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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优质提问的特征探析

谭晓云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探析语文教学优质提问的特征，是建构以优质提问为核心的语文教学优质范式的基础。优质的语文教学

必须是高效且长效的教学，是进行语言训练与语言实践、语言体验与语言感悟、语言生成与语言创造的教学。优

质的语文教学提问的特征最终都会表征为语用清晰化、语用逻辑化和语用智慧化。只有具备这样的语用特征，

语文教学提问才能真正实现优质化，并促进语文教学优质范式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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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优质教学范式的研
究逐渐成为语文教学研究的热点。越来越多的研究

者和一线教师在反复的实践探索中逐渐意识到，较

之于高效的语文教学而言，兼有高效性及长效性的

优质化教学，才是语文教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追求。

语文教学优质化的实现有多种路径，其中，优质教学

提问是促进语文教学实现优质化的重要路径。

本文考察语文教学优质提问的特征，为建构以

优质提问为核心的语文学科的优质教学范式探寻学

理基础和操作指标。

一、语文学科的教学特征考察

（一）学科性质定位下的语文教学特征

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认识，历来存在争议。有

学者持“一性说”，认为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是“工

具性”，或“人文性”；有学者持“多性说”，认为语文

学科的本质属性就是“工具性、思想性、实践性和综

合性”［１］。近些年来，较为公认的本质属性之说，是

“二性说”，即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２］按照《现代

汉语词典》（第五版）的解释———本质即指事物本身

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

本质属性必定是其众多属性中最为核心、最具区别

性，囊括二性而又超越二性的一元属性。显然，“工

具性”和“人文性”是语文学科的重要属性，但不是

本质属性。

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什么？“平常说的

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

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

一起说，就叫语文。”［３］从语文的定名者叶圣陶的解

释可以推导：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就是口头语和书

面语的本质属性，也就是语言的本质属性。那么，语

言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在传统的工具理论看来，语

言是思维的工具，所有的语言交际和语言表达，都要

借助语言这个工具才可能得以进行。随着语言研究

视野的丰富，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有了更为多元的理解。在现象学的研究中，语言既

是一种理性的表达，也是一种直觉的体验，马克思·

范梅南认为：“语言总是使我们的意识理智化———

语言是一种认知工具。语言还可以唤起我们对生活

经验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又是非认知的。”［４］在语文



研究中，刘大为从思维和语用的关系出发，区分了语

文教学中的“语识”和“语感”：凡是可以被语言化的

思维状态就是“语识”的状态，而无法被语言化的思

维状态就是“语感”的状态。［５］这些探究，从不同角

度和层级，丰富了语言这个概念的理解，同时也共同

揭示了语言的本质属性———和思维密不可分。语言

是思维的外在形式，思维是语言的内部机制。语言

和思维具有共生性，语言的本质属性就是思维性。

思维性决定了语文教学特征的本质就是对学生的思

维进行塑造。

（二）学科教学目标解读下的语文教学特征

关于语文学科的教学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有不同的概念表述。新课标（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定位了
语文教学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什么

