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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近年来，各国都在进行教育评价改革，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在评价方面也提出

新要求，教师正在不断调整教学观念和教学行为，其中包括对学生的评价方式的变

化。为了改变以往重视测验评价的状况，需要我们来关注课堂评价，关注学生的未

来发展。作为课堂评价最直接的方式，理答不能再被忽视，它是课堂提问和回答中

不可分割的一个要素。而当前教师缺乏对理答的认识，无法较好地指导实践，而针

对课堂理答的研究依然不足，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因此，本论文结合所学专业，

将研究视角确定在了小学这一范围之内，希望能够呈现当前小学课堂理答的现状，

并探求确切的可操作的改善课堂理答现状的策略。

本论文采取个案研究法，深入学校课堂做好听课记录，通过课堂观察、访谈等

方法收集资料，对 J小学某教师课堂理答现状进行分析，总结问题并提出策略。论

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中介绍了研究缘起、研究意义后，进行相关的文献综

述，理清前人的成果，寻找自己的切入点，对研究所需的概念进行界定。第二章具

体阐述了有效理答的特点和理答应发挥的作用，第三章从实践出发，通过十节课的

总结分析、典型课例分析，呈现了该校中 X教师课堂理答的实践状况；从教师访谈

入手，调查教师对课堂提问的主观理解和态度。以此来分析目前教师理答行为的困

境，并得出 X教师的理答特点。最后一章结合上述分析，试图从意识、预设、技巧、

反思四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策略与建议，以期能够进一步促进小学教师课堂理答

实效性的提高。结束语部分总述此次研究中显露出的问题及今后可改进之处。

关键词：小学教师；理答行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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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ll countries are carrying on the reform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 our new round curriculum reform also puts forward the new
requirement in the evaluation aspect, the teacher is adjusting the teaching
concept and the teaching behavior continuously, including the change of the
evaluation mode to the student. In order to change the emphasis on test
evaluation in the past,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classroom evaluation and
students 'future development. As the most direct way of classroom
evaluation, the evaluating behaviors can no longer be ignored. It is an
inseparable element in classroom questioning and answering. At present,
teachers lack the knowledge of instructional responding, so they can not
practice better in teaching. Meanwhile, the research on classroom
responding is still insufficient, which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practice. Therefore, the author determine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udy in the
primary school according to the major, hoping to presen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rimary school classroom responding,and exploring the
precise and operable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status.

It is adopted the method of case study in the thesis,entering the
classroom to do a record about the lecture seriously, through classroom
observation, interviews and other methods to collect data, and analys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a teacher in J primary school, so we can summarize the
problems and propose the strategy.The thesis consists of four parts. In the
chapter 1,it i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then there are some reviews about relevant literature.We can get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redecessors, find my own breakthrough point, and
define the concept of the research .The second part of the text specially
expound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ole of the effective responding. In the
cahpter 3,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en lessons and typical examples that
come from the practice,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practical situation of the



III

teacher X in J school,and investigates the subjective understanding and
attitude of the teachers to the classroom questioning through interviewing
teacher. So as to analyze the predicament of teacher's evaluating behaviors,
and dra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er's X responding. In the last part,
combination with the above analysis,the thesis tries to put forward some
pertinent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from four aspects :consciousness,
presupposition, skill and reflec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effectiveness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classroom responding. The end
part of the overview revealed problems in the study and how to improv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Primary school teacher; Evaluating behavior;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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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1.1.1 研究缘起

1.1.1.1 深化学生评价改革的需要

英国资格与课程局于 1999 年对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评价进行调查，其调查报

告《为了学习的评价——超越黑箱》提出英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评价要从“关于

学习的评价”转向“为了学习的评价”
①
。这一举措为各国教育评价改革提供了新

方向，使得课堂评价成为新的关注点。自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取得

显著成效，教师在不断调整教学观念和教学行为，其中包括教师自身角色的观念转

变及对学生的评价方式的变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强调：要改

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

教学实践的功能。可见，注重评价主体互动化、评价内容多元化、评价过程动态化，

发挥评价的功能，注重科学性、可行性、灵活性是新一轮课程改革的需要。
②
2011

年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新课程标准中也特别提到了新型的师生关系，要重视师生间的

教育对话，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语文课程应该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

展打下基础。”
③
“学生是数学学习的主人，教师是数学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

合作者。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全面了解学生的数学学习过程，激励学生的学习和

改进教师学”“对数学学习的评价要更加关注他们学习的过程，更加关注他们在数

学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与态度，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信心。”
④
因而，在

实际教学中，课堂提问和课堂评价要多关注学生的未来发展。作为课堂评价最直接、

最快速的方式，教师理答也显得更为重要。同时，教师应该更加重视理答方式、语

言、产生的效果，在此过程中，既要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也要促进学生的学习。

1.1.1.2 教学过程的需要

课堂问答是指在课堂中，教师围绕教学目标提出问题，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来

① 王凯.英国学生评价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明. 全球教育展望，2002(10).
② 钟启泉.为了每个学生的发展，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上

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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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教师的提问，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不断引导学生思考，帮助学生理解新知识学

习新内容。这是师生间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和交流，是每一堂课上都不可缺少的重

要的一环。教师通过提问将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课堂上，进而不断激发学生的积极

性，引导他们学习新知识。学生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既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又

展现了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

课堂问答主要包含以下几环节，分别是发问、候答、叫答、理答这四方面。课

堂问答是连续的过程，其中大部分话题都是老师在主导，需要作答的问题主要由教

师设置，尤其是在小学阶段，教师会围绕教学目标，提出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帮助

小学生学习。纵观小学课堂，无论哪一学科，学生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的场面是很常

