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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问题链”助推小学语文深度教学
——以部编版四年级上册语文教材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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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基础教育中深度教学的提出，教育界对小学教师课堂教学所体现出的授课理念有了一定程度的要求。除

却维持课堂节奏、确保课堂流程的顺利进行，教师还应在此基础上对学生进行深度学习的引导，使学生听课

的同时在思维上得到深化训练。而连接整堂课的“问题”，作为教师在课堂上推进度、串流程的主要途径，

其经课堂推进后最终形成的“问题链”便能深刻反映出该教师自身教学的逻辑，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思

维逻辑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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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多方对教育教学的重视，教师课堂教学的内容在不断增多，多形式的教学手

段被运用到课堂教学中。但仍不可否认的是，年轻教师越来越成为课堂教学的主力军，他们在一定程

度上相较于资深教师而言缺乏经验，对于学生的预设和课堂节奏的把握程度不够老练。该类年轻教师

的授课模式是需要转型的。据常州某小学资深教师反馈，部分教师仅仅局限于完成既定的课堂任务，

浮于浅层知识的教授，缺乏对学生思维的引导。在强调培养学生思维逻辑的当下，深度教学是非常重

要的。而运用贯穿整节课的“大问题”以及在此过程中最后形成的“问题链”，在深度教学过程中是

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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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链”在小学语文深度教学中的作用

小学语文教学中，每一篇课文都有一个大问题贯穿始终。以四年级上册《观潮》一文为例，其贯穿

两课时的大问题可以是“为什么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它奇在哪？”而问题链在深度教学中就起

如下的作用。

问题链在课文的深度教学过程中起导向作用。确定大问题后，课堂环节的设定便围绕大问题展开。

从初读课文、整体感知开始，教师的提问都将有意识向“钱塘江大潮奇在哪？”靠近，课堂结构就会因

此清晰明了，学生也会明确知道本课的学习重点就是寻找“钱塘江大潮的奇”。又鉴于该单元的语文要

素就是“想象画面，推荐一个地方”，所有课文都是与旅游景点相关的。学生在后两篇课文的学习过程

中就会有意识地去关注写景的部分，这有利于教师在后期习作单元教学的顺利开展。

问题链在课文的深度教学过程中起主观能动作用。教师在一定时间对中高学年段学生进行授课后，

她的授课风格是会被学生了解的。当教师抛出“钱塘江大潮奇在哪？”这个问题后，机灵的学生可以摸

清这个大问题的规律，甚至可以预设老师的授课结构。长此以往，深度教学的意义便会体现在学生能充

分运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能把握作者写文的结构、层次，在读文章时便不会再是

浅尝辄止、走马观花。

问题链在课文深度教学后起总结作用。教师的深度教学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深度教学的效果

在学生身上的呈现也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教师不仅要总结反思本节课自己授课的优缺点，更应该引导

学生去总结课堂。其具体表现为：课堂最后五分钟和学生再次梳理本课时围绕了哪个问题展开？又是分

别从哪些方面去解决了问题？该单元新课开始时请学生去思考新课的大问题是什么？又该从哪些方面去

解决问题？这两方面的总结与延伸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程，可以反馈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和学习方法

的掌握，从而提高教师的课堂教学效率。

2  小学语文深度教学的“问题链”

问题链能整合教学核心目标、核心内容，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贯穿整堂课进行，能够激发学生连

续思考，具有一定的整合性和探究性。问题链教学以主干问题为教学主线，强调把学习环境设置到少而

精的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通过彼此关联、层层递进的主干问题序列，将学生探究与思维的发展引向深处，

让学生掌握深度学习的能力和方法，为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提供了可行路径。利用问题链来组织教学，

能促进小学语文课堂深度教学，问题链的设计离不开三要素：学生、教师和教材。

2.1  尊重学生主体地位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因而在课堂中应尽可能让学生自主地、能动地深入教材，

体会教材需要了解的知识，唤醒学生主体性潜能，而不是按部就班地根据教师的每一步设计，机械地学

习。学生是自我教育和发展的主体，教学过程只有通过学生本人的积极参与、内化、吸收，才能得以实现。

学生能否主动地投入学习，是教学成败的关键。布鲁纳指出：“学生在于主动地形成认知结构。”因而

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引导学生主动发展、进行自主教育，进而培养语文核心素养成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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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挥教师主导地位

