量检测中更明确地体

现“提出问题考点”，通过评价改革促进教学的

转型。

让学生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确实不易，但只要

我们明确前进的目标，并付出相应的努力，就一定

能够见证学生的成长，并推动课程改革的深入

发展。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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