见的，对于教师提出的问题，他们都想发表自己的看法，都在积极参与。由此可见，

实践中在提问这一方面比较热烈，以此推动教学进程，能够产生较好的效果。而学

生回答问题之后教师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即教师的理答行为是千差万别的。如果教

师不能及时评价学生的回答，那么就会挫伤小学生的积极性。小学生的行为意识、

表达能力还处于基础阶段，教师课堂提问及理答行为对他们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这就需要教师来提出不同难度的问题，并能对此做出智慧理答。但回归到实际中，

并非所有教师都能够真正完成这些。有时学生做出解答以后，因为受到某因素影响

或限制，教师可能对此未能认真或全面地做出回应，以至于没有发挥出理答的作用。

1.1.1.3自身的困惑

在实习小学随堂听课过程中，笔者发现教师的理答对于调节课堂气氛、促进教

学进程有很大影响，感受到了理答的重要性。另外，自己在讲课过程中，由于自身

经验不足，当学生回答完问题后不能给出针对性的评价，只能简单地用“非常正确”

“很好”一类的评价语回应，使得课堂气氛差强人意，发现自己在理答时还欠缺很

多。在听特级教师或者教学能手讲课时，发现他们的课堂是不一样的，教师在课堂

上的语言是很丰富的，或幽默风趣，或富有韵味，或一针见血。不管学生回答了什

么，教师都能针对性地做出评价和引导，为课堂增添色彩。整节课课堂气氛是和谐

的，却又不失活泼，而且学生也特别喜欢，在这样的课堂上，似乎学生的学习状态

也发生了变化。普通教师和即将步入职场的年轻教师都对课堂教学存在困惑。基于

此，笔者决定从课堂问答中的一个小环节入手，研究教师理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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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研究意义

1.1.2.1 丰富课堂文化理论

“新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应高度重视课程的开发和利用”
①
从一定意义上

来看，教师、学生和课堂都属于课程的范畴，课程改革涉及方方面面，这些也不例

外。本研究正是关注到这三方面，因此有利于课程资源的生成和丰富。理答作为课

堂问答的一个环节，是主要教学行为之一，因此理答的好坏决定着教学的效率以及

课堂文化，理答对于形成怎样的课堂文化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教师如何对待学

生的回答，以何种方式处理学生的回答，教师回答什么，教师理答后学生又有什么

样的反应等等，这些行为就形成了课堂文化。
②
本研究梳理众多学者对理答的定义、

分类及提出的不同策略，有助于课堂文化理论的丰富，对推动小学课程建设、教师

教学方法的革新也具有积极影响。虽然研究只涉及到小学教师，但对初高中教师理

答行为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1.1.2.2 改善理答现状

近年来有关教育的改革不断增加，教师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理念、改变教学方法，

才能顺应改革潮流。理答作为课堂评价的方式之一，对学生的学习有很大影响，尤

其是天真活泼的小学生，他们会将教师的评价看得尤为重要，倘若自己回答完问题

之后教师未理会或者做出敷衍回应，会让学生产生挫败感，甚至导致以后的学习中

不愿回答问题，表达想法。当前课堂教学中提倡的是发挥学生主体作用，课堂问答

又是教学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教师既要关注提问技巧、策略，也要注意理答。

精彩的理答能让学生喜欢课堂，无论他是否能够正确回答出问题。

理论研究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反映实践，或者给实践以指导意义。由于笔者能力

有限，不能对理答做出更全面更深刻的分析。但还是希望通过本研究中反映出来的

小学一线教师课堂理答的现状，使教师更加重视课堂理答，关注到理答对学生、对

课堂、对教学的重要影响，从而在内心深处增强理答意识，通过学习或者反思自身

逐步提升理答技能，为后续的教学实践积累经验，提高自身水平，进而促进教师专

业素质的提高。特别是刚步入职场的新教师在理答方面会有迷茫之处，希望能为新

教师提供可借鉴的地方。

① 朱幕菊.走进新课程.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26）.
② 余淑君. “五度”开发 有效理答—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理答策略的实践与研究. 小学语文教

学, 200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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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综述

1.2.1 教师理答的相关研究

关于理答，对很多人来说都不熟悉它，但学者们做出过很多相关研究。有的从

教师行为出发，有的从教学行为出发，有的从课堂提问出发。学者们都本着从实践

出发的角度，经过实际观察做出了研究。许多硕士论文研究了小学阶段具体学科，

如小学语文、数学、英语等课堂上的教师理答行为，结合学科特点分析呈现出此种

状态的原因，并论述了相应的策略。还有人分析了影响教师理答行为的因素，例如：

教学内容及目标，学生因素，教师自身因素，班级氛围等，也有对比新手、熟手、

专家型教师的不同的理答特点和行为，总结出可供参考的经验。整体来说，大多都

是从现状入手，呈现出所研究学校教师整体理答特点，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

的改进措施。

1.2.1.1 课堂理答内涵丰富

关于理答，许多学者都做出过解释，但目前还未有明确的定义。他们都是从不

同视角、不同立场来说明其内涵的。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是从教师行为、教师课堂

教学行为开始的，有学者将理答视作反馈，认为这是影响师生交流的重要因素。还

有学者将其视为教育机智的一部分，可以帮助化解课堂问题。我国学者对理答的研

究都是聚焦在提问上，其中有学者支持理答是一种反馈的说法，其他学者也对此进

行了定义，如崔允漷、何春光、徐红英、陈朝辉、孙双金、马会梅等。虽然各自的

出发点不同，但都落脚在对学生的反馈、评价上，有些强调对学生的影响，有些强

调教师的行为。其中，崔允漷教授以下定义的方式做出解释：理答就是教师对学生

回答问题后的反应和处理。
①
这是当前国内都认可、使用最多的定义。

通过以上这些学者或教师对理答的定义，可以归纳出：理答是学生回答问题之

后教师做出的反馈和评价；这一行为对学生的后续学习有重要影响。本研究以崔教

授对理答的定义为参考，认可理答属于教学行为，同时属于教学评价。

1.2.1.2 理答类型多样化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理答类型的研究都很多，都有各自的划分标准，分出的

