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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标准的教学策略强调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
持续发展的过程。阅读课文的教学成功与否，问题的设
计是关键，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问题设计得得体、
精巧，才能把学生引入问题情境，激发学生求知的欲望，
才能使学生最大程度地获取信息，激活学生的思维。

那么，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呢？
一、加强问题引导
学生的知识水平不同，接受能力、表达能力等各有

差异，新课改提倡赏识教育，尊重个体差异。教师在问
题的设计上要由易到难，层层递进，使学生的理解层次
不断深入，逐步实现由知识到技能再到交际能力的转
化。对基础差的学生，可提问一些信息型或记忆型的
问题；对中等水平的学生，可以提一些理解型问题，并
在理解的基础上用自己的话把分散在课文里的知识加
以综述；对于学习好的学生，要提出具有创造性的问
题，让学生进行综合分析，判明真伪，并作创造性回答。

记得斯霞老师上课时问过这么一个问题：“党的十
大在哪儿召开的？”一生回答：“在收音机里召开的。”这
显然是错误的答案，但斯老师没有否定，而是启发道：

“你是从收音机听到的吧？”小朋友点点头，斯老师接着
启发：“收音机里说十大是在哪里召开的呢？”学生回
答：“在北京召开的。”看，让学生从错误走向正确，靠的
就是老师的循循善诱。

二、切中问题要害
结合教学内容，针对教学的重点、难点，精心设计

几个关键性的问题，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
握。所设计的问题必须准确清楚，符合学生的认知特
点，适应学生已有的认知水平，切忌含糊不清、模棱两
可。教学如果不掌握重点，就不能有真正的教学质量，
对课堂问题的设计尤为重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抓住
重点、突出要点，才能做到牵一发而动全身。设计问
题，一不要面面俱到、主次不分，二不要频繁烦琐，这样
才能够以最短的时间创造最佳的效果。备课时，有经
验的教师会在教学内容中找出重点，然后以此为主线，
串起其他教学内容。

如一位教师在执教《九色鹿》一课时，“请同学们找
到课文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读一读。”老师让孩子
们做什么呢？很显然，是想让孩子直奔课文中“调达背

信弃义”部分。果不其然，孩子们很快就找到并读给老
师和同学们听。但是仔细思考一下，不同生活阅历和
生活体验的孩子，在读《九色鹿》这篇课文时，体验是不
同的，显然他们所关注的内容也不尽相同。所以，这是
一个个性体验的过程，孩子不可能一下子就找对了老
师的指向。再者，引导孩子们找最值得关注的地方，他
们首先可能思考的不是自己最关注什么，而是老师关
注什么，老师想让我关注什么。即便是他们在思考自
己关注什么，也仅仅是关注故事的情节哪里是高潮、是
主要部分。所以，学生关注的是老师的关注，是外在的
故事情节，并没有对文本进行思考与体验。这种指向
使得课堂是低效的。如果这个引导语方向变一变，变
成：“课文的哪些词句给你留下了最深的印象？读给我
们听。”或者是：“课文里哪些词句令你有所感悟呢？读
给我们听听。”这样一来，孩子们关注的就是词句，是文
本语言，而不是课文的故事情节了。

三、精心酝酿问题
设计问题时还要考虑学生的心理和年龄、学生的

实际(包括文化素质、智力水平)，难度既不偏高，也不
偏低。偏高，学生望而生畏；偏低，学生思维活跃不起
来。课堂问题的设计，只有与学生个人努力发生共鸣
的情况下，才是值得称赞的。

一位教师在教学苏教版一语下《识字6》“牛郎、织
女、北斗星”词串时，为了让学生了解牛郎织女的民间
故事，设计了如下问题：

师：知道牛郎织女的故事吗？谁来讲一讲？
生：有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但那个凶恶的老太

婆将他们分开。
师：这是改编的牛郎织女的民间故事，谁能讲讲流

传下来的民间故事？
没人举手。
师：从前……
从课堂的实际效果我们不难看出，教者的问题属

于低效问题。设计的问题过难、过偏或过于笼统，学生
难以理解和接受，启而不发，或茫然或沉默以对。教师
只好自问自答，唱独角戏，造成了教学低效，甚至无
效。如果在提问语中加入“民间故事”，可能学生的答
案不会这么离谱。

