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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提问是一种基础的教学手段与流程，是

教师掌握学生习得程度的重要方式，也是吸引学生注意力的有效途径。 

对外汉语的教学特点 
对外汉语是一门教授语言的学科，它的教学对象具有很大的个体差异，

这些差异体现在年龄、性别、国籍、宗教、家庭、认知水平、动机等方面，
这些差异对于语言的习得具有很大的影响，教师在上课时会面临很多问题。 

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汉语学习者听、说、读、写以及实际交际能
力，其中，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是对外汉语教学最重要的目标，与国内语
文教学不同，对外汉语教学更注重实际的运用。 

对外汉语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检验学生习得情况的最便捷途径就是提问，
实时提问，就某一个新学的知识点进行提问，实时监控学生的习得状况，并
随时调整自己的教学内容。当新学了某一个知识点后，教师就其提出问题，
观察学生的掌握情况，如果整体情况可观，则继续教学进度；如果针对这一
知识点的问答普遍存在问题，则教师要临时调整教学进度，针对这一知识点
进行进一步的讲解、提问、总结。 

对外汉语课堂中提问的重要性 
早期，马欣华（1988）提出对外汉语课堂教师提问的作用有：对学生来

说，课堂提问能吸引注意力、调动学习积极性、启发思考、加深记忆，能使
学生深入地思考教师出的问题，培养学生的目的语表达能力；对教师来说课
堂提问具有评价和鉴定教学效果的作用。李金金（2015）提出课堂提问对教
师教学的好处有三点：能够激发学生在课堂上的有效反应；能帮助学生集中
注意力；能够增加学生参与课程的程度。冯至（2017）提出课堂提问的意义
在于：调动学生积极性，提高学生注意力；启发促进学生思考；完善课堂教
学；促进师生间的情感交流。 

提问技巧的高低决定着教学效果的好坏，课堂提问的作用可见一斑。在
对外汉语教学中，课堂提问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与母语是汉语的学生相
比，汉语为目的语的学习者的想法、掌握程度都可能会偏离教师的预期，很
有可能会出现截然相反的教学效果，这时教师就需要通过提问的方法及时掌
握学生的习得水平，并随时监控学生的学习状况，规范引导学生在正确的思
路上继续学习。提问在教学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是必要的，复习旧课、新课导
入、词汇和语法点的讲练、新课小结，这些环节都可以通过提问来串联，一
方面及时掌握学生的习得状况，一方面为下一步的教学提供衔接手段。 

课堂提问的原则 
冯至（2017）提出对外汉语课堂上的五点提问原则，分别是难度适宜原

则、“最近发展区”原则、互动原则、合理纠正原则和鼓励原则。难度适宜原
则确保了学生回答的准确率；“最近发展区”原则则确保了学生在巩固现有的
知识的同时能对更深的层次进行思考，既有利于已习得知识的融会贯通，也有
利于培养思考的习惯；互动原则能增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与学习积极性，活跃
课堂气氛，让学生爱上汉语，有助于教师课堂的顺利进行；合理纠正原则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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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学生的自尊心，同时也对自身的不足产生了认识，有利于下一步的学习；鼓
励原则能增强学生学习汉语的信心，也能增加他们的学习热情。 

笔者认为，除了以上前人归纳的五点原则，对外汉语课堂中提问也必须
遵循“新旧知识相结合”的原则。在学习新知识的时，当教师有意识地将旧
的知识点融合进新的知识点，既考查学生的当堂课的掌握情况也能检测过去
学习的知识是否真正被吸收，当学生表现出对于问题中蕴含的旧知识的不理
解时，教师就能检验到学生的习得成果，学生未掌握的部分也能引起教师的
思考，如何使学生能够在高效吸收新知识的同时不遗忘旧知识，以便在之后
的教学中及时调整教学内容。比如在学习《跟我学汉语》第 30 课《运动场
上有很多人》时，有新的词“打篮球”，可以联想到之前已经学习过的词
“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练习“打+运动项目”这一词组，同时
也能复习学过的东西。 

课堂提问同样也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学生的习得顺序是有规
律的，习得水平与认知水平也是遵循一定的规律的，课堂上的提问应该由易
到难、逐步推进。在学生习得水平比较低时，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学生水平
的不足，从而提问的难度较低，此时提问的目的不仅仅是检验学生的习得状
况，更重要的是增强学生学习汉语的自信心；在学生的汉语水平已经达到中
级甚至高级时，教师提问的深度与广度就应该逐层提高，提问的内容不仅仅
局限于课本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听、说、读、写和交际技能的培养。同样以
教授“打篮球”这一词组为例，不仅能提问平级难度的“打排球”“打羽毛
球”“打乒乓球”，之后还可以提问“在哪里打+运动项目”？，得到答案
“在运动场打排球”“在体育馆打羽毛球”等，最好提问与回答时都要求学
生组成完整的句子，这样有利于学生的有效输出。 