种类也不尽相同。国外学者古德和布罗菲最早做出相关研究，他们根据教师听到学

生给出答案后的反应，做出详细划分，总结出十三类，可以说概括得很全面。另外，

赖特和纳特托的分类更具有代表性，他们将其分为七类，根据的是教师所回答内容

① 何春光. 追寻智慧的课堂理答. 小学教学参考 200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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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以及教师的反应是针对某个学生还是全班学生。划分结果包含着前人的研

究，归纳起来，都是以教师的课堂反应为落脚点。

我国学者也对理答方式进行了分类研究，认同率较高的是崔允漷和项阳的分

类。崔允漷在著作中将理答细化成四大类，分别是积极反应、消极反应、转问和探

问、再组织。主要是根据教师对不同问题的反应来划分，首先是赞同还是否定学生

的答案，还有是否需要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一般来说，教师使用较多的是积极性的

肯定和表扬，尽可能鼓励学生，增强学生回答问题的愿望。不会使用过分的话语打

击学生。当学生不会回答或回答得偏离主题时，教师还是要以鼓励为主，耐心等待，

可适当提示学生。待他们回答结束后，做出一个总体的归纳概括和填充。

项阳根据大量的课堂观察和记录，将教师的理答行为从广义和狭义方面分为两

大类，并对广义的理答进行二次划分，认为广义层面可分为语言理答和非语言理答，

狭义层面主要指语言方面的理答，并将此分类应用到课堂观察表中，实践证明可与

教师的行为详细对应，使得教师的每一次反应都有所依据。

综上，学者们都是从目的、反应方式、效能等方面对教师的理答行为进行分类，

或有重合之处，但又各有不同。

1.2.1.3 结合实践有策略

项阳通过对几位一线特级教师的课堂教学实例的观察和分析，总结出了一些理

答技巧，并结合相应的案例加以说明。通过与多名特级教师访谈，详细了解他们对

于理答的态度和看法，总结他们的教学经验，详细阐述了一些常用的理答方法，即

追问、转问、澄清，需教师在实践过程中具体区别应用，除此之外，还要做好课前

的备课工作，预设理答问题，课上针对学生不同的表现，使用不同的理答方式，课

后做到及时反思课堂上的具体理答行为。

郑小龙认为，有效理答应做到言语、情感和思维三方面的引导，语言方面尽量

准确恰当；情感方面要考虑到学生情绪和心理发展；思维方面，努力做到促进学生

能力发展。她认为理答涉及课堂的各个环节，通过有效的课堂理答，最终实现高效

课堂。

一些硕士论文中也论述了如何提高教师理答水平，大多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具体学科特点探寻有效策略，还有的是根据理答的原则来提出相应的策略。

1.2.1.4 关于理答的作用

从学生角度来看，教师的评价一方面可以让回答问题的学生知道自己是否正

确，如果正确，在鼓励他的同时也激励了其他学生回答问题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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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让其他学生知道回答问题的正确方向，更加积极与老师互动，让学生在与教师的

互动中更好的学习，使课堂生动活泼起来；从教学角度来看，教师好的理答行为可

以促进教学的生成，课堂的知识是静态的，然而教师和学生的思维却是动态的，只

有将此激发出来，教学将摆脱知识的困囿，促进学生全面的发展；从教师自身来看，

有效理答可以促进自身专业素质，提升教学技能和提高自身的成就感。

1.2.2 研究评述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重在交流沟通。在学校的教学中，师生之间也离不开沟通，

尤其是课堂问答，这是最常见的形式。通过课堂提问，一方面可以引导学生思考，

活跃课堂气氛，另一方面教师可以获得许多信息。通过课前提问可以了解学情，精

准把握课堂；课中提问是最多的，也是最重要的，可以将重难点分解，一步步帮助

学生来思考、理解内容；讲完课后提问可以帮助学生回忆本课主要内容，总结重点，

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课堂提问是一种有效的教学因此当前许多学者、一线

教师对课堂提问给予很大关注，与此相关的研究也很多，这是极好的。然而却停留

在了提问上面，未能继续对“答”给予重视。在学生回答完问题之后，教师应对学

生的回答进行评价，这也是问答的一个重要环节，可是却一直被忽略。与此相关的

研究都较少关注它。

课堂上不应只是教师问学生答这种一问一答的形式，还应有一个衔接，那就是

教师的理答。听到来自尊敬的人的评价，学生可以看到自己的闪光点，还能认识到

一些只靠自己发现不了的缺点。纵观小学课堂，无论哪一学科，学生积极举手回答

问题的场面是很常见的，如果教师未能及时评价学生的回答，那么就会挫伤小学生

的积极性。目前，提问与理答在小学课堂上已成为重要的教学方式之一，小学生的

行为意识、表达能力还处于基础阶段，教师课堂提问及理答行为对他们起着重要的

引导作用。是以，教师应做到有效发问、巧妙应对、合理引导。但在实际教学中，

并不是所有教师都能够实施得如此完美。

在前人学者的研究中，其主要关注点则在于不同年级阶段的比较、或是特级教

师有效理答分析与借鉴、或是新教师与老教师理答行为的对比、又或是不同学科理

答行为的分析。笔者看来，理答是课堂教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能仅仅关注特级

教师或新老教师的比较，而应该更多的关注普通教师的理答行为。因此，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笔者试图去分析一名普通教师的课堂理答行为，以期提出优化教师理