谈谈小学语文课堂中问题意识的培养
□ 市实验小学 王永红

自然角是幼儿园班
级常设的角落，几乎每
班都有，它是幼儿进行
非正规性科学活动和偶
发科学活动的主要场
所，也是最受幼儿欢迎的活动场所之
一。据观察，许多幼儿园小、中、大班
的自然角内容基本相同，教师也很少
按幼儿年龄特征进行指导，因此难以
发挥自然角的教育作用。那么怎么才
能激发幼儿对自然角的观察兴趣与求
知欲望呢？我认为根据各年龄班幼儿
的观察水平设置相应的观察内容非常
重要。如同样是“种子发芽”的内容，
各个年龄班的侧重点应该有所不同。
对小班幼儿，教师可提供一种种子
——黄豆，重点引导幼儿观察种子的
发芽过程，培养幼儿的观察兴趣和观
察能力；对中班幼儿，教师可提供几种
种子，如绿豆、黄豆、赤豆等，重点引导
幼儿观察某一类种子（豆类）的生长过
程，初步掌握栽培、种植的技能；对大
班幼儿，教师可提供同类种子，把它们
置于不同的生长环境，如清水、盐水、
糖水甚至米泔水、咖啡、果汁中，重点
引导幼儿观察种子的生长环境，了解
什么样的环境有利于种子的生长，什
么样的养料是种子需要的，培养幼儿
的分析能力，使他们掌握初步的记录
方法。

幼儿对自然角是否感兴趣，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观念的转变与教
师观念的转变。

首先是领导观念的转变。领导检
查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让教师更好地进
行工作，那就不应从自然角的数目、品
种的多少、是否长得茂盛去评价，而应
该从它的实质性问题入手，如是否真
正发挥了作用，是否促进了幼儿的发
展等。

其次，是教师观念的转变。自然
角不是一种摆设，也不是为了应付检
查，而是为了激发幼儿学科学的兴趣，
让幼儿获得某些发面的知识，促进幼
儿的发展。具体地讲，教师应根据观
察内容的不同、幼儿年龄的不同，提出
不同的要求，并给予不同的指导。

对小班幼儿，教师的主要任务是

激发幼儿的观察兴趣。教师可以随机
地与幼儿进行交谈，如教师在照料小
金鱼时，可以问“这是什么？”“它身上
有什么颜色？”“它的眼睛，你害怕吗？”
等等，还可以提供漏勺，启发幼儿思
考：“我们用手抓还是用漏勺舀？”让幼
儿说出理由并操作、实验。这样做可
以有效地激发幼儿的观察兴趣，使他
们逐渐对自然角产生兴趣。

对中班幼儿，教师除了激发幼儿
的观察兴趣外，还要培养他们的观察
能力。教师可围绕某一个问题引导幼
儿去寻求答案。例如围绕“蚂蚁喜欢
吃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准备了一张涂
有蜂蜜的纸、一块饼干和一勺盐，放在
蚂蚁经常出没的地方，不一会儿，许多
蚂蚁就聚集到有蜂蜜的纸上了。等到
蚂蚁有足够的数量时，我们就将蚂蚁
连同纸一起放到容器内。在这一过程
中，幼儿既清楚地了解蚂蚁的生活习
性，又掌握了捕捉蚂蚁的最简便的方
法。又如围绕“蚂蚁不喜欢什么样的
气味”这个问题，我们准备了两块同样
的蛋糕，在一块蛋糕周围放上一个纸
圈，在另一块蛋糕周围放上一个橡皮
圈，然后启发幼儿观察、思考：“哪块蛋
糕蚂蚁去得多，哪块蛋糕蚂蚁去得
少？”“为什么蚂蚁不爱吃橡皮圈内的
蛋糕？”。在我们的启发下，幼儿发现
蚂蚁不愿吃橡皮圈内的蛋糕的原因是
它们讨厌橡皮圈的气味。

对大班幼儿，教师的主要任务是
丰富他们的知识，让他们在实验中比
较。同样一种植物，其种植的方法可
以是多种多样的。如植物可以水植、
土植、沙植等。又如种子发芽的实验
可以用土植、水植来比较生长，还可以
用蛋壳发芽、清水发芽比较，水浸泡过
的和未浸泡过的比较，向阳的和背阳
的比较等。这些比较实验可以引导幼
儿去观察发现，还可以让幼儿懂得多
方面的科学道理。

