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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学活动往往贯穿于师生之间的交流活动．表现为课堂交流。课堂提问是课堂交流的重要沟通形式。本文就课堂 

提问在太学英语教学中的作甩以及如何通过课堂提问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果展开讨论，并提出提高课堂提问有效性的 

途径 ，即如何通过课堂提 问达到预期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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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堂捷问对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性 

课堂教学通过师生之间的课堂交流实现。最常 

见的课堂交 流(Classroom imeraction)形式为“IRF” 

(Initiation-Response．Feedback)，这种形式常被解释为 

“教师发问．学生回答．教师反馈(更正或评价)”。这 

个循环结束时，教师将引出第二个问题，开始第二个 

循环(Sinclair andCouthard，1975)。由于该模式旨在最大 

限度地使用于课堂时间内，而我国的实情是班级人 

数多，高校课堂仍以讲授为主，所以它也最常见于我 

国的高校课堂。课堂提问实际就是课堂教学的指挥 

棒。它引出教师讲授或讨论的话题，引导学生思考 

或回答。推进整个教学活动。大多数有经验的教师 

都重视以课堂提问的方式组织教学活动。 

课堂提问的目的有以下几种：提供一种语言或 

思维方式；获得学生的某些信息，如事实、想法和观 

点；检查学生的理解、知识和技能；活跃学习气氛；使 

学生集中精力于所谈论的话题；通过优秀学生的回 

答传授信息或知识要点，而非通过老师直接输入；给 

较弱的学生以参与的机会；激发学生思考以深人探 

讨某话题；鼓励学生自我表达；帮助学生回顾已学的 

知识；使学生感到教师对其表达的认同感，从而受到 

激励( q Ur，1996)。 

在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中，课堂提问的作用十 

分重要。语言学习的三个基本条件是语言环境、语 

言使用和学习动机。大学生在没有更多机会身处英 

语国家或英语人群的情况下，英语课堂无疑是很好 

的语言环境，课堂提问在其实现过程中，学生都自觉 

或不自觉地最大限度地使用了语言。而第三个条 

件，即学生的学习动机，既影响提问的成败，同时也 

可在课堂提问的过程中被激发。从心理学角度，课 

堂提问的实质是一个信息的沟通影响过程，沟通双 

方成功合作的意图是完成沟通的前提条件 ，在实际 

教学中表现为学习动机与沟通行为统一。从这点 

看，有必要分析学生的学习动机，从而针对不同群体 

的不同动机设计课堂提问，才能收到相应效果。 

二、学习动机是影响语言获知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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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教与学是极具吸引力的独特活动，而其 

中一个中心问题即是影响第二语言认知过程的因素 

(Spolsky，1989)。早期的研究和统计已证明且已为当 

代语言学家所认可的是：除学生本人的智力水平及 

语言学习的天生能力以外，影响第二语言获知的首 

要因素之一就是学习动机。这方面研究很多，其中 

大多数研究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强调学生 

对于目的语言群体的态度及交流。抑或着眼于人格 

心理学(psychology of personality)，分析焦虑、内向、外 

向、冒险等性格对第二语言的影响。然而，基本上所 

有语 言学家都赞 同学习动机是变化的。Oxford＆ 

Sheasin提出学生的学习动机经历复杂的变化。在实 

际教学活动中，教师们也发现有些学生在大学一年 

级表现出对英语的浓厚兴趣，但后来这种兴趣便减 

弱甚至消失了，而另外的学生可能因为未来职业的 

需要而更加重视英语了。 

耐 ＆【m n将动机分为融合兴趣项／动机 

(integrative orientatic~q)和工具兴趣项／动机(instymnental 

orientation)两种。前者表现为对 目的语言的人群和文化 

的兴趣，而后者强调学习该语言的实际价值。我国大学 

生的英语学习动机也表现为二者之一或结合体，如：未 

来职业的需要，对英语国家的兴趣，对语言文化的兴趣， 

提高自身素质等等。另外一些调查显示，大学生的学习 

动机的确影响学习效果，且以融合兴趣为主要动机的学 

生比以工具兴趣为主要动机的学生学习效果好。另一 

方面，学习动力可以是内在的(intr；nsic motivation)，这是 

学生为了语言本身而学习的一种动力；动力也可以是外 

来的(extrinsic motivation)，它来自语言学习以外的刺激， 

如父母老师的影响、考试名次的考虑等等。 

三、通过课堂提问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课堂提问在教学中，尤其在 IRF模式中可谓是 