答行为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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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设计

1.3.1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1.3.1.1 研究思路

本研究是按照一定的思路进行：研究的初始阶段是在现实中发现与所学相关的

问题，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和兴趣，寻找研究点。确定好主题之后，开始查找、

翻阅相关论文和书籍。接下来进入真实的观察地点，围绕所选主题选取观察对象，

确定观察范围，进入课堂。通过看课堂、听课堂，记录教师理答的内容、次数、表

情、动作等，课下多次与教师面对面交谈，在互相熟悉的过程中逐步了解教师对理

答的态度。将课堂观察记录和访谈相结合，认真分析后得出相关结论，并对其进行

归因。最后结合前面的分析，为小学教师如何做好理答探求策略。

在实践中观察并记录好教师的课堂实况后，将其列入量表中，对应其中的类别

一一分类填入，计算出不同类型理答语出现的次数，并计算出其在总理答语中所占

的比例，分析得出结果。

1.3.1.2 主要内容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梳理前人对理答的研究，在整理、学习的基础上，对小学教师课堂理答

进行概念界定，并对教师的理答行为分类，提出课堂理答行为的应然状态。

第二，通过对个案教师的课堂观察和对其的访谈，分析其行为，总结出该教师

的理答特点，发现其中的问题并试图进行分析。

第三，针对小学课堂中教师理答行为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改善小学课堂中理

答现状、优化教师理答行为有效性的策略。

1.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法，个案研究法是指在较长时间里通过连续调查，研究某

一个体或群体行为的一种方法。本研究采取的是个体个案研究方法。通过对实习学

校的一名教师进行个案分析，了解其课堂的理答行为的特点及对理答的认识，并深

入探讨如何优化课堂理答行为。在研究过程中使用了三种资料收集的方法，分别是

文献研究法、课堂观察法、访谈法。

1.3.2.1 文献分析法

笔者借助 CNKI 数据库进行文献搜索(截止 2018 年 1 月)，浏览了课堂理答的研

究成果，还搜寻了与问答、提问相关的研究。结合以上几方面资料的查找，开始阅



小学教师课堂理答行为研究

8

读学者们的文章、论文，然后从中寻找到自己所需的资料，加以分析，从而确定研

究问题。在前人的基础上，确定思路和研究视角进行自己的思考。

1.3.2.2 课堂观察法

本研究以具体的、在实践中观察到的课堂记录为数据来源，观察和记录教师的

实践情况，从而了解个案教师的课堂理答习惯和特点，获取真实资料。为了不影响

后续的分析，在观察过程中，采取的是“非参与式观察者”的方法，不干涉教师的

教学活动，客观观察教师的理答常态。研究地点选择的是实习小学-J 小学，对自然

情境下 X教师的课堂进行观察。

1.3.2.3 访谈法

访谈法可以与对象近距离接触，是从另一方面对课堂上观察不到的地方进行补

充。因而笔者在观察之余还对教师进行了访谈，试图从谈话中更近地了解教师，通

过谈话获取他们未显现出的、存于内心里的一些理念。在正式与教师交谈之前要列

好访谈提纲，以便交流能够顺畅连续。对于在课堂观察时的疑问，及时寻找时间与

教师交流，能得到更清晰的结果，这样研究也更可信。

1.3.3 研究样本的选择

因笔者在市区 J小学实习，有条件深入课堂收集资料，故选取该小学为研究地

点。J小学是本市一所重点小学，已成立六十多年，教育质量较高，以办出让家长

放心、学生满意、社会认可的一流学校为目标，并荣获了多项省市一级的奖项。该

校学生和教师数量都较多，设有分校区，教师以女性教师为主，主校区学生是从三

年级到六年级学生，共有四十多个教学班，一百多名教师。由于笔者实习时跟随的

指导教师是六年级语文组组长 X教师，跟随该教师随堂听课，平时帮助老师做些力

所能及的事，与其接触时间长，所以选择该教师作为个案进行研究。另外，该教师

为人热情，性格开朗，乐于分享，平时参与教研活动较多，也经常外出听课评课，

且教学经验丰富，属于熟手型教师。课堂观察和访谈均在实习期间完成，保证资料

收集的及时性和连续性。

1.4 概念界定

1.4.1 理答

通过前期文献整理发现，国外学者未提及“理答”一词，他们将其看作是对学

生课堂行为的一种反馈。因此关于理答，国外的研究中多提到的是“反馈”“评价”，

我国部分学者也支持这种观点。“理答”一词是在国内直接使用的。目前，对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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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的定义有多种，虽然定义角度不同，但最终还是落脚在对学生的评价、反馈上。

