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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语文教学中课堂提问的过程控制

张  伟

内容提要 面对语文教学中的随意盲目,张 志公、叶圣陶先生曾多次提出要找到

语文训练的序列。由于对序列的思考和寻找大多陷入了微观的境地 ,而 宏观的过程控

制却很少被人提及,因 而在启发式已成为课堂教学主旋律的今天,课 堂提问的过程控

制也就应成为实现宏观控制的有效方式。要实现课堂提问的过程控制,应 根据学生兴

趣的阶段性转变变换提问的方式和方法,根据思维的发展特征 ,转 换问题的容量大小 ,

难易程度和侧重点;根据学生社会认知的不断拓展逐渐增加问题隐含的社会信息。在

此基础上 ,搞好问题设计时子目标的过程控制,然后充分挖掘教材 自身的隐性序列,并

将问题设计的指向性镶嵌于其中。

关键词 宏观过程 兴趣阶段 思维发展 社会认知 目标序列 教材系统

张志公先生于 19“ 年在一次语文教改座谈会上曾指出
“
建立实际应用语言的知识系统

”
的

建议 ,叶圣陶先生晚年曾多次说 ,要把语文能力的训练序列找出来 ,排个合理的顺序。他们倡导的

目的就是要解决语文教学中严重的无序性问题 ,避免语文教学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从而有效地

摒弃语文教学中少慢差费的现状并进而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然而 ,“语文教学长期没解决的问

题是
‘
无序

’。以思想教育为序以文体为序 ,以 知识为序 ,搞 了各种的××法××步 ,结果似有还

无 ,以 至于可有可无
”E闸 。为什么在寻找

“
序列

”
的探索中经过艰难的跋涉依然陷入了

“
无序

”
的泥

潭?为什么在看似
“
有序

”
的实践中最终却走向了

“
无序

”?乃至于不少的语文教师甚至全国知名

的特级教师均觉得越教越难?笔者认为 ,“序列
”
的思考和寻找大多陷入了微观的境地 ,而宏观的

过程控制却很少被人提及。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只知运动的点 ,而不明运动的线 ,导致眼界不宽 ,

思考不广 ,使得精心设置的小序列不可避免地湮没在宏观的过程中。因而 ,自 己所谓的
“
序列

”
也

就成了宏观过程中的一些点 ,表面上的
“
有序

”
也就满含了

“
无序

”
的结局。因此 ,加强语文教学中

宏观的过程控制才是解决语文教学
“
无序

”
的根本途径。夸美纽斯主张 :“应当循序渐进地来学习

一切 ,在一个时间内只应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件事情上。
”E2彐

乌申斯基也指出 :“ 知识只有形成了

系统 ,当 然是从事物本质出来形成的合理的系统 ,才能被我们充分掌握。脑子里装满了片断的 9毫

无联系的知识 ,那就像东西放得杂乱无章的仓库一样·连主人也无法从中找到他所需要的东

西。
”E3]语 文教学中的盲目随意使学生的头脑变成了杂乱无章的仓库 ,从而导致了语文教学中的

少慢差费。因此 ,在语文教学中只有加强宏观的过程控制 ,才能让学生走出杂乱无章的困境。要

实现语文教学中循序渐进的宏观控制,首先应找准宏观控制的发展依据——学生发展的过程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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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然后找出实现宏观控制的有效方式——课堂提问的过程控制。

随着现代教学思想的引入 ,以 启发式教学为手段 ,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原则已为老师们

所接受 ,而启发式成功的关键在于问题的设计 ,所以,探讨问题汲计的方法、原则的文章纷纷出

现。可是 ,间题设计的有序性却很少被人提及。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只要走进学校 ,就必

