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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问题设计作为阅读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围绕文本进行对话交流的一个重要

纽带，直接影响着阅读教学的成功与否。然而，在实际的阅读教学中，教师的问题设计并不尽如人意，存在

问题设计没有针对性，启发性等问题。窦桂梅作为一直活跃在小学语文教学一线的优秀特级教师，她的很多

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都对语文教学有着深远影响。本论文对窦桂梅在阅读教学中关于思辨性问题的设计进行

了分析与探究，发现窦桂梅阅读教学中设计的问题不仅有思辨性和启发性，而且问题设计具有层次多样、数

量合适、面向全体学生提问等特点。希望本文能给广大一线小学语文教师提供思考和借鉴。

关键词｜窦桂梅；阅读教学；思辨性问题；研究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研究缘起及概念界定

1.1  研究缘起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明确提出：语文教学“让学生打好扎实的的语文基础之外，

尤其要注重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发展学生的思维，培养想象力，开发创造潜能，提高学生发现、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阅读教学作为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板块，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着语文

教学的质量，关系到教学目标能否完成，教学要求能否达到。所以，在阅读教学中增加思辨性问题是提

高学生阅读水平，发展学生思维和能力，构筑语文教学高度的有效路径。

窦桂梅作为一线的优秀特级教师，她的很多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都对语文教学有着深远影响，近年

来，关于她的教学思想的理论研究也越来越多，但通过在中国知网文献检索发现，有关窦桂梅阅读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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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献仅 8 篇。可见，学术界对窦桂梅的阅读教学，尤其是阅读教学中思辨性问题设计这一主题的关注

度还不够。

1.2  概念界定

1.2.1  思辨性问题

思辨性问题，笔者认为是在阅读教学中，教师基于教学重难点，同时，结合学生的接受能力及自身

的教学经验、风格提出的，通过一问一答，能激发学生思考并促进学生对知识理解和吸收，完成教学目

标的问题。

1.2.2  思辨性问题设计

依据布卢姆的目标分类理论，我们将问题分为认知层面的问题、理解层面的问题、应用层面的问题、

分析层面的问题和创造层面的问题等几类。认知层面问题，即要求学生说出记忆类知识、概念或原理；

理解层面问题，即要求学生能深入思考，并用自己的语言清楚表达，侧重于考察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对比；

应用层面问题指学生能对已学知识进行有效应用，在新领域，新问题下进行正确的判断和处理；分析层

面问题，即指学生能运用多种材料验证观点，了解事物之间的关系或关联。评价层面问题，即指学生能

有理有据地做出判断，并清楚解释。创造层面问题，即学生能将所学知识组合成一个新的整体，并能根

据所了解的知识做出预测，想象。认知层面的问题不需要学生进行深度思维，因此本文所谈到的思辨性

问题只包括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层次。

2  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

2.1  研究方法

2.1.1  文献法

文献法主要是指通过对文献的搜集、选择与整理，并对文献进行研究，形成事实科学认识的办法。

笔者编写大纲后，在知网按篇名“思辨性问题”“窦桂梅”和“窦桂梅阅读教学”查阅了相关文献。通

过对文献的鉴别、阅读和分析，笔者对“阅读教学”“思辨性”“思辨性问题设计”的概念有了清晰的

界定。

2.1.2  视频观察法

视频观察法是指研究者或观察者根据研究目的，凭借自身感官（如眼、耳等）以及有关辅助

工具观察表，从课堂实录视频中收集资料，并依据资料做相应研究的一种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笔

者在本研究中选取了窦桂梅几篇有代表性的课例进行观察，并依据体裁将阅读教学板块进行划分，

选择了散文《阿长与山海经》、说明文《圆明园的毁灭》、记叙文《晏子使楚》、小说《林冲棒

打洪教头》，从思辨性问题设计的层次、数量、所针对的对象三个方面作出记录。课堂实录视频

平均时长为 100 分钟，笔者边观看视频边进行问题记录，然后再结合布卢姆的问题分类，初步对

所记下的 49 个问题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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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过程

研究工作共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分析文献、观看视频。下面，笔者将分别阐述这两项研究过程。

2.2.1  分析文献过程

文献的分析工作在 2020 年 11 月 20 日、25 日、26 日进行。笔者编写大纲后，在知网查阅了从 2002

年至 2021 年有关“思辨性问题”与 “窦桂梅阅读教学”方面的研究。接着对文献进行了仔细鉴别和阅读，

对“思辨性” “思辨性问题设计”的概念进行界定。其次，了解了国内相关研究的动态，明晰了研究思路。

2.2.2  观看视频过程

研究的观察工作在 2020 年 11 月 22 日、24 日、25 日、27 日进行，共观察了四次。每一次平均用到

的观察时间约 100 分钟，观察对象为窦桂梅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阿长与山海经》《圆明园的毁灭》《晏

子使楚》与《林冲棒打洪教头》的课堂实录视频，其中重点观察思辨性问题设计的情况。最后将获得的

资料经过整理后，填入观察表。

3  研究结论

3.1  窦桂梅阅读教学中思辨性问题设计的层次多样

窦桂梅阅读教学中思辨性问题设计的层次与美国心理学家布卢姆提出的问题设计模式——知道、理

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价基本对应，因此可以分为认知、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层次。窦