国内学者普遍采用崔允漷教授对“理答行为”的界定，本研究也认为理答就是

教师对学生回答问题后的反应和处理，它既是一种教学行为，也是一种评价行为。

①

理答行为是在教师提问学生回答之后发生的，是教师当即对学生的回答做出的

评价和反馈，但终究和教学评价、教师反馈是不同的。从对象来看，教师评价、反

馈包含的层面较广，既可针对学生的回答，也可针对其他方面的表现；理答则必须

是指向学生的回答。从时间角度来看，教师的评价和反馈具有延续性，可以是当前

的反馈，也可以是阶段性的反馈，还可以是一学年结束后总的反馈；理答强调的是

即时性。从形式来看，评价或反馈可以是书面文字呈现，也可是语言传达；理答主

要是语言形式，面对面，有时附带动作。综上可见，理答行为包含于教学评价或教

师反馈。

1.4.2 小学教师理答行为

小学是学生正式进入课堂学习的初级阶段，自学能力、自我反思能力都还处于

发展之中。虽然学生主体理念一直是重要的，但是小学生还是需要教师的引导，尤

其是学习方面。因此，小学教师更应该发挥其引导者的角色，而理答一方面可以尊

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可以体现教师的引领作用。许多一线小学特级教师都

对理答给予充分的重视，认为课堂上教师对学生讲的每一句话都体现着教师的专业

素质。

基于国内学者对不同学段、不同学科课堂理答的界定，笔者将“小学教师课堂

理答行为”界定为：在小学特定的课堂教学中，学生回答问题后，教师根据学生所

答，真诚地作出的具有针对性的评价和引导，以及对学生下一步的学习方法有促进

的反馈信息，以促进学生深入思考、不断进步为目的。那么，理答行为可以被认为

是在教师引导学生学习新知的过程中，当学生对教师的提问做出应答后，教师应即

刻予以反馈，在此基础之上，根据学生的现实能力，抛出略难一些的新问题。要做

到有效理答，就要用“发现美”的心态去看待学生，寻找他们的长处，同时要注意

以赏识为主但要适度鼓励。这样一来，可以先维持住学生继续交流的愿望，保持他

们的积极性，然后再选择性地使用一种理答方式，如继续追问或其他，来进一步使

① 朱文君. 课堂理答 ABC—华东师大崔允漷教授访谈录.小学语文教师，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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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深入问题的中心去思考，开拓新的思路，得到更有意义的提升。如果能激发学

生内在的学习动力，更有利于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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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课堂理答的特性

2.1 课堂理答的特征

课堂理答是教学过程的一部分，它自身会带有和其他教学行为一样的特点，但

它还被赋予了特有属性，需要展现其存在的特殊意义。教师若能认识到理答自身具

有的特点，对理答行为的实施可以更自如。

2.1.1 情境性

课堂理答具有情境性。这一特点是与教学的情境性一致的，任何教学进程都不

会是一成不变的，人的思维是动态的，随着教师和学生思路的转变，有时甚至是教

室环境的一点改变，都会影响一节课的氛围和效果。理答属于教学中一部分，因此

也具备这一特点，学生的答案一般都是针对教师呈现的问题而组织出来的，这两者

的行为总是会处于特定的场合之中，他们的表现会随着具体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学

生可能会有不同表现，教师也会有不同的理答。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也可为学生创

造一定的情境，例如开放的轻松的氛围，在这样的情境中，学生开始学会思考，思

维更加活跃，可能会迸发出各种各样的灵感、新奇的想法，并且敢于表达出来，说

出内心的真实感受，不再像以前那样费力“靠近”教师的答案。这种情境是师生都

喜欢看到的，如果课堂上一直保持这种氛围，那么师生之间的距离将不再遥远。因

此，伴随具体情境，需要不同方式的理答应对。

2.1.2 即时性

课堂理答具有即时性。一般教师在课堂上发问后，都会留有一定的时间给学生

思考，因为这些问题对于学生来说，都是有一定难度的，是教师针对本节课的新知

识而提出的，需要他们付出一定的努力来探索的。因此这个时间段是让学生独立思

考、理清思路、组织语言的思索时间，是学生探索新知必不可少的过程。当学生作

答之后，教师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回应，这时教师不能占用较长时间去思考，这是

为了使教学过程顺畅、连续下去，中断时间过长会影响学生的注意力。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给处于思考过程中的学生做出及时的反馈。因为小学生的注意力不能很好

地集中，倘若隔断的时间较长，他们对这一问题已没有之前那么关注。在实践中有

时会遇到这种情况，当学生回答时，教师忙于打开多媒体课件，或者板书其他问题，

没有认真倾听学生，就不能对学生做出即时的反馈，这样学生会产生消极的情绪，

对于较内向的孩子甚至可能会影响后面学习的积极性。所以当学生回答时，教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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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倾听，及时回应，等待这一话轮结束后再忙其他事，教师在课堂上教师会提问

许多问题，只要学生有回答，都需教师一个一个做出理答，即时的反馈能给学生带

来更好的学习体验。

2.1.3 引导性

课堂理答具有引导性。新时代下教师不再是单纯的“传道受业解惑”，单向灌

输，而是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引导者，与学生双向互动。课上对学生的提问和理答，