须回答问题 ;只要从事教学工作 ,就应该设计问题 ,而 回答问题应以设计问题为前提。然而 ,每个

时段到底设计什么样的问题才算恰到好处 ,才显得科学准确 ,才能发挥最佳效益?语文学科的无

序性导致了问题设计的无序性 ,使得问题设计随意盲目而不知深浅程度,从而导致
“
启而不发

”
、

“
启不得法

”
的现象不断产生。这-费力不讨妤的教学现象的产生关键在于问题设计的序列和过

程控制未能很好地把握。张志公先生说 :“一个妤教练训练运动员是有严格的训练计划的,计划的

安排是很科学的 ,否则就要影响运动员出成绩。语文训练也应当有并且可以有科学的方法。学习

不是要循序渐进吗?那么,就需要有-个明确的,合乎科学的序 ,教和学才有所遵循。循着这个序 ,

一步一步 ,踏踏实实地教下去 ,学下去 ,才可能有好的效果。
”E‘]古代学者唐彪说 :“层层驳问 ,如剥

物相似 ,去层皮方见肉,去层肉,方见骨 ;去层骨 ,方见髓 ,书理始能透彻,不可忽见大意 ,即谓已是

也。
”
这说明提出的问题应该前后关联 ,层层深入,形成逻辑序列 ,教师在有序的问鹛中引导学生

在有序的解答中步步前进。
“
善问者如攻坚术 ,先其易者 ,而后节目。

”E5彐 使问题由易到难 9循序渐

进。因此 ,前人对问题的设计就已经注意到了它本身的有序性 ,而且告诫人们要在提问的过程控

制中把握最佳时机 :“可与言雨不写之言 ,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 ,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

言。
”’6]“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 g言及之而不言,渭之隐;未见颜色而言 ,谓之瞽。

”「7]然而 ,语文施

教的对象是人的思维与表达 ,其复杂灵动多变自不待言,再加上教学上的取例又是随意性很大的

课文 ,没有一篇非教不可 ,也无一篇非在某个时段学习不可 ,所以,语文课堂上的问题设计要追求

严格科学意义上的有序性 ,从而实现精细的过程控制 ,这是不切实际的 ,它 只能是大体则有 ,定体

则无。下面将探讨加强课堂提问的有序性应注意的方面 ,以便在问题的设计中有意识地加以考

虑 ,争取课堂教学在有效的问题中得到最佳控制。

苏 。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谈到 :“我们工作的对象是正在形成中的最细腻

的精神生活领域。
’’JJ教

师的创造性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他工作的对象——儿童经常在变化 ,永远

是新的,今天向昨夭就不一样。
”
精神生活领域的这种多变性特点 ,就耍求老师必须注意学生的心

理发展过程。
“
教育必须以心理发展作为前提 ,一定的心理发展水平是教育工作的出发点

”f:∶ 。罗

素在《教育的目的》中也谈到 :“不注意心理发展的节律和性质是教育上呆板无效现象的主要根

源。
’’
n阝么 ,我们在语文教学中的课堂提问所产生的呆扳无效现象 ,是否也可以说是我们没有充分

考虑心理发展过程,没有十分注意心理发展的节律雨导致的呢?不少有识之士明确提出 :“加强语

文教育心理研究是优化语文教育的必由之路。
”E9]而在语文教学的课堂提问中,有意识地关注学

生的心理发展阶段 ,有效地对课堂提问进行过程控制9将是推动教学的有序性、提高语文效率的

突破口之一。因此 ,我们的课堂提问在学生的心理发展方面至少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兴趣的阶段性转变要求提问的方式方法必须得到很好的过程控制。
“
兴趣是一种具有浓

厚情感色彩的指向性活动 ,它可以使人集中精力去获得知识并创造性地完成当前的活动
”L】耐。俄

国大教育家乌申斯基曾指出 :“没有丝毫兴趣的强制性学习,将会扼杀学生探求真理的欲望。
”
由

此 ,没有丝毫兴趣的课堂提问,也必然会扼杀学生对语文学习的积极性 ,并进而失去彻底解决问

题的欲望。美国的拉扎勒斯研究了兴趣对学生结果的影响m彐 。他在高中语文课教学中,把学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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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智能组和兴趣组两组。智能组学生的平均智商为 120,但对阅读和写作均不太感兴趣。兴趣组

的智商为 107,但对阅读和写作均很感兴趣。这两组学生在一学期中皆必修阅读和写作课程 ,经

常接受同样的测验。学期结束时进行检查 ,由 于兴趣组还阅读了不少非必修书 ,因此 ,总成绩远优

于智能组。结果见表 :

兴趣对学习结果的影响(拉扎勒斯)

组 另刂 阅读书籍的册数 写作的论文

兴趣组(平均每人) 20.7本 ⒒。8篇

智能组(平均每人) 5.5本 3.2篇

差距 15.2本 11.6篇

由上表可知兴趣在学习中的巨大作用。鉴于此 ,不少老师创设了激发学生兴趣的提问形式 :

曲问、直问、单问、重问、填空问、选择问、比较问、扩展问、连环问、悬念型反问等等 ,这些形式虽然

在-定程序上对问题设计提供了借鉴,但依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如何引发学生内在兴趣的这一