是语文素养？“从内容上看，语文能力是指阅读、写

作和口语交际能力，它重在功用性。而语文素养的

概念宽泛得多，它所涵盖的内容包括：字词句篇的积

累，语感，语文学习方法和习惯，识字、写字、阅读、写

作和口语交际的能力，知识视野，情感态度，思想观

念，思维品质，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人文精神，等等。

语文能力被包含于其中。”［６］在课标的设计者巢宗祺

的解读基础上，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语文素养进

行了各种解读：语文素养就是对语文长久的修养和

训练（倪文锦，２００３年）［７］；语文素养就是在语文学
习和实践中，对自身涵养进行内化的过程（李良品，

２００４年）［８］；语文素养是包括语文活动技能层级、语
文认知心理层级、语文个性心理层级和语文文化层

级等在内的复合性概念（李海林，２００５年）［９］。
从这些解读中可以看到，首先，语文素养是一个

动态的、具有层级结构的复合体，在这个复合的概念

体系中，语文能力是其核心要素和主体构成。其次，

语文素养的获得，主要的依托途径是语文能力的发

展：一方面，素养的养成，最终要通过语文能力的外

在表现———听说读写来体现；另一方面，素养的养成

过程，必须依托语文能力的内在动力———内在语文

能力的培育来实现。显然，语文素养的目标实现和

语文能力的培养密不可分。基于语文学科的本质属

性———思维性，对学生进行语文素养的提高和培养，

主要有两大路径：通过语言化的反思性思维的塑造

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通过语感化的创造性思维

的培育来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其中：反思性思维

的塑造，是实现语文素养培育的及时的、显性的教学

目标；创造性思维的塑造，是完成语文素养培育的长

效的、隐性的教学目标。同时指向语识训练和语感

培育的语文教学才能真正实现语文教学的核心目

标———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并最终实现语文教学

的优质化。

（三）语文学科的教学特征

从语文学科的性质定位、目标解读的考察中，可

以看到，语文学科的教学必须在遵循语文学科的本

质属性的基础上，瞄准语文学科的核心教学目标而

进行。这样的教学是以学生的思维发展和思维塑造

为核心的教学，这样的教学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征：

１．语文教学是进行语言实践与语言训练的教学
作为一种母语学习，语文学习不是以接受语言

知识为目的的学习，而是以语言使用为目的的学习。

这样的学习，要求语文学科的教学必须进行语言实

践或语言训练。通过对大量语言材料进行实践和训

练，提高学生听、说、读、写的外在语文能力，促进学

生语识的获得，塑造和发展学生的反思性思维；同

时，也提高学生的内在语文能力，促进学生语感的获

得，塑造和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通过语识的实

践和训练，指向语感的培育和发展，对学生的思维进

行全方位的塑造，是语文教学的首要特征。

２．语文教学是进行语言体验与语言感悟的教学
作为一种母语学习，语文学习主要是以一种语

感的方式来实现的。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和表达，无

论是审美的、情感的还是社会的、文化的范畴，都带

有很多直觉性的领悟和下意识状态的实现。这就要

求我们的语文教学，必须要依托于学习者对大量的

文本进行阅读和积累，对文本材料的语文意义———

包括语言意义，以及伴随着语言意义而来的文学意

义、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等进行体验和感悟。语感

获得的过程，是涵养、内化学生内在语文能力的过

程，同时，也是促进学生听、说、读、写的外在语文能

力提高的过程。体验和感悟，通过语感的涵养和内

化，指向语识的实践和发展，对学生的思维进行全方

位的塑造和发展，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特征。

３．语文教学是达成语言生成与语言创造的教学
语文学习，在经历语言训练和语言实践、语言体

验和语言感悟的过程之后，最终都要达成语言生成

与语言创造这个目标。在获得语言生成与语言创造

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通过语言训练和语言实践，

实现听说读写等各种语文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我

们通过语言感悟和语言体验，不断进行着各种体验，

让思维处在语感的状态，同时也力图把各种体验进

行转换，让思维达成语识的状态。这个语言化的过

程，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语言生成的过程，一个语言创

造的过程。对语言的体验和感悟，对语言的训练和

实践，最终都要达成对语言的生成和创造。达成语

言生成和语言创造，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特征。

二、基于学科特征考察的语文教学优质提问的特征

语文教学优质提问的特征是基于语文学科教学

特征下的具体表现，因此，在语文学科特征的考察基

础上，可以更为清晰地观察到语文教学优质提问的

特征，即高效又长效。高效意味着教学提问必须作

用于课堂的当前状态，并通过课堂的及时检测和直

接反馈，有效地实现教学的显性目标，如对知识的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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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对技能的训练、对情感的体验等。长效意味着教