都是一种引导。对于学生的回答，仅仅回应是否正确，无其他提示，这不是真正的

理答。作为一种教学行为，理答重在判定学生答案之后对学生的引导，启发学生深

入思考、深刻理解内容、学会组织语言和正确表达。如果教师只简单地评判学生回

答的对错，学生就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哪一方面做得正确，对于错误之处还是会继

续存有疑惑。以至于他们不能从此次对话中得到启示，还是在迷茫中度过，以后还

是坚持使用这种思维方式。

2.1.4 示范性

课堂理答具有示范性。上课的场所一般都是教室，教室中包括了所有学生，因

此，教师在这一场所中的各种行为，都会影响到教室中的所有学生，理答同样如此。

当学生作答完毕之后，教师做出反应时既要考虑作答的学生，还要考虑课堂中的其

他学生。可以将做得好的学生的优点大声表扬出来，供其他学生参考学习；对于不

足之处也应指出，以免他人再次犯错，但言辞不能过于激烈。在教室中课堂上起示

范作用的可以是教师也可以是学生，其他人会相继模仿，因此，教师要挑选其中积

极的、向上的行为进行赞扬，同时也要考虑自身的影响，既要帮助学生学习知识，

也要以身作则，带给他们正能量，学会在读书的过程中思考，做任何事都言行一致，

学会与其他同学相处。

2.1.5 方式多样性

课堂理答的方式具有多样性。教师在理答时，根据不同的情况，会有重点地对

学生的某一方面，如思路是否清晰、回答内容是否具体，使用的词语是否恰当、表

达的话语与含义是否一致，做出评价，或者是从整体的方面来告知学生。在此过程

中，教师多使用的是言语理答，有时为了效果更佳，也会添加表情或者动作表示认

可，给作答者一种坚定的支持。总之，可以使用的方式很多。简单基础的问题就直

接做出判定，让他们知道对错，需要辅助时，教师要帮助修正。对于有难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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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也可进行拓展，带领大家深入分析，引导他们多加思考。要使得课堂教学更加

和谐有效，则需教师灵活应对学生的状态，综合考虑现实情况，使用恰当的理答方

式，既完成教学又照顾到学生的需要，重要的是促进学生的发展。

2.2 课堂理答的功能

2.2.1 指引方向

在完整的教学中，课堂提问是必不可少的，它对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都有

重要意义。在问答过程中，教师提问是重要的，但是学生的回答才是重中之重，从

学生的回答中，教师便能了解到他们的学情，安排下一步的教学内容。因为理解程

度的不同，学生的回答经常会存在差异，可能会出现偏离主题的答案、思考不充分

的情况。理答此时便充当重要角色，教师的回应和评价要为学生指明方向，特别是

学生疑惑迷茫时，教师可以使用恰当的理答方式，逐步将部分学生的思路引回正轨，

从而使全体学生理解此问题背后的知识。这样，就可以继续提出一些无固定答案的

问题，通过激励性的理答，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自由发挥想象，深入思考，

训练他们的思维能力。总之，教师的理答可以指引学生的思考，帮助他们深入、全

面思考问题。

2.2.2 提供示范

教育家沙塔洛夫指出：“掌握知识的标志之一，是学生能用自己的语言将所学

材料转述出来，并能找到适应的例子说明相应的原理。”
①
学生在听完教师的讲解

后，能够自己用语言将理解到的知识清楚地阐述出来，这才是真正“学会”知识，

才是完整的学习。虽然说，在学习的过程中思考问题很重要，但用语言表述出所思

所想也是个人能力的体现，只有表达出来，才能与人分享交流。正如学生回答问题

时，是要通过语言这一载体展现自己的想法和思路，但在现实中，许多学生思考得

很到位，却不能用恰当的语言表述出来，以致于回答的质量不高。因此，在小学课

堂经常可以看到一种现象，有些小学生词不达意，吞吞吐吐，满脸着急。此时就需

要教师给予他一定的帮助，理答便是最好的一种办法。例如，学生回答问题后，教

师根据他的回答情况做出评价，并请其他同学补充，然后教师使用简洁、恰当的语

言做出总结，学生便能领会到语言的魅力。这种理答方式，可以为学生做出语言上

的示范，激励学生学会组织语言，形成较好的表达习惯；也可以让学生之间互相看

① 李如密. 教学艺术论（第二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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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人的长处，向他人看齐，一起进步。

2.2.3 促进教学生成

一般，教师在备课时会预设课堂，来更好地把握课堂时间，为课上的井井有条

做准备。然而，课堂是动态的，学生是有思想、有差异的个体，课堂上总会发生意

料之外的“事件”。遇到这种情况，有经验的教师具有一定的教学机智，可以将其

引入到后续的讲解中；缺乏经验者可能会出现慌乱，无所适从。此时教师可通过理

答沉着应对。例如，当教师提问后，许多学生都各抒己见，突然有个同学提出一个

“别出心裁”的想法，那么这种情况教师是不能提前预见的。作为教师，不能无视

学生的回答，不予理睬，但有时亦不能立刻否定学生，在此情境下，教师便可以通

过理答，如追问、转问、反问等巧妙地将其转化为教学资源，引导大家来思考，并

使这位同学得到启发，使全体学生得到收获。这样，既能做到以学生为主体，又能

保证教学顺利的进行，而且对师生关系的和谐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2.2.4 满足心理需要

课堂问答是师生交流交往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在教学实践中常见的课堂互动

方式，许多教师在课堂上都会使用。哈贝马斯认为，交往是建立在主体间相互关系

的基础上的，只有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称得上相互关系，因为主体之间的关系

是互动的、双向的。
①
教师提问之后需要学生来回答，学生答完之后教师要给出即

时的评价，这样才能使提问达到应有的效果，使学习者的心神都聚焦在这里，调动

他们参与课堂的热情。理答是课堂提问的反馈环节，教师能够提出高质量的问题，

也要能做出相应的反馈评价。教师的理答行为是对学生所做努力的回应，真诚、具

体明确的理答都会给予学生良好的情感体验，满足学生渴望得到关注、得到回应的

心理需要。教师的理答水平越高，学生回答问题的质量和积极性也会越高，课堂气

氛也会随之更热烈，学习效果亦会更好。因此，高质量的理答带来的必然是高质量

的课堂和拥有乐趣的学习者，以及令人愉悦的心情。

① 朱玉静. 浅谈新课程理念下课堂教学中的师生关系. 甘肃科技纵横,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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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教师课堂理答行为的实践状况