最常用的教学方法。这里的提问不仅表现为具体的 

问题，可定义为教师所说 的以引发学生 口头回答的 

任何话语。师生的课堂交流也不仅是形式上的一问 
一 答，更是一种思想交流和心理交流，所以课堂提问 

绝非教师信口提出，而需要在备课过程中充分准备 

和设计。教师在仔细考虑如何使学生对所提问题感 

兴趣且积极参与，最终达到练习语言和激发思维目 

的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与学生进行心理交流。 

(一)保证学生能充分理解所提问题 

学生正确理解提问内容是回答的前提条件。要 

保证学生充分理解所提问题，关键是教师要对提出 

的问题有一个确切理解。这里包括两点：一是问题 

本身应该明确。教科书中本身列有许多问题 ，这是 
一

个来源。然而许多教师为了避免学生背诵教参， 

往往会自己设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不妨在课前 

先将问题提于同事，如果其他教师认为问题不明确， 

措辞含糊，那么你就有必要修改以达到提问明确。 

二是确保学生理解所提问题。由于英语不是本族 

语，学生在理解中会出现许多障碍。这些障碍来自 

学生的思想差异。学生个人动机不同，其认识态度、 

思考方式也不同，以致教师提出的同一问题，出现不 

同理解；学生所受教育层次不同，同一层次中学习专 

精程度不同，也会形成不同理解。从英语教学 中观 

察，学生在听的过程中有许多障碍，其中最主要的是 

关键词是生词，对所提问题涉及的文化背景不了解， 

学生的听力水平本身较差，不能听懂正常语速等。 

首先，教师应对大纲中词汇量要求有大致 了解。 

在不能确保大多数同学都知道的情况下，教师应加 

以解释。略微的提示或解释能帮助学生正确理解问 

题，同时也可激发学生对问题的兴趣。针对文化背 

景也是同样。西方的历史、文化和风情与中国不同， 

这些差异造成学生理解上的极大困难。例如圣经中 

的典故、历史背景、东西方的不同风俗、西方社会的 
一 些独特现象等都可能造成学生理解障碍。教师对 

所涉及文化的解释完全必要且有益，学生在了解不 

同文化、不熟悉的历史、新奇风情的同时，也会对与 

之相关的语言发生浓厚兴趣。这种兴趣，即所谓的 

融合兴趣，对语言认知极为有利。最后，对于听力较 

差的同学则应通过多次的语言输人及多给机会实践 

以提高其听力水平。 

(二)帮助学生克服回答问题的恐惧心理 

学生回答问题的恐惧心理是课堂提问中最常见 

的心理障碍。语言学家早已证明语言习得与心理学 

有极密切的关系。Penny Ur(1996)提出学生的恐惧 

心理是课堂交流的重要障碍，从而影响到学生的学 

习兴趣。学生对提问的恐惧心理原 因有多方面，但 

主要有三点：不清楚教师提问的意图；缺乏自信，不 

愿当众陈述 自己的观点；对教师有恐惧心理。 

对于第一点，教师在备课中就应有充分准备。 

学生往往抱怨老师提问的范围太大，一时无法找到 

确切答案。因此教师应及时提示。其中最主要的方 

法是使问题具体化，例如使用数字，学生就会觉得容 

易得多。此外，将一个大问题分成几个小问题来问 

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如在“why I teach”一课中，教 

师如果问“what’s your opinion of be'啦 a teacher?”，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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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可能感到无从下手。但如果教师紧接着问“Do you 