笔者认为，在面对中高级汉语水平学生的课堂教学中，提问应该遵循
“与文化相结合”的原则。中高级水平的学生已经掌握了一定量的汉语基础
知识，他们对汉语应该是比较有兴趣及热情的，在提问的过程中就不能局限
于字、词、语法的范畴，增加一点文化性的知识会让学生更有学习的兴趣。
提问的内容应该是一些学生生活中能接触到的文化现象，可能他们只是对这
些文化现象有些“眼熟”，但并不知道深刻的文化含义及意义，将这些学生
比较熟悉的文化概念与新知识相结合，学生在学习基础知识的同时也了解到
中国的文化，这对于他们接下来更深入的汉语学习有帮助，也能让他们更加
了解中国。在学习《跟我学汉语》第 22 课《你们家买不买年货》时，因为学
到这一课的学生都已经有了一定的汉语基础，可以适当的拓展一些关于中国
年货的文化知识，利用多媒体资源向学生展示一些年货图片，对于生词“压
岁钱”，就可以向学生解释“压岁”的含义，这样会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并且会逐渐了解一些中国文化，对以后的学习和日常交际都有重要影响。 

“启发性”原则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上也是必不可少的。汉语学习者
的思维和实际掌握水平可能会离教师的预期有差距，学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
错误，严重的会形成偏误，这就要求教师在提问时不能一下子把最深层次的
问题抛给学生，问题要具有启发性，教师循循善诱，一步步将思路以问题的
形式教给学生，问题逐层深入，直到学生达到教师的预期状态。 

在实际教学中，提问要有针对性。要针对学生的个体情况如年龄、性
别、国别、宗教、家庭、认知水平和习得水平，也要针对使用的教材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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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在学生学习水平有高有低、教材质量良莠不齐的情况下，教师要及
时进行调整，提问的内容也要随着教学内容的调整而调整。 

课堂提问的技巧 
“提问内容一环扣一环”是笔者总结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提问技巧。对于

学习水平不那么高的汉语学习者来说，某一个知识点可能难度较大，教师不
能通过一个问题就让学生理解所讲的内容，教师可以通过在问题中学习的方
法，讲要学的知识套嵌进问题，一步步逐层深入，并且提问的内容要有相关
性，要有难度上的递进关系，学生在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时也在内化这些知
识，对课堂教学效果有着正面的推动作用。并且让学生回答一系列的问题是
让学生有更多的语言输出的机会，操练其实际交际的能力。例如在学习《跟
我学汉语》第 22 课《你们家买不买年货》时，因果复句是本节课的重点，
可以先将知识点讲解一遍，告诉学生“询问原因用为什么，回答理由用因
为”，接着教师指着自己说“老师今天不高兴”，问学生“你们想知道原因
吗？用刚才学过的句子怎么问？”，得到句子“老师今天为什么不高兴”，
接着教师指着窗外说“你们看，外面天气不好。如果用刚才学的知识怎么回
答？”，得到句子“因为今天天气不好”。同时让学生做交际性练习，再选
几组同学互相对话，加深印象。像这样一层一层逐步推进，符合学生的认知
规律，学生也更容易掌握。 

提问时要注重示范的作用。在操练一个语言点时，肯定会有一部分学生
没有完全掌握，这时就需要借助掌握较快的学生的示范作用来给未掌握知识
点的学生做榜样，首先是模仿，接下来则是内化为自己的东西。可以先请一
个掌握的比较好的学生来回答问题，并让其他学生重复刚才的答案，让学生
有模仿的意识，最后请别的学生来回答时，掌握较慢的学生会利用模仿来回
答问题，当这类答案出现的比较多时，大家都能将所学的内容带入到问题中
去，有利于全班整体的习得。 

在提问时教师要以激励为主，当学生回答错误时，教师要得体地进行修
正，并不断激励学生回答出正确的答案。这样既保护了学生的自尊心，同时
因为是学生自己逐渐得出的正确答案，会产生学习汉语的成就感，有利于进
一步的深入学习。别的未被提问的学生也许也出现了错误，但在老师指导与
引导别人的同时，自己也会对自己的答案进行修正，随着老师对某一个学生
的指导，全班同学也收到了正确的指引。 

提问要贴近现实。提问的内容最好以真实情况或即时情况为主，教师要
善于利用手边或身边的事物，让学生有更直观的体验。比如在教学生数字的
表达法时，可以举班上同学的例子，例如：这个教室有几个人？你们家有几
个人？此类的问题更加贴近生活，学生依靠自己熟知的环境来学习汉语，更
有效果。再比如学习颜色的词时，可以不用多媒体课件一张一张翻，直接利
用班上同学所穿的衣服的颜色进行练习，可以问学生“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我们班上有多少人穿红衣服”，再让学生做交际性的练习，再在全班面前
展示，教师在学生展示之后进行重复，再带领其他的学生重复，巩固记忆。 

小结 
对外汉语课堂的特殊性决定了提问在对外汉语课堂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作为对外汉语教师不仅要遵守前人总结的课堂提问的原则，笔者建议“新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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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相结合”的原则、“循序渐进”的原则、“与文化相结合”的原则、
“启发性”原则、“针对性”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实践意义。同时也要掌
握一些提问技巧，如提问内容一环扣一环、注重示范的作用、提问时教师要
以激励为主、提问要贴近现实等。希望能通过对提问原则和提问技巧的总
结，更好地促进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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