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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小学数学教师的主题式专业发展，研究设计出相关的教学工作坊，在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和思

维、教师根据情境提出问题的基础上，教师可以预测学生可能提出的问题，进而使得“问题提出”可以

作为帮助教师深层次探究学生思维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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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matic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is proposed, and 
relevant teaching workshops are studied and designed. On the basis of fully considering students’ 
learning and thinking, and teachers’ asking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the problem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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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may ask can be predicted and then make “asking questions” as a means to help teachers 
deeply explore students’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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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爱因斯坦曾言，“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由此可见提出问题是非常关键的[1]。
我国数学家张奠宙曾指出，数学教学需要依靠问题驱动，这正如数学教育学科的奠基人、荷兰数学家弗

赖登塔尔所言：“没有一种数学思想，以它被发现时的那个样子发表出来。一个问题被解决以后，相应

地发展成一种形式化的技巧，结果使得火热的思考变成了冰冷的美丽”[2]。理想状态下的数学教学是将

抽象的数学内容转化为使学生能够在课堂时间内能够理解的知识，而学生在课堂上进行数学问题的提出，

其实就是模拟上述过程的开始。在众多研究领域中，“问题提出”一直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智力活动，

可以提高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和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基于“问题提出”的主题式教师专业发展模式是以主

题目标和具体目标为前提，围绕主题来设置课程内容，组合专业引领、案例分析、情境模拟、问题导向

等方式的一种教师专业发展模式[3]。 

2. 现状分析 

创新能力是人的创造力的提升，而创新思维又是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因此“问题提出”

这个议题已经渐渐变成学科课程和教学改革的重点之一。我国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的总目标中

明确指出教师应将“问题提出”整合到课堂之中，增加有关“问题提出”的一系列教学活动。虽然“问

题提出”在相关文件中被高度重视，但是实际在中小学数学教材的编撰和课堂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

其中，一般中小学数学教材中问题的提出比较单一，使得教师在课堂上并没有把问题和教学内容有机结

合，这样以来，无形中就限制了学生在课堂上对数学问题提出能力的发展。同时，授课教师作为教育教

学改革的中坚力量，也必须要提高自身在课堂上“问题提出”的实践教学能力。 
截止到目前，在中小学数学教育的实践中，对如何帮助老师成为合格的“问题提出者”以及帮助他

们开展“问题提出”的教学还是远远不够的[3]。“问题提出”作为一种创新的教学手段，需要中小学数

学教师适当转变原有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所以，全身心投入去设计课堂上有效的“问题提出”是促

进数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在教师培训中，我们要摒弃传统的“被动接受”的形式，去除重理论、

轻实践的固有顽疾，力争在教师参与培训中能将学到的知识和技能灵活运用到日常教学之中，主题式培

训恰好可以弥补原有模式的不足，从而可以较好地促进中小学数学教师的专业发展。 

3. 改革内容与目标 

1) “问题提出”教学 
对于小学数学而言，解题方法一直是教与学的中心问题。因此，对于“问题提出”的研究一直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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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教与学中容易忽略的领域。“问题提出”是基于给定的问题情景而形成并表达问题的认知过程。“问

题提出”不仅是一种独立的认知活动，而且可以作为教学目标来促进中小学的学生问题提出能力的发展，

同时也可以当作一种教学手段来进行实践教学。“问题提出”是围绕既定的教学目标，依据教材中的教

学任务，教师来设置“问题提出”的情境。然后在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以互动的方式参与“问题提出”

的教学过程，进而达到既定的教学目标。所谓“问题提出”的教学就是让学生在课堂上积极提出问题，

然后教师以问题作为驱动，通过教师的辅助导引高效地完成课堂教学任务。 
2) 聚焦主题，从“问题提出”到教学实践 
“主题式”是指基于具体内容的数学问题提出教学的专业发展模式[4]。小学数学基于“问题提出”

的教学工作坊主要是以小学数学的课堂内容，在课堂上从教师提出问题到灵活运用问题入手，建立理论

到实践的专题桥梁。工作坊的目的是帮助小学教师在课堂上成为好的问题提出者，进而观摩问题和解决

问题。尝试在教案中体现“问题提出”的环节，工作坊主要体现将问题灵活运用于课堂的宗旨，工作坊

的学员务必认真学习专家对于“问题提出”相关课题的论述，通过修改教案在课堂上大胆尝试“问题提

出”教学。工作坊通过说课、观摩、研讨等方式开展“问题提出”数学教学课题研讨。对于“问题提出”

的理念，要始终围绕教材的各单元内容，使工作坊学员能够深入理解概念，增强认同感，并将基于“问

题提出”的教学信念有效地转化为课堂实践。 
3) 基于学习和思维活动，提升“问题提出”课堂教学 
对于小学数学教师而言，专业发展的本质是促进学生的学习发展。在对小学数学教师的相关培训中，