sllto be a teacher in the future?”“Could you give two 

for your choice?”，学生就会觉得容易回答。 

对于第二点，应视具体情况。内向型性格的学 

生往往不愿当众讲话，这并不证明他们缺乏自信。 

但许多语言学家在性格与语言认知关系的研究中证 

明了外向型性格的人语言接受较快。语言表达本身 

就是语言习得的重要过程，所以教师应鼓励这些学 

生多讲话。而对那些真正缺乏自信的学生，教师则 

应绘其提供适当机会，使其有一种成就感。成就感 

是治疗自卑心理的良方，也可能是兴趣的开始。 

对于第三点，要求教师必须设计、构建和学生间 

的良好关系。 

(三)发展是好的师生关系 

在公共关系沟通的平衡理论原则中，强调了利 

用“相似性”人际吸引为中介，通过沟通而使沟通双 

方产生认同，达到平衡。这里的人际吸引指喜欢。 

传者的观点所蕴含的信息会在接受者内心激起一种 

心理力量，驱使其与传者产生认同。 

当代教学法，尤其是交际法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student-centred teaching)，提出良好的师生关 

系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必趣和学习效果。大学生 

不同于中、小学生，他们对社会和人的认识有自己的 

观点和主见，因而对教师的要求就仅是有一颗爱心。 

大学生和教师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企业管理 

中群众和领导的关系。从管理心理学角度，一个教 

师领导功能的实现主要通过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力完 

成。教师的影响力指教师在与学生的交往中，以其 

身份和个性特征影响与改变学生的心理与行为能 

力，包括强制性(地位、观念等)和 自然性影响(夏国 

新，199‘1)。其中自然性影响对大学生最直接和有力。 

教师要实现对学生的自然性影响，以下素质必不可 

少：第一，教师的业务素质要高。在科技时代，知识 

和才能是事业成功的希望和关键，有才干的教师才 

能给学生一种信赖和成功的感觉。第二，教师应加 

强人格修养。好品格会给人带来敬爱感，并诱发人 

们模仿和认同。第三，教师应做学生的知心朋友。 

师生关系亦是一种人际关系，存在情感联系。良好 

的师生关系不仅能使学生容易接受教师的影响，而 

且还能成为其上进的动力。这是因为情感亲密，心 

理距离小，容易产生认同，进而容易产生影响。反 

之，师生之间心理距离大，则导致教师的影响力降至 

零，甚至出现负值，表现为学生从对教师的排斥和对 

抗转为对教师所教授科目的敌视。 

(四)提 问要有价值和意义 

大学生的思想已趋成熟，其学习英语的动机和 

目的较明确。笔者曾对南京师范大学中文、数学、地 

理、物理、化学等专业的 230名学生做过关于英语学 

习动机的调查。结果显示 8o％的学生学习英语主要 

是因为英语的广泛用途及考试要求。同时，78％的 

同学明确指出通过四、六级考试和提高英语交际能 

力是目的。换言之，绝大多数学生是出于工具动机 

(insmrnental orientation)。老师应充分了解学生的需 

求。英语交际能力不仅表现于问候、介绍、道别等简 

单的语言场景，对于大学生则更多体现于充分表达 

见解及用英语交流思想和探讨问题。因此，好的问 

题应是具有挑战性、学生必须用心思考才能回答的 

问题，这种问题往往帮助营造一种竞争的课堂气氛， 

而这种竞争的气氛又可从外界绘学生学习的动力 

(extrinsic motivation)。Penny Ur指出，面对具有挑战 

性的问题，学生会积极思考。如果回答正确，其成就 

感则会进一步提高其学习兴趣。 

提问的价值并非仅是要学生找出正确答案，它 

应激发学生的思维，或给以启示，使其感悟到某种规 

律。许多好的问题并无唯一或正确答案，即开放问 

题(open．∞ded questic~)。对于大学生，开放问题比封 

闭问题 (closed．ended quesfic~)更具魅力。封 闭问题 

的局限在于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对于这类问题，学 

生可能更多地考虑何为老师所期待的答案，而不能 

放开思路，从更广的方面思考。开放问题则可让学 

生在想象中自由翱翔，捕捉那些偶然问在脑海进发 

的思想火花。 

(五)教师对学生的反馈应带鼓励性 

在“刺激．反应．反馈／强化”(Initiation．Response- 

feedback)模式的课堂交流中，教师的反馈极其重要。 

反馈由两部分组成：评估和纠正。评估是评价学生表 

现，可以是一个分数，也可以通过教师的赞同、赞赏和反 

对表现；纠正是给予学生具体信息，指出正误所在及原 

因。评估和纠正之间，可以只评估而不纠正，却不可以 

只纠正不评估。对于评估和纠正，不同学派有不同主 