桂梅不同体裁文章阅读教学中思辨性问题设计层次多样（见表 1）。

表 1  不同层次问题的数量

Table 1  Number of problems at different levels

体裁 课例
认知性问题

（个）
理解性问题

（个）
应用性问题

（个）
分析性问题

（个）
评价性问题

（个）
创造性问题

（个）
散文 阿长与山海经 4 2 1 2 0 2

说明文 圆明园的毁灭 2 5 1 1 0 3
记叙文 晏子使楚 2 6 1 4 1 0

小说 林冲棒打洪教头 5 4 0 1 0 2

从表 1 可以看出，在这几种问题层次中，窦桂梅在阅读教学中提出的最多的是理解层次的问题，占

比为 37%，其他层次的思辨性问题，占比共计 36%，至于认知层次的问题，占比相对两者之和较少，只

有 27%。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窦桂梅在问题设计中，并不是全然没有认知层次的问题，她也

照顾到了学生对语文基础知识和常识的掌握。但是，这并不是她问题设计的重点，同时通过笔者对课堂

实录的观察发现，即使是知识层次的问题设计，窦桂梅也并不是简单的让学生回答是与否。理解层次的

问题在小学阶段既能充分发掘学生的思维潜能，又具有最大的可行性，因此占比最大。至于其他高层次

的问题，答案往往是多元的，在课堂上不易操作和控制，对学生也具有很大的难度，所以占比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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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窦桂梅阅读教学中思辨性问题设计的数量适宜

以《阿长与山海经》为例的散文教学中，窦桂梅在 101 分钟内共提出了 11 个思辨性问题，以《圆

明园的毁灭》为例的说明文教学中，共提出 12 个，以《晏子使楚》为例的记叙文教学中，提出了 14 个，

以《林冲棒打洪教头》为例的小说教学中，提出了 12 个。一般来说，课堂提问的次数受到教学内容的影响，

并不能一刀切，但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大小问题总和不宜超过 12 个。从以上数据来看，窦桂梅在阅读

教学中有关思辨性问题设计的数量基本上是适宜的。介于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很多情感往往需要学生自

己去感悟，如果教师的问题过多，这不仅打乱了课堂教学的节奏，使得教师阐明问题的时间受到限制，

也影响了学生自己对文本个性化的解读。

同时，从前面的观察记录统计表可以看出，窦桂梅在散文《阿长与山海经》的教学中提出问题为 11 个，

说明文《圆明园的毁灭》中提出问题 12 个，记叙文《晏子使楚》提出问题 14 个，小说《林冲棒打洪教头》

提出问题 12 个。散文作为一种抒发作者真情实感、写作方式灵活的文学体裁，教学重点一般在于鉴赏

其语言的优美。说明文是对客观事物做出说明或对抽象事理进行阐释，它主要是使人们对事物的关系或

对事理的概念、特点等能有科学的认识，因此，教学重点更多的是品味其语言的严谨。而小说和记叙文

都是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所以，对文

章脉络的把握和情感的理解是教学的重点。由此也可以看出，窦桂梅会根据不同文本体裁的特点和教学

重点，对思辨性问题的数量进行适当的调整，使每节课的思辩性问题数量适宜。

3.3  窦桂梅阅读教学中思辨性问题设计所针对的对象全面

窦桂梅阅读教学中思辨性问题所针对的对象大致可以分为集体思考，集体回答；集体思考，个人回答；

个人思考，个人回答，数量分别为 21 个、18 个、10 个。从数据可以看出窦桂梅提问所针对的对象是十

分全面的，集体和个人都照顾到了，但集体提问数量明显多于个人提问，这是由班级授课制的特点决定的。

在班级授课制中，教师面对一个班级大约 40 多个学生，在有限的课时里不可能对每个学生都进行提问，

但也不能完全不对个人进行提问，这时候就只能在尽可能兼顾个人的情况下多进行集体提问。

4  结语

本研究认为窦桂梅在阅读教学过程中，对于思辨性问题的数量设计适宜，既开展了提问活动，引导

学生打开思维，又给学生自主思考留下了充分的时间。问题设计的层次上也是逐步深入，将疑问进行了

深层解剖，使学生经历知—不知—知的思维过程，提高了全体学生思考问题、辨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

辨能力。窦桂梅在阅读教学中的问题设计不仅深化了文本价值，为逐步发展学生不同层次的阅读能力、

思维能力提供可能，也为许多一线语文教师提供了问题设计的相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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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 Guimei’s Research on the Design of Reflective Questions in 
Reading Teaching

Zhou Quan Wen Qianxiao Deng San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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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reading teaching, problem design is an important link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between students and students around the text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success of reading teaching. However, in the actual reading teaching, the teacher’s 
question design is not satisfactory,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problem design is not targeted, 
enlightening and so on. Dou Guimei is an outstanding teacher who has been active 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Many of her educational thought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have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Chinese teaching.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probes into Dou Guimeis’ design of reflective questions in 
reading teaching. It is found that the questions designed by Dou Guimei in reading teaching are not only 
reflective and enlighting, but also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fied levels, appropriate numbers and 
asking questions for all students. It is hoped that this article can provide thinking and reference for the 
majority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ers.
Key words: Dou Guimei; Reading teaching; Speculative problem;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