3.1 教师理答行为的观察与分析

为呈现课堂中的具体情况，笔者在实习期间深入课堂随堂听课，并认真记录。

为确保不遗漏每一个提问和学生的回答，提前告知教师，并得到对方同意后对每节

课进行了录音，便于后期的分析。在听课期间，重点记录了 X教师的课堂教学案例,

选取了其中十节课例，授课内容均来自人教版六年级上册语文教科书。

3.1.1 X 教师理答总体频数

在呈现理答实践的具体情况前，笔者结合听课期间对指导教师数月的课堂观

察，选取其中十节课，整理出 X教师每节课中理答的总体次数，制成下表。通过这

些，可以看出教师理答行为与学生回答是否对应，从而看出该教师在课堂上是否重

视理答。

表 3.1 X 教师课堂理答频数统计表

课例 学生回答总数 教师理答总数 所占比例

《山中访友
①
》 34 26 43.3%

《草虫的村落
①
》 41 30 42.3%

《彩色的翅膀①》 40 36 47.3%

《别饿坏了那匹马
①
》 36 29 44.6%

《用心灵去倾听
①
》 39 30 43.5%

《少年闰土
①
》 39 31 44.3%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
①
》 33 24 42.1%

《老人与海鸥
①
》 37 31 45.6%

《最后一头战象①》 40 32 44.4%

《金色的脚印
①
》 36 28 43.8%

总计 375 297 44%

根据表 3.1，平均一节课学生回答问题约 37.5 次，教师理答约 29.7 次，按比

例来看，两者之间的整体比为 56%：44%，总体来看，X教师理答意识较强，比较重

①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著.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六年级语文上册.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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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对学生的回答进行评价，综合学生回答总数和教师理答总数统计，课堂中还是存

在教师未回应学生的情况，即不理答的情况。

美国学者鲍里奇（Gary D.Borich）的研究显示，在课堂上提问与回答的总数

占所有课堂对话的 80%以上，中小学教师每小时会提问题 100 个左右。①由此可见，

中国相比较来说，课堂提问较少。该小学 X教师在课上提问的次数也较少。在实践

中，教师会因为时间关系、教学目标影响，在短短 40 分钟的课堂时间内，不能做

出如此多的提问设计。另外，由于本研究中的学生正处于六年级，这是童年向青少

年的过渡期，其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日益增强，心理相对复杂而稚嫩，课堂上会越

发沉默，相比较其他年级活跃度略低，加上课文长度和难度会增加，因此课堂提问

的时间和次数也会减少。

在学生回答总数方面，一节课中学生回答次数最多的是《草虫的村落》的课堂，

最少的是《我的伯父鲁迅先生》的课堂。可能会受到课文内容影响，前一篇课文是

描写昆虫的，中间穿插了大量的想象描写，符合小学生喜欢小动物、喜欢想象的特

点，因此对这篇文章会比较感兴趣；而后一篇课文是以“我”的角度来介绍鲁迅先

生的，这和小学生的生活距离较远，相比较前面而言会乏味一些。因此授课内容对

小学生回答问题的次数会产生影响。但纵观这十次课中，学生回答问题总数、教师

理答总数虽不同，略有浮动，但都变化不大，教师理答所占比例也均在 44%左右，

未出现较大差异。因此本研究认为，X教师的理答行为比较稳定，不会因授课内容

的不同受到大的影响。

3.1.2 X 教师理答行为的分类与频率

根据课堂观察和记录，笔者从不同的理答行为进行分类，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肯定理答、否定理答、探问和转问、再组织。从这些方面来分别统计 X教师的理答

行为。通过十节语文课例的观察，可以发现 X教师的理答行为具有典型的特征。

从下表可看出，在 X教师所有的理答行为中，肯定理答所占有的次数最多，否

定理答、探问和转问、再组织三个方面的理答行为次数都比较少，其中最少的则是

否定理答。从中可以看出，X 教师所持有的理答理念以表扬、激励为主，但是更深

层次的探问和转问以及再组织的理答行为较少，说明 X教师的有效理答行为较少。

① 黄伟. 提问与对话-有效教学的入口与路径.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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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X 教师的课堂理答行为统计表

课例 肯定理答 否定理答 探问和转问 再组织

《山中访友》 20 1 3 2

《草虫的村落》 20 2 5 3

《彩色的翅膀》 29 1 4 2

《别饿坏了那匹马》 20 4 4 1

《用心灵去倾听》 20 2 4 4

《少年闰土》 20 2 5 4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 17 0 2 5

《老人与海鸥》 21 3 4 3

《最后一头战象》 23 1 7 1

《金色的脚印》 21 2 4 1

总计 211 18 42 26

3.2《彩色的翅膀》一课

3.2.1 案例介绍

本篇课文来自人教版语文六年级上册，文章是以“我”的视角开始，一步步展

开，将全程的所见所闻所感写了出来，属于一篇记叙文。主要讲述的是宝石岛观察

通讯站信号兵小高探亲返回时，提了一纸箱小昆虫带回小岛的故事，文章中间使用

了插叙的方法，说明了一颗西瓜为何如此重要，从小细节处更加反映出战士们的对

海岛的付出与深情。赞扬的是他们这种无私奉献精神及对小岛的爱、对祖国的爱。

下课后就教学目标与 X教师交谈，她觉得在这节课上已达到。“学生能够自己总结

概括出课文的两件事，也明白了这两件事之间的联系。通过我的引导，分析重点句

子，加上对课文背景资料的补充，他们体会到了并能够表达出战士们对海岛的热爱，

从文中的描写看到战士们的决心，理解其深深的爱国情怀。另一方面，经过了在四

五年级的训练，他们对文章的理解能力已有所提高，而且有充分的时间预习课文，

能够做到提前学习内容。再加上以前类似文章的学习，学生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长

辈们对祖国的真诚的心，所以在学习本文时会比较容易感悟战士们的感情的。我也

注重让他们自主学习，自主探索，毕竟经过自己思考和努力学到的才会有更深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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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只有在关键地方我会稍稍提示，引导他们一下。”