张。听说法(A．di．h J日li∞)主张避免反面评估，只绘正 

面评估，即强调回答的正确部分，至于纠正，听说法认为 

错误会在不断的学习中逐渐减少，因而没有必要纠正。 

与其相反，技能理论(sldⅡTheOry)主张学生应清楚 自己 

的实际情况，因而真实全面的评估很重要。同样，认知 

符号学习(Cognitlve-code．k妇m_嘴)认为错误在学习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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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应 及 时纠 正以 避免再 次发 生。交际 法 

(~ eative印pⅫ )认为语言学习的主要目的是接 

受和传达信息，因此纠正错误应放在影响理解的方面而 

非语法、词语的用法上。 

笔者较赞同交际法的观点，教师的着眼点不应 

放在语法错误上，纠正错误不是主要的，反馈时激励 

学生是主要的。Jane Wills在 A m ★for Task- 

boned1．ea,,aag中指出，满意和成就感是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的两个主要因素。如果学生通过自身努力获 

得某种成就，他们就更愿意在下次提问中参与。语 

言学习中出现错误很自然，教师在指正错误的表达 

上应注意技巧，针对学生的个性采取不同态度和方 

式，其目的是促进学习。 

综上所述，课堂提问作为课堂交流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目的是激发学生思维和提高学习兴趣。英 

语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其主要任务之一即 

通过课堂交流激发学生对英语语言文化的兴趣，以 

及最大限度地从外界给予其学习兴趣和动力。 

四、检验课堂提问的有效性 

课堂提问贯穿于整个课堂教学，课堂效果又可 

通过师生的交流体现。语言教学中，提问的目的是 

诱发学生主动使用语言，因此，有效的提问往往是引 

发学生迅速、主动给出相关或完整回答的关键。相 

反。如果学生的反应是长时间沉默，或只有个别好学 

生回答，或回答过于简短，提问都是失败的。检验课 

堂提问的有效性以下标准值得借鉴。 

第一，明确性(ctmty)。学生是否完全明白提问 

的内容以及教师所期望的回答形式。比如“A fe'a 

people in the world maintain that we should go back to 

nature t,y rejecIing modem facilities and teehnology Is 

this fight?”教师是否给了学生足够的时间考虑．使其 

明白这个问题绝非只要他们回答“Yes⋯‘No”，而是为 

什么。 

第二，学习价值(Lemming value)。教师应审视提 

问是否激发学生思考所学知识，学生的回答是否能 

引出下一步的学习课题。如果提问是为了消磨宝贵 

的课堂时间，或单纯为了引起学生兴趣而讨论些无 

聊的话题，那么便与学习价值相悖。 

第三，兴趣(Interest)。问题所含内容学生是否 

感兴趣，是否具有挑战性，是否能激发学生思考。这 
一 点从学生表情、言语的反应便可感知。当然，学生 

的兴趣存在差异，给不同专业的学生设计不同讨论 

话题或许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第四，可获得性(Availability)。如果问题只有少 

数几个同学可以回答则不具有可获得性。对于具有 

挑战性的问题，教师只要给学生少许考虑时间或略 

微提示，便可使大部分同学共鸣并参与进来。 

第五，延伸性(Exten~itm)。提问应鼓励多样或延 

伸的回答。因此，应尽可能使用开放提问，以激发学 

生思考。 

第六，教师反馈(Teacher's reslx：mse)。教师应用 

正面强化，即用肯定和赞扬的方法给学生一种成就 

感，激励其学习兴趣；即使回答欠佳，也应使其感到 

自己得到的是尊重而非讥笑。保护学生的自尊心是 

教师反馈的基础。 

课堂提问的有效性是教学的重要保证。教师在 

设计问题时应遵循以上标准以达到激发学生思维、 

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大学英语教学属于第二语言 

教学。课堂提问是师生课堂交流的重要环节。课堂 

提问应以激发学生思考。鼓励学生主动使用英语，提 

高学生英语交际能力为目的。有效提问应明确、有 

趣、有学习价值、有可获得性，其答案具有延伸性，教 

师反馈应具有鼓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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