问题。

要解决这-问题 ,首先必须明确兴趣的主要种类。兴趣可分为直接兴趣和问接兴趣两种。所

谓直接兴趣是指由学习内容和学习过程本身引起的兴趣 ,而间接兴趣是由学习结果所激发的兴

趣。在这两种兴趣之中,直接兴趣所产生的影响最大。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曾说 :“学习的最好刺

激 ,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 ,而不是诸如等级或往后的竞争便利等外来目标。
”n四

那么 ,语文教学

中所提问题的
“
最好刺激

”
也不例外 ,它需要我们从问题本身入手 9在问题设计的过程中力求增加

问题本身的磁性 ,像磁石吸铁一样紧紧地抓住学生,让学生在内心深处产生浓厚的迷恋之情 ,在

欲问、嗜问中对新的材料又萌生新的情绪体验 ,在新的情感驱动下 ,又会生出许多的问题 ,如此循

环往复 ,将学生拉出
“
愈不想学 ,却不得不学 ,不得不学就愈不想学

”
的怪圈。

直接兴趣来源于问题的内容和过程本身 ,也就是布鲁纳所说的问题的材料 ,也只有问题的材

料、内容和过程本身才能直接刺激学生的情绪体验 ,才能够激活学生解答问题的内在动力。如何

让问题的内容和过程本身成为激活学生情绪体验的认知材料 ,这不但要在问题的形式和方法上

下功夫,更重要的 ,还必须弄清学生兴趣的阶段转变 ,只有熟悉了学生在不同时段的不同兴趣特

征 ,方能对准工作对象的心理要害,确定问题的多种方式和不同内容。

兴趣是不断转化的 ,年龄增长直接影响到人的兴趣的数量和质量 ,正 如皮亚杰在《教育科学

与儿童心理学》中指出的
“
我们应该考虑到每个年龄阶段的特殊兴趣和需要

”-祥 ,许多心理学工

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用追忆法调查了 225名大学生兴趣的发展情况 ,结果表明,从

小学后期到中学 ,兴趣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且 ,对认知兴趣中具有中心意义的读书倾向变化的

研究表明,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读书兴趣是各有其特点的:9~13岁 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是读书

最盛时期 ,进入青年期读书活动的比率逐渐减少。但年龄增大 ,选择力越强 ,感受性和理解力越敏

锐 ,读书的质量就越高。根据读书兴趣随年龄增大而变化的研究 ,可以把读书兴趣的发展分为六

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4-6岁 )为绘画期 ,第二阶段(6-8岁 )为传说期 ,第三阶段(8-10岁 )为童

话期 ,第四阶段(10-15岁 )为故事期 ,第五阶段(15-17岁 )为文学期 ,第六阶段(17一  )为思想

期。E】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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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阶段的划分 ,我 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设想 :面对处于第一阶段的工作对象 ,我 们

可以用实物作基础 ,在他们知觉这些物体的基础之上 ,提出浅显的并能在知觉的物体中找出答案

的问题 ;面对第二阶段的学生 ,可利用他们喜好新奇的特点 ,在略带神奇的传说中提出问题 ,引导

他们在传说中穷究事物的本源 ,并在此基础上培养丰富的想象力 ;而处在故事期的同学想从对现

实生活的具体描绘中获得社会的间接经验 ,所 以,问题的提出可以少一些游戏的成份 ,而多一些

贴切现实且形象和理性兼有的问题。如此类推 ,只要抓住了学生在不同时期不同兴趣特点 ,在问

题设计时 ,利用语文的丰富性和形象性 ,采用不同的内容 ,运用不同的方法 ,靠近他们在不同阶段

所共同拥有的
“
兴奋点

”
,使得我们在问题设计的过程控制中击中要害 ,让学生解答时 ,感到真正

解渴过瘾 ,进而深深迷恋语文学习和语文课堂上提出的问题 ,就可以从根据上解决语文学习兴趣

的问题。

(二 )思维的发展特征要求问题的容量大小、难易程度和侧重点必须得到很好的过程控制。提

问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有趣 ,而是用有趣的方式激起人们解答问题的欲望。因而 ,开启学生智力,培

育学生思维才是提问的最终目的,因为
“
学语文离不开思维的积极参与 ,只有通过独立思考 ,才能

达到理解、发展智力、提高语文能力的目的
”El妇 。然而 ,学生的思维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而