自然角的指导策略
□ 市实验小学附属幼儿园 郭玉芳

“新沏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负晴暄。枝头残菊
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这是汪曾祺的一首随画
诗。散文里没有画，只有字，可合上书眼前就有一枝
小菊。

我沉思着，想起几年前在汪曾祺纪念馆，院内有
一张桌子，几条小凳，觉得汪老就坐在凳上，守着夕
阳，无言似有声。

书里书外形象能契合如一的作家，在我心中，唯
有汪曾祺。他的美食留在书上读得到，在生活中也吃
得到，于人生更是如此。

先从书外说起。汪老的家乡亦是我父亲的故
乡。读书前我已对汪曾祺老人了解甚多，从父亲口
中，从家中长辈的笔下。由此对这位作家产生的亲切
感，使得我更渴望读他的作品，也曾以为名家之作必

“高大上”，读名著只为应试，想着读他的书可以多得
点分，所以就买下阅读。

事实却并非如此，最初看《口味》《人间草木》，没
有“高大上”的文字，一概与生活相关，读来轻松惬
意。我的同学不知《口味》是什么书，我解释是“写吃
的书”。

后来读汪曾祺的书多了，见这位亲切的老人从葵

吃到芋，从烤羊肉吃到鱼烩，在中国土地上东西南北
地游历着，看“阿格头子灰背青”，送走玉渊潭的养蜂
人一家，或是爬各大名山。文化在书中交融，情感于
朴实的文字中凝聚。这些都像血液流淌在我的身上，
使我的灵魂得以升华。

走过他所走的路，亦是人生。
汪老所写的，不仅是个人经历，更是心

灵归宿。离家，战乱，死别，写在景物里。
文革下放，不见他诉愁怨，只有用双手所植
一架葡萄，结了果，打了药。但难道这些不
是真正的生活吗？不幸遇逆境，仍得把生
活过下去，并且尝试着过好。此非委曲求
全，而是对生活该有的一种态度。乐观向
阳，如他所说，“生活是好的。”

写书的时候，文字是波澜不惊的，而汪
曾祺也有自己的愿望与追求。书里他好
烟，记录片里他常置身于“云雾缭绕”之
中。在战乱年代，家是盼望却回不去的远
方。《受戒》里那一方广阔的芦苇荡，始终是
他的梦。暮年，终于得以回家的汪曾祺看
着故乡的一切，欣慰地发出终于回家的感
叹。我想这种梦想成真的感觉真好。

从一开始，汪老其人，在书里，同在书
外。也是从一开始，我心深处的喜爱便深
植于书中，镌刻在高邮这片熟悉而又陌生
的故土里。

书里书外的汪曾祺
□ 南京市九中高一（10）班 陆梦湉

奶奶一向爱看戏。
老家每年都会请来两三
次戏班，奶奶总是过节
一般，盘上平时散着的
银丝，换掉从早穿到晚
的围裙，郑重其事地带上我，搬个小凳，早
早地坐在第一排。我享受这时刻，倒不是
被戏吸引，只为了奶奶哄我安静听戏的那
些零食。我听不懂戏文，只是看着台上水
袖舞起，粉墨胭脂，声音悠扬绵长，实在能
满足我的好奇心，听久了，也累了，小小的
人儿蜷缩在奶奶膝上，着实安心。

我上初中后，连奶奶的面都很少见
到，更别说陪她看戏了。去年中秋，我去
看望奶奶。她似乎老了不少，背又驼了一
些。我忙于与发小寒暄，只草草应付她两
句。那天恰逢庄上有人家搭台唱戏，奶奶
已换上干净衣服，梳起头发，拄着拐杖，三
步并作两步地赶来，“今儿唱戏，去看
么？”“我……我要不下次陪你去？”我的话

语如一盆凉水浇透了她
炽热的心，“哦，好，好
……”良久，听得她一声
叹息，“现在的孩子，都
不看戏了……”奶奶转身

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在萧瑟的秋风中，
连身边的景色都黯淡了几分。

望着奶奶落寞的身影，我心里一紧，
赶忙追上去，“奶奶，我可以陪你看一会
儿。”奶奶愣了一下，高兴地说：“好，好！”