学提问必须作用于课堂的未来状态———指向学生的

未来发展，并通过课堂的间接反馈长效地实现教学

的隐性目标———对能力的养成、对智商和情商的开

发、对人格品质的塑造等等。优质的教学提问，既要

高效，又要长效；既要满足于课堂及时的显性的教学

目标的实现，又要作用于课堂的未来状态和学生的

未来发展，满足于课堂长期的隐性的教学目标的实

现。高效而长效的提问才是优质的语文教学提问。

（一）语文教学优质提问的特征体现

优质的语文教学提问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

四个方面：

１．指向教学目标的特征
优质的语文教学提问在教学目标的实现上，清

晰、逻辑、智慧地指向语识能力和语感能力的和谐培

养，指向反思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同时实现，指向

“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

观”三个维度的和谐整合。

２．指向教学内容的特征
优质的语文教学提问在教学内容的处理上，清

晰、逻辑、智慧地指向听说读写等主体层面的语识训

练，也指向支撑听说读写的动力层面的语感培养，是

反思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和谐培养。

３．指向教学过程的特征
优质的语文教学提问在教学过程的设计中，清

晰、逻辑、智慧地以文本为依托，指向语言训练和语

言实践，指向语言体验和语言感悟、语言生成和语言

创造，指向探究、合作和自主发展的思维培养。

４．指向教学效果的特征
优质的语文教学提问在教学效果的预设中，清

晰、逻辑、智慧地指向教学预设的优质生成，指向显

性目标和隐性目标的同时实现。

清晰、逻辑和智慧地实现这四个方面的教学指

标，最终都必须落实在问题的设计和提问的表述上。

（二）满足优质语文教学提问特征的语用指标

在教学论的研究视域中，教学提问是一种教学

行为；而在语用学的研究视域中，教学提问是一种言

语行为。对其言语形式和言语表达进行优质化的研

究，可以建构一套语文教学优质提问的语用框架和

语用策略。为此，我们首先要对语文教学优质提问

的特征进行语用指标的考量。

１．语用清晰化的语文教学优质提问
清晰，意味着语文教学提问在问题设计和提问

表述上，定位准确，指向明晰，有目的性、有指向性。

语用清晰化的语文教学优质提问，主要体现在单个

的提问中，同时清晰地指向语言实践和语言训练，指

向语言体验和语言感悟，指向语言生成和语言创造。

语用清晰化的提问在语言表述上常常是有着这样的

关键疑问词做标记，诸如谁、什么、什么时候、什么地

点、哪里、为什么、怎样、如何等等，或者有着清晰的

提示性言说动词作为关键词标记，诸如比较、记忆、

分析、体验、感悟、评价、鉴赏等等。例如：

例１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谁？这篇小说的故事
情节是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

点？为什么他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如果是你，你会

如何进行选择？

例２你能比较分析这两篇文章在语言风格上的
异同吗？

例１和例２都是较为典型的语用清晰化的提
问。在例１中，每一个提问由于有着疑问关键词的
引导，提问的指向都非常清晰；而在例２中，“比较
分析”这一关键动词的使用，也使提问的指向非常