教育是使思维发展的可能胜变为现实性的必要条件。因此 ,问题设计就应有意识地为思维发展的

可能性创造条件 ,只要提出的问题与思维的过程相一致 ,问题设计就可以促进或加速思维发展的

进程。林崇德等人的研究表明:小学儿童思维品质发展的潜力是很大的 ,要是教育得法 ,这个潜力

就{能获得很大的发展 ;相反 ,如果不因势利导 ,这个潜力就发展不出来
n5]。 所以,面对语文的无序

状态 ,我们在问题的容量大小,难易程度和侧重点上应有意识地应和学生思维发展的进程 ,并对

所提的问题进行很好的过程控制 ,否则 ,我 们所设计的问题将会事倍功半 ,乃至延缓思维发展的

进程。因此 ,我们在问题设计时要达到应和思维的节拍恰到好处地实现课堂提问的过程控制 ,就

必须了解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然后根据其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 ,结 合相关的教育材

料 ,不断转变问题的内容 ,难易和侧重点。
“
如童年期(六七岁——十一二岁)的学生的思维特点具

有较大的具体性和形象性 ,抽象思维能力还比较弱 ,对抽象的道理不易理解。少年期(十一二岁

——十四五岁)的学生,抽象的思维已有很大的发展 ,但经常需要具体的感性经验作支持。青年初

期(十四五岁——十七八岁)的学生 ,抽象的思维属于主要地位 ,能进行理解的推断 ,富 有远大的

理想,关怀未来的职业
’’E1四 。我们根据材料设计的问题就应有相应的较变。对童年期的学生 ,所提

的问题应集中在具体的知识和浅显的道理上 ,切忌问题的极大隐蔽性和题干答案的抽象性 ;对少

年期的学生 ,问题设计应加强理论性和抽象性 ,以 适应抽象思维的不断发展 ,但问题的理论和抽

象应和学生的实践生活体验以及所使用的材料实际相结合 ,切忌问题的过于艰深和脱离学生实

际的抽象 ;对青年期的学生 ,设计的问题应该着意深化其抽象的程度 ,密集思考角度较广的问题 ,

并在问题中融入辩证的观点 ,从而培养学生辩证逻辑的思维能力。

总之 ,我们在问题设计的过程中,在问题的内容、难易和侧重点上应紧扣教学对象的思想维

发展阶段 ,既不超前 ,亦不滞后 ,既反对少年问题的成年化 ,又反对青年问题的儿童化 ,只有这样 ,

'我们的课堂提问才能符合教育工作规律 ,才能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三 )社会认知的不断拓展耍求问题隐含的社会信息必须得到很好地过程控制。语文教学的

核心是语言文字。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 ,而
“
符号是社会的产物 ,它要经过人们的约定 ,赋予一定

的价值 ,才能起交际工具的作用
”n饲 ,也就是说语言文字的

“
音和义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约定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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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E1田 ,因此 ,语言本身和它所表示的意思之间既没有性质上的相似性 ,也

没有客观上的必然联系,什么样的语言表示什么样的意思 ,只 不过是使用者的约定而已。所以 ,语

言这种符号和它所表示的意思之间 ,不但增加了一层间接性 ,而且还有其独特的局限性 ,需要读

者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去领悟。学生只有熟悉社会生活,才能充分理解并真正把握语言文字。

社会生活不但是学生理解语言的前提 ,而且是激励学生完成语文学习任务的最根本的动因。

近十多年来 ,大家对提问的激趣性给以高度的关注 ,这无疑是对的。正如孔子所说 :“ 如之者不如

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E19]只

有
“
乐知

”
才能造就不断学习的根本动力。然而 ,激发兴趣只是

表层的认识 ,关键在于要弄清解答问题的兴趣究竟从何而来 ,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和长期维持

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杜威等人认为 :“ 思想起于应用 ,终于运用 ,思想是运用从前的经验来帮助

现在的生活 ,要预备将来的生活。
”
所以,人类思考问题的兴趣都由社会生活的需要唤起 ,不 同的

需要唤起不同的兴趣。只有当学生感到他所要回答的问题正是他个人现实和未来的需要时,他才

会产生真正的兴趣。而个人的需要是不能离开和违拗社会的需要的。所以,在课堂提问的设计过

程中,我们应根据学生曾了解的社会生活,现阶段所接触的社会现实 ,心中正渴求弄清楚的社会

现象和课文中的相关内容综合考虑 ,这样才能避免语文教学研究上的学究式倾向,才不会隔断中

学语文教学与社会生活的天然联系,才不会背离学生现象与未来的需要 ,才会让学生在解答问题

前产生渴求之心 ,在 问题解答后产生解渴之感。

然而 ,学生对社会认识是一个不断拓展的过程。皮亚杰认为 :“认识既不发端于客体 ,也不发

端于主体 ,而是发端于联系主客体的动作(活动)之中,活动的特性就在于它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