教师是教育教学活动的设计者、管理者，是教育过程的组织者、领导者，要求教师自主理解教材内容，

内化核心知识点，并且通过精细的教学设计，做学生学习的主要引导者，而教会学生的前提和基础是要

会教学生，这就要求尊重学生的个别差异性，因材施教，以达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再者，教师的主导

作用发挥得越充分，学生的主体地位就越巩固。因而教师也应该根据实际选择先学后教、以学定教的教

学模式。

2.3  凸显教材核心地位

教材根据教学大纲编写，是课程标准的具体体现，是教学的主要内容和核心。教学的目的首先是完

成本单元的语文要素。从教学实践来看，把教材边缘化和误读教材是课堂教学质量低下和教学改革乱象

的根本原因，因而课堂教学的核心任务就是要解决教材与学生的矛盾，为此，必须以教材为中心来组织

课堂教学活动。

3  小学语文深度教学“问题链”的设计

“问题链”的设计要结合学生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教师资历、授课风格、教材解读的不同，

学生个体差异、学段、学习基础的不同以及教参的多样化指导层次等进行设置，用“链条式”的“问题”

推动学生思考，培养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3.1  课堂中——“问题链”的切入点和设置方式

3.1.1  “切入点”——问题从哪入手

以部编版四年级上册语文教材中《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例，有的看到文章篇名就会自然而然想

到这句话是周恩来先生说的，认为文章的中心是周恩来先生，便会将问题的切入点设定为“周恩来先生”；

也有教师会将周恩来先生说出这句话的社会背景作为切入点；而余心言先生作为此篇文章的作者，所以

也会有教师将余心言先生创作的动机和思想感情作为切入点；还有教师会基于学生的学习基础和课后的

两个小问题，将“文章框架”“周恩来先生立志的原因”作为切入点。

由此可见，短短的一篇文章会有许许多多的切入点。教师们教授的课文是相同的，而新颖、精炼的

切入点却是一名教师如何从众多教师授课中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一方面，课文的切入点对教师的自身

发展有较大影响力；另一方面，课文的切入点体现了教师授课过程中的逻辑所在，这能从侧面帮助教师

深度教学的完成。

3.1.2  “用什么切”——用什么形式推进问题

在这里，问题链的类型将金锡松老师提出的四类作为研究方向。

（1）推广链——即按照事物发展所遵循的规律，例如从研究文章表现手法到作者写作思想感情。

教师将从最简单的初读课文、再读课文、三读课文开始，从教授简单的字词到分析课文中的写作手

法最后到体会作者写作意图、情感。这是一个从研究较小的子集过渡到研究一个包括该集合的更大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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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

至于为何在此处没有提到与之相反的“收缩链”，则是因为此类数学教学模式不适合语文教学。

（2）引申链——即按照事物之间的联系进行的，具有多向性和分支性，可以从不同方向进行派生

的形式。

教材中的单元、单元中的课文都是有联系的，或是它们的单元要素，或是它们共同表达的主题。这

些都可以是教师问题链产生的因素。

（3）综合链——即为了达到某一教学目标而设计的问题。

教师在对教材进行深度了解后，结合学生的学习基础和个别差异性，提前对课时研究提出大问题。

并且在教学过程中提出大大小小不同的问题，只为解答最开始的大问题。

由于部分教材中的课文难度较高，例如部编版四年级上册语文教材中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学生无法切身感受故事中周恩来先生所遭遇的社会背景，此时教师可以以综合链为问题形式。

（4）深化链——即为了深化某一概念或思想，举出同类型的问题，从而使学生的认识更加深刻、

更加丰富。

在学期末复习时，教师会总结归纳单元字词、阅读理解、口语交际、作文题型，这种综合性复习法，

可以深化学生对此的概念和理解程度。这也是为何练习册中都会有单元小结的原因。

3.2  作业中——“问题链”的教学反思、注意事项

完成一堂语文课并不是语文课堂的最终目的，推进语文课堂与生活的结合，促进学生获得知识，

提升自我修养，激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进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才是语文学习的真正意