清晰。这类问题是语文教学提问的常规表达方式，

也是语文教学提问实现优质化的起点性指标。语用

清晰化是语文教学提问实现优质化必须满足的首要

的语用指标。

２．语用逻辑化的语文教学优质提问
逻辑，意味着教学提问在问题设计和提问表述

上，有思维的顺序，有认知的水平层级。我们知道，

认知有不同的水平层级，每一个提问都指向不同的

水平层级，而水平层级之间有逻辑顺序和逻辑关联。

一组提问的排列方式，或由浅入深，或并列，或连环

等等，都体现出一定的逻辑关系。一般说来，优质的

语文教学提问必定遵循语用的逻辑化，而语用逻辑

化的语文教学提问更多表现在一组提问构成的语篇

结构上。例如：

例３火车开进以前，台儿沟是什么样子？火车
开进以后，台儿沟发生了什么变化？（《哦，香雪》教

学提问）

例４马丁·路德金有什么样的梦想？为什么会
有这样的梦想？你能够理解他的梦想吗？（《我有

一个梦想》教学提问）

例３是由两个提问共同构成的一组提问语篇，
两个提问之间有着并列的逻辑关系。例４是由三个
问题构成的一组提问语篇，每一个提问都是理解和

回答下一个提问的前提，三个提问之间有着递进、连

环的逻辑关系。逻辑化的语用指标是两个以上的提

问所组成的提问语篇实现优质化的起点性指标。语

用逻辑化是语文教学提问实现优质化必须满足的第

二个重要的语用指标。

３．语用智慧化的语文教学优质提问
智慧，意味着教学提问在问题设计和提问表述上，

有学科的特色和魅力，有教学的个性和品位。对于语

文学科而言，语用智慧化的优质教学提问，更多表现在

问题设计的切中要害、提问表达的新颖别致、提问实施

的时机恰当等方面。一般来说，语用智慧化的语文优

质教学提问更多表现在提问的策略上。例如：

（下转第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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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创作原则。这种写作原则对于学生而言，

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可以长久地指导学生的创

作。第二，写作教师不仅应该正视写作大环境中

建构思想与解构思想并存的情况，还要看到无论

是建构思想所强调的整体、中心、意义、价值，还是

解构思想所强调的碎片、反叛、剥离、破坏、摧毁、

嘲讽，都要看到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的主动性、创新

性与求异性。主动性指学生运用材料的自觉主

动，学生可以对材料进行综合，梳理出其中的内在

关系（就像上文《春城晚报》第一篇文章那样），也

可以对已有材料进行颠覆、消解、碎片化，使材料

以一种出人意料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如上文

《春城晚报》第二篇文章）。创新性是指作者在对

材料进行建构或解构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新

颖、新奇与独特。求异性是作者在思维与创作过

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追求差异、力求新颖的性质，

它与创新性有相似之处，但更强调与读者已有的

解读方式、潜在的阅读期待存在的不同。这种主

动性、创新性与求异性，既是写作大环境的内在性

质，也体现了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这

就要求写作教师具有开放眼光和民主精神，让学

生独立思考、自主选材，或建构或解构，从而使写

作展现异彩纷呈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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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５既然离家是痛苦的，即将踏上前方的人是
惶惑与茫然的，为什么人们还要远离家乡？（《前

方》的教学设计）

例６如果你是一位在场的听众，马丁·路德金
演讲中的哪些梦想会让你热血沸腾？会让你毅然决

然地投身到改变自己命运的斗争中去呢？

例５的问题实质上是“为什么人们要远离家
乡？”如果我们采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提问，我们

说，我们达成了语文教学优质提问的起点性指

标———清晰化的问题表述。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旦

我们改变问题的语用策略和形式，采用了智慧化的

语用策略来设计问题，以反向情绪为铺垫，对问题进

行情境的创设，显然，这将更加有利于引导学生对文

本进行深度的思考。同样，对例６进行问题的还原，
我们也可以看到问题的实质：马丁·路德金的梦想

是什么？你是怎样理解他的梦想的？所以，一旦改

变提问的策略，问题的表述就有了更多的智慧含量。

这种智慧化的问题表述显然可以更多地调动学生对

文本阅读理解的激情，从而激活学生更多的思维，把

学生对文本的解读引向思维的更深处。智慧化的语

用指标，是更高层级和更高品质的语文教学的优质

提问。语用智慧化是语文教学提问实现优质化必须

满足的第三个重要的语用指标。

三、结论

综上所述，语文教学优质提问的特征考察首先

要立足于语文教学的特征考察。语文教学是进行语

言训练和语言实践的教学，是进行语言体验和语言

感悟的教学，是进行语言生成和语言创造的教学。

同时满足这三个特征的语文教学必定是高效而长效

的，因而是优质的。优质的语文教学提问的特征主

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语文教学的教学目标、教学

内容、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而这种特征最终都表征

为以下的语用特征———语用清晰化、语用逻辑化和

语用智慧化。兼有清晰化、逻辑化和智慧化的语用

特征的语文教学提问，是真正优质的语文教学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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