过程。
”E2°]因 此 ,学生这一主体对社会这一客体的认识也应产生于他们彼此联系的活动之中,那

就是学生对社会不断接触从而产生对社会的认识。可是 ,学生对社会生活的接触面是随着年龄而

不断拓展的 ,正如美国 20世纪著名的心理学家认为 :“生活空间也是一种一种认识结构。这种结

构可以分化为不同的区域 ,而随着年龄的增加 ,知识经验的丰富 ,这种分化的程度也就越高。吼21

因此 ,学生的社会阅历处在不断丰富和不断扩展的过程之中,课堂提问只有依据其发展的水准和

不同阶段的拓展程度 ,才能促使学生将课内的知识与课外的相关现象有机联系,从而顺利而愉快

地解答提出的问题 ;如果不顾其发展过程,不加考虑胡乱地提出与其社会阅历不相称的实际问

题 ,学生在缺乏感性而理性又不能达到相应高度的情况下 ,教师的提问只能是浪费时间的无聊之

举。

教学切忌无的放矢 ,必须要有明确的目标。面对语文的无序状态 ,我 们更要遵循有的放矢的

教学原则q“语文教育 目标要受教育总方针、总目标的制约,要依据教育总方针、总目标来确

定
”E22彐 。总目标虽然在相关的规定中显得简单明了,但实现总目标却需要一个艰辛复杂的过程。

正如控制论认为 :“对于任一闭环控制系统 ,在输入的同时 ,输 出即达到目标值是不可能的。
”r2⒊

这是由于系统内外的多种原因而使
“
输出量一般表现为振荡过程

”L2硐 。而总目标就是在这一振荡

过程中不断调整 ,从而得以实观的。总目标之下总有无数个子目标 ,而这一复杂的振荡过程就是

由无数个有序的子目标所组成的清晰的轨迹。然而 ,最为关键的是 ,子 目标排列的轨道必须有序

而且清晰。所以,在语文教学中必须有效地控制子目标的发展过程 ,从而使
“
这个振荡过桎随时间

推移而衰减
”E2曰

,从而在
“
经历一段时间后 ,输出量将趋近或达到目标值

”E2四 。要使子目标实现有

序而清晰的过程控制 ,富有启发性的课堂提问就必须应和子目标运行的轨迹 ,否则 ,子 目标清晰

有序的轨迹则成为一纸空文。因此 ,我们在语文教学的课堂提问中应大力推行在子目标的过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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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实现课堂提问的过程控制 ,在课堂提问的过程控制中体现子目标运动轨迹的基本原则。比如

在初中语文第二册的记叙文单元中,其训练重点在于掌握记叙文的要素和基本的记叙方法 ,而高

中语文第二册的记叙文单元侧重训练选材和结构。两个不同阶段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子目标 ,我们

所提问题的内容、难点、方式等就必须充分扣住两个阶段的子目标 ,让学生循序渐进地不断完善

和丰富记叙文的有关知识。

语文教学的根本是语文教材 ,它是学生在学佼获取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发展智力的根