像小时候一样，奶奶捧着一手的糖
果，坐在第一排。我如儿时那般黏在奶奶
身上，吃着糖听着戏，奶奶眉眼里满含着
笑意。台下都是老年观众，只有奶奶身旁
有小辈，他们眼里的羡慕都要溢出来。戏
一开场，周边都噤了声，只听着曲调悠扬
婉转，很是动听。我望着台上演员一步一
生花，一指一刹那，唱人间冷暖，世态炎
凉，心里陡生出一份敬意。

指导老师 龙振

陪奶奶看戏
□ 市汪曾祺学校九（12）班 徐才璐

大家好！我是钞票中的老大——“100元”，
今天我经历了钞票生涯中最痛苦的“流浪”。下
面就让我为你们好好讲一讲吧！

早晨，小主人带着我来学校交书费，原本这
只是一次普通的旅行，没想到竟让我成为了万
众瞩目的焦点。下课时，小主人随手把我放在
课桌上，就去图书角看书了。我安静地躺着，都
要睡着了。忽然，一只陌生的、不怀好意的小手
把我拿了起来，一下子将我揉成一团，放进了一
个伸手不见五指的角落里。我的“流浪”就这样
开始了。

在那阴森的角落里，我抚摸着身上的伤口，
隐约听见了小主人的声音：“我的100元钱去哪
儿了？”接着，四周还传来了其他小朋友的声音：

“你再好好找找，是不是掉地上了？”我真想大声

喊叫：“我在这里！”可无论我怎么拼命挣扎，
使劲张大嘴巴，都发不出一点声音，急得我
火烧火燎。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啊！我不禁埋怨起小主人来：都怪你没有把
我保管好。
又过了一会儿，只听见小主人的老师说：

“同桌互相翻书包！”接着，就是一阵吵闹声。我
激动极了，心想：这下一定可以重见光明了。可
没想到，竟然没人发现我，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在哪儿。绝望的我心想：这次恐怕真的完蛋了。

放学了，小朋友们都陆续走出了教室。突
然，我被一个人拿了起来，飞快地扔进一个角落
里，我绝望地慢慢睁开眼睛，这不是小主人的抽
屉吗？耶，我终于又回来了！

很快，有人发现了我，并告诉了老师。就这
样，我的痛苦“流浪”生活结束了。

亲爱的小朋友们，听了我的故事，你们是不
是也有所感悟呢？正所谓，“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你们从小一定要做一个品德
高尚、正大光明的人哦！ 指导老师 沈学庆

百元大钞“流浪”记
□ 市实验小学西校区四（5）班 方睿

说起“国宝”，大
家异口同声地说道，
大熊猫，它们的家乡
在四川成都。那么，
在我们的家乡高邮，
有没有“国宝”呢？有！那就是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俗称“鸟类大熊猫”的东方白
鹳。今年暑假，我有幸参加了“电力小记
者”暑期实践活动，志愿者哥哥就给我们
讲述了东方白鹳的故事。

东方白鹳体型较大，翅膀展开时，两
翅距离足足有一米长。它长着雪白的羽
毛，尖尖的嘴，朱红色的长腿，羽翼的末梢
像点染了墨色。栖息时，它喜欢单脚站
立，像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飞翔时，它喜
欢展开翅膀盘旋着上升，似天鹅却比天鹅
更有力量。

东方白鹳喜欢吃鱼，素有“鱼米之乡”
称号的高邮便成了它最好的选择。闲暇
时，它喜欢在高邮湖边散步；孵化时，则喜
欢在高高的铁塔上做窝，它筑的窝很大，

可以住进去一个三
四岁的小孩儿。

说到东方白鹳
在铁塔上筑窝，这
可 愁 坏 电 力 工 人

了，因为铁塔上有电线，东方白鹳衔回来
的树枝会造成线路短路，同时它的粪便
还有很强的腐蚀性，落到线路上总是引
起线路放电跳闸。一边要护线，一边要
护鸟，这可怎么办呢？电力工人们想了
很多办法，终于想到在鸟巢下面安装挡
板来挡住树枝和鸟粪，于是，东方白鹳便
可以开开心心地在铁塔上享受天伦之乐
了。

随着高邮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在这
里生活的东方白鹳已经从原来的几只变
成了数百只，当地野生动物保护站和供电
公司保护“国宝”的责任也越来越大了。

小朋友们，让我们携起手来，一起做
东方白鹳的“守护者”吧！

指导老师 董仲春

你我都是守护者
□ 市汪曾祺小学三（6）班 吴明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