义所在。在以“问题链”助推语文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学生通过学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基本的知

识体系，但是要让学生把课堂所学的知识体系转化为价值体系还需要在课堂之外继续发力。课堂教学

时间、空间有限，也导致了课堂教学内容有限，学生从掌握知识到形成价值认同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转

化过程，这就要求教师将“问题链”渗透到课后的拓展实践中，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贯穿学生的

学习和生活。

3.2.1  总结课堂，加强知识的内在联系

在整节课堂中，教师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小知识，建构“问题链”就是串起知识线。“问题链”

最大的特点在于以问题为导向，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问题链”的一步步导向及层层深入地解决，

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掌握知识点，理解知识点与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建构

知识体系。

教师建立好的“问题链”不但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思考、剖析，更能培养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主动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剖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2.2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构建思维体系

“问题链”教学在设置问题体系时，围绕授课内容将各个问题串成一个逻辑链条，形成相互

联系、层层深化的“问题群”，问题与问题间、问题与预设答案间都有着清晰的内在逻辑关系，

问题解决的过程是学生创造性思维培养的过程，有利于形成学生的“问题意识”，培养思维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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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性和深刻性。

“问题链”的设置让学生带着问题学习，把本节课所学到的知识提炼整合，尤其是对于后进生而言，

将“问题链”延伸至课外，可以激发其学习的兴趣，引导他们自主学习，大大提高了学生消化课堂知识

的效率，优化了课堂教学的效果。

4  “问题链”教学的实施启示

4.1  处理好“问题链”与教学目标的关系

问题是语文教学活动的核心，没有问题的存在，教学就无法进行。新课程学习方式特别强调问题在

学习活动过程中的重要性，将问题贯穿于学生的学习，把学习过程看成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是教学目标的具体化，一堂课中“问题链”的设计必须紧扣教学目标，贯彻学科目标，

因而设计教学问题时，要进行对比、分析，力求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普遍性和典范性，根据不同

学科的目标、课堂的教学目标，完成“问题链”的设计。

选择什么样的问题，对于教学目标的实现，学习内容的理解与方法的掌握都有直接的影响，“问题

链”设计的好坏关系到教学目标的实现。教学目标主导教学问题的设计。应有明确的教学目标，明确授

课的根本目的和基本方向，确定教学目标后，教学问题的设计就要围绕教学目标，每个问题设计的目的性，

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

4.2  处理好“问题链”的预设性和生成性之间的关系

好的课堂充满了活力，处处蕴含着矛盾，有问题的提出就会有答案的回应。预设答案和生成答案是

相辅相成的，课堂既需要预设，也需要生成。预设是对课堂对文本的尊重，生成则是对学生的尊重。因

此教师的深度教学既要重视知识学习的逻辑和效率，又要注重生命体验的过程和质量。

课堂教学是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教学中，如果完全按照“预设”进行，结果必将忽视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课堂也就会显得呆板而机械。但如果教师一味追求问题的“生成”，也会因缺乏有效的控

制与引导，出现“放而失度”的问题，“问题链”也就失去了导向的作用。因此，教师要理性地看待“问

题链”的“预设”与“生成”，预设要有弹性、有留白的空间，要把目标实施宽容地、开放地纳入始

料未及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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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 the In-depth Teaching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with 
the “Problem Chain”

—Taking the Unified Edition of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Fourth Grade 

Chinese Textbook as an Example

Wu Jialin Lu Qingqing Hu Xudong Wu Xingyu

Jiangs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Abstract: With the proposal of in-depth teaching in basic education, the teaching concept embodied 
in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classroom teaching has been improved to a certain extent. In addition to 
maintaining the rhythm of the classroom and ensuring the smooth progress of the classroom process, 
teachers should also guide students in-depth learning on this basis, so that students can be solidified 
in thinking while listening to the class. The “problem” connecting the whole class, as the main way for 
teachers to push the progress and process in the classroom, the “problem chain” finally formed after the 
classroom promotion can deeply reflect the teacher’s own teaching logic,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affect the 
formation of students’ thinking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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