本凭借 ,因此 ,要实现课堂提问的过程控制 ,就必须运用前面的几点挖掘教材的隐性序列。

耍挖掘语文教材的隐性序列 ,首先要考虑单元之间的相互联系。语文教材系统是一个整体 ,

而每一个单元占据了不同的网点 ,学生便是踩着这些网点逐渐将整个系统了然于胸的。要使学生

的进程与网点的自身作用相一致 ,我们的课堂提问就必然要受到单元教学的控制 ,我 们对教材序

列的挖掘也就离不开对单元间关系的分析。如现行的高中语文必修本中,一共设计了 40个单元 ,

记叙文单元有 6个 ,议论文单元有 8个 ,说 明文单元有 3个⋯⋯众多的单元构成了高中阶段语文

训练的系统 ,我 们就应该把握住各个单元在训练学生过程中的地位来设计课堂提问。就 8个议论

文单元而言 ,先是让学生把渥观点和材料的关系,明确材料和观点之间的统一性。在此基础上 ,让

大家明白议论文应围绕中心展开论述 ,然后让大家掌握论证的思路、结构和方法。如果说这四个

单元是完成议论文的定格训练 ,那么 ,第五六两个单元则在定格上升了一层 ,开始训练大家辩证

分析的思维能力和准确简洁的语言能力。如果能够让学生踏实地、熟练地掌握并运用这六个单元

的知识点 ,学生对议论文的阅读和写作便已经很容易了。最后在此基础上拓宽范围,介绍思想评

论、文学评论以及杂文的特点。很显然 ,议论文的八个单元处于八个不同的网点 ,而这些网点又很

清晰地画出了议论文知识的发展轨迹 ,我 们的课堂提问就应一丝不苟地抓住每个网点在发展申

的位置 ,由 浅入深地训练学生。如果超越某个网点的固定位置、打乱知识点的发展轨迹 ,Rll容 易引

起学生在思维上的混乱 ,从而显得杂乱无章而效果不佳。

其次还必须考虑一个单元内部每篇文章的内在联系,然后在单元总目标的统领下确立各篇

课文的子目标。就同一单元教学的内部而言 ,尽管训练重点一祥 ,但要达到这一训练目的 ,不同课

文有其不同的作用。如何让学生踏过一篇篇课文顺利地走向目的地 ,课堂提问就必须弄清每篇课

文在该单元中的发展网点。否则 ,篇篇课文-个模式一个重点 ,教材序列又何谈挖掘。例如 ,在高

中语文第二册的第二单元中,训练重点是把握记叙文的精巧构思:我们的课堂提问就可充分挖掘

每篇文章的侧重点 ,《猎户》强调结构中的铺垫和烘托 ;《土地》重在以总分总的结构展开联想 ;《黄

山记》则重在体会构思的新颖奇特和各部分的内在联系⋯⋯一篇一个重点,一篇一个发展网点 ,

在序列的前进中设计问题 ,效果会比面面俱到好得多。

除此之外 ,就一篇课文而言 ,也应注意发掘其内在序列 ,因 为 ,学生学习课文要经过感知、理

解和巩固的过程 ,表现在教学上则分为
“
预习

”
、
“
讲授

”
和

“
复习

”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中,学生对

课文的理解和感知的程度各不相同,我们的问题设计也应体现这一点。预习时的提问重在检测学

生对课文信息的吸收和处理能力 ,讲授过程中的提问则是在大家吸收信息的基础上对文字的理

解和判断能力,在复习阶段则主要考察大家对该篇课文的综合理解和基础知识的巩固程度。因

此 ,在具体课文的教学中,我们的课堂提问也应注意挖掘其内在序列而完成它的过程控制。

总之 ,要成功地实现课堂提问的过程控制。既要注意学生的兴趣、思维和社会认知的阶段性

转变 ,也要注意搞好子目标过程控制 ,还要注意挖掘教材自身的隐性序列。



第 4期 张伟:试论语文教学中课堂提问的过程控制 139

注释

El彐陈日克《得法养习历练通文》,全国中语会第六次年会论文。

【zl转引自曹孚《外国教肓史》,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 91页。

E8彐转引自哈尔其夫《教育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 19Bg年版,第 l吨9页。

E4彐张志公《再谈语文课的几个问题》,《 中国语文λgT8年第4期。

【5“礼记 ·学记》。

EC△论语 ·卫灵公》。

″“论语 ·季氏》。

EB∶朱智贤等《发展心理学研究方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g1年版。第49页。

EglE1硐扬成章主绾《语文教育心理学》,四 川教肓出版社 190d年版,第 lO页、第Tg页。

ElO3【 18彐高王祥《个性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 zdl-扭2页。

Elzl布鲁纳《教育过程》,文化教育出版社 19gg年版,第 s/-58页。

ElsaE16彐林崇锶《教育与儿童心理发展》,C北京师范大学学报》l如4年第1期。

【1G3王道俊、王汉润主缟《教育学》,人民敬育出版社 19gg年版,第 57-sB页。

ElFJElgJ叶蜚声、徐通锵等《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 26-刀 页。

E19“论语 ·雍也》。

EzOlEz1彐高觉效主绾《西方心理学的新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 19gz年版,第 lO8页 、第 197页 。

E2四扬成章等主编《语文学科教育学》,西宵师范大学出版社 19gO年版,第 z/页。   
°

E2s3moaEzsJDsJ王 雨田主编《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与哲学》,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Bg年版,第 56-57

页、第Bs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