必须考虑学生作为潜在的对象。师生的了解程度在某种意义上是学生学习机会多少的标准。“问题提出”

提倡的是以学生在课堂上的问题作为驱动力，教师给以适当的辅导来达成既定的教学目标。所以，小学

数学教师除了自身具备“问题提出”的能力之外，还要能预见学生在课堂上可能提出的问题。在培训的

每一个阶段，工作坊会发布各种“问题提出”的任务，要求教师自己能够创设提出问题的情境，而且要

求老师能够从学生的角度去预见问题的类型和难度[5]。工作坊会要求教师根据课堂情境来分析问题，意

识到学生可能出现的障碍，积极了解学生的思维发展情况，进而做到因材施教，达成既定的教学目标。 
4) 主题式培训为教师提供情境支持 
一般情况下，教师的专业发展要和教学改革实践以及课堂改革相挂钩，否则对应的专业发展是不可

靠的[6]。工作坊将常用教学案例与课堂观摩作为培训方式，结合教学实践，在课堂教学中发展教师的“问

题提出”相关知识与信念，打破传统的课堂教学。工作坊通过两个方面来提升教师“问题提出”能力所

创设的任务情境，首先是早期的研究，其次是通过小学数学教材中的问题改编而成，以小数教师日常教

学的教学设计为基础，缩短小学数学教师与“问题提出”的距离，促使教师将教学任务“问题化”。在

往届的教师培训中，大家关心的只是如何做，其实教师更应该注重案例学习，在案例的情境中可以积累

学习经验，另一方面丰富的案例情境也呈现了课堂教学复杂性的一面。工作坊为学员提供了教学案例资

源库，并且可以邀请案例的执教人现场授课，向大家详细讲解如何在一节小数数学课上运用“问题提出”

来进行施教。工作坊以小学数学作为主要培训对象，采用同课异构等方式让学员直接感受常规授课与“问

题提出”授课的异同。这种将小学数学教师置身于教学情境中的培训，更有利于教师将知识转化为自己

的经验，达到较好的改进教学的效果。 

4. 实施方案与实施方法 

1) 评估师生的思维 
为了考查职前小学数学教师对数学的理解，可以将“问题提出”作为诊断工具[7]。利用“问题提出”

的方式来评估师生的思维已经有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还有部分学者研究了用“问题提出”来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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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课程对学生数学学习以及思维发展的影响。另外，“问题提出”能够使师生了解自身在概念理解上

的偏差或者错误。“问题提出”的过程可以考查小学数学教师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从教师在“问题提出”

上的表现以及工作坊中的能力可以发现，大多数小学数学教师问题提出的质量还有待提高。 
2) 用“问题提出”进行教学 
小学数学教师应该乐于接受新的教育观念，通过自身的业务提升来给学生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对

于大多数小学数学教师而言，“问题提出”的教学模式是一种新的教学观念，作为相关部门的教育研究

人员，应该给予教师充分的教学支持[8]。小学数学教师在课堂上的行为，可以改变或者促进学生的数学

学习，同时教师个人业务的提升以及教学理念的转变也可以促使教学行为的改进。教师需要积极投身于

个人业务水平的提高，这样会促使教学理念发生改变。关于来自学习情境的认知和改进科学理论的有力

支持，也有也有丰富的实证数据来证实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性[9] [10]。 
3) 课程为“问题提出”教学提供资源 
虽然有很多研究表明，家长等因素对学生的学习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学校的正规教育毕竟是促进

学生学习的主要因素[2] [11]。在小学数学的教学课堂上，利用“问题提出”开展教学已经成为关键因素

之一。当前各个国家的基础教育都在努力研讨如何利用“问题提出”进行课堂教学。利用“问题提出”

进行教学比传统的问题解决更具有潜力，因为提出问题是具有开放性的，所以课堂上学生可以在提问中

将现实生活中的经验和数学知识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激发学生的逻辑思维，而且能够促使学生积

极融入到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具体实施“问题提出”的方法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为了创造问题提

出的机会适当改编教学设计；二是增加恰当的实例；三是主动列出学生可能会提出的问题。目前现有的

教学案例库有的不合时宜，优秀案例相对较少，这就需要日常教学课程能为“问题提出”提供丰富的教

学资源。 

5. 小结 

“问题提出”可以加深小学生对数学概念的理解，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到知识内容的特征，同时可以

锻炼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小学数学教师将“问题提出”应用于课堂或者课后作业，这样不仅可以发现

学生的奇思妙想，而且可以激发小学生对生活中数学问题的兴趣，可以极大提高学习效率，并且使得主

题式工作坊对小学数学教师“问题提出”的教学信念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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