本课教学目标及重难点：

教学目标：

理解重点字词的意思并学会使用。能快速默读课文，把握文章大意。了解昆虫

对于蔬菜的收获之间的客观联系，品味重点字词在句子中的作用，理解小高探亲回

来为何要带昆虫上岛。学习海岛战士的爱国情怀，激发学生的爱国之心。

教学重难点：读懂课文，领悟题目的含义并解读出来。学习海岛战士在艰苦条

件下扎根海岛、改造海岛的爱国情怀，激发学生的爱国之心。

3.2.2 案例分析

结合项阳和崔允漷对理答的分类：积极反应（简单肯定、重复肯定、意义肯定、

赞扬肯定），消极反应（纠正否定、引导否定），追问和转问，再组织的维度在来

进行教学片断分析。

3.2.2.1 教学片断一：课前导入

师：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今天我们学习的文章中也有包含的对祖国的热爱。来，齐读（生齐

读课题）

师：读完课题，你们有什么疑问？

生：什么翅膀是彩色的？

师：嗯，好。还有吗？……………………………………………………………………（简单肯定）

生：为什么说是彩色的翅膀？

师：嗯，问得好。带着以上问题，走进这篇课文寻找答案。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简单肯定）

师：（打开 PPT）同学们，抬头看这里，你们看到了什么？有什么想法吗？

生：我从图片中看到了战士们在不辞辛苦地保卫边疆。

师：好，请坐。还看到了什么？…………………………………………………………（简单肯定）

生：我还看到了战士们在苦练本领

师：嗯，苦练本领。还有吗？ …………………………………………………………（重复肯定）

生：我还看到了海岛上美丽的风景。

师：海岛风景。 ………………………………………………………………………（重复肯定）

生：我还看到了战士们在自己种植瓜果蔬菜、制作贝壳工艺品，战士们的业余生活很丰富。

师：嗯，你看到了这么多，说得也很精彩…………………………………………… （赞扬肯定）

教学片段一是由 X教师执教的《彩色的翅膀》的导入部分。由课堂导入片段可

以看出，在这一过程中，该教师主要使用的是积极理答，共 6次。积极理答分为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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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肯定、重复肯定、意义肯定、赞扬肯定。其中简单肯定使用频率最高，共 3次，

都是使用简单的字词“嗯，好，请坐”；其次是重复肯定，共 2次，均是重复了学

生回答中的关键词：“苦练本领”“海岛风景”；赞扬肯定使用了一次，表扬了学

生的学习态度和语言组织能力，相比较前面几位的回答，这个学生不仅说出了他看

到的战士们的劳动成果，还总结出了战士们的业余生活很丰富，表明他很认真地观

察了图片，善于总结。所以他受到了来自教师的夸赞，并听到了原因。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如果老师不想办法使学生产生情绪高昂的智力振奋的内

心状态，就急于传授知识，那么这种知识只能使人产生冷漠的态度，而给不动感情

的脑力劳动带来疲劳。”说明积极的思维活动是高效课堂的关键，所以教师要在导

入部分调动学生积极性，使学生进入到学习状态，将注意力集中在课堂上。X教师

共提出两个问题：对课文题目有何疑惑，从图片中看到了什么。两个问题都属于开

放性问题，答案没有对错之分，所以 X教师对学生的回答都给予了肯定，使学生一

开始便能获得好的情感体验，为进入正文做准备。一般来说，课前的导入时间不能

过长，这个环节是为了引入本节课的主题，因此教师在这里提问和理答次数不宜过

多。在课堂导入部分教师不宜用消极反应来对待学生的回答，因此 X 教师未使用否

定理答，在一开始便积极肯定学生，这样可以让学生保持良好状态继续后面的学习。

3.2.2.2 教学片断二：整体感知课文

教师提问有没有同学给大家介绍一下文章中的这个小岛？

一个学生站起来分享他的资料

师：嗯，你介绍了很多，说明你资料搜集的很全面。其他人呢，有没有补充？……（赞扬肯定）

另一人补充

师：好，你说到了刚才那位同学没有涉及到的，非常棒，看来你也很认真。………（赞扬肯定）

师：谁来说说，这篇课文的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写了什么事，几件事？

生：是在去往宝石岛的路上及岛上。总共两件事，一件事是宝石岛的信号兵小高从黑龙江探亲

回来带着一只装满昆虫的纸箱子，和“我”一起上岛，另一件事是战士们邀请“我”去参

加“尝瓜会”。

师：嗯，两件事。说得好，能不能概括得再简洁一些。……………………………………（转问）

生：课文介绍了两件事：一个是战士小高探亲回来带小昆虫上岛，另一件事是战士们开“尝瓜

会”。

师：你说得既明了又简洁，由此可见，你已经把课文读的很认真了。………………（赞扬肯定）

师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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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看到这两件事，大家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生：小高探亲回来干嘛要带小昆虫？………………………………………………………（未理答）

生：吃西瓜为什么要开尝瓜会？

师：对，西瓜是很普通的水果，他们还要为它专门开个会，真是匪夷所思呀！……（意义肯定）

生：我想知道前面的事和后面的事有什么关联？

师：嗯，是的。这两件事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关系，那么作者为什么偏偏要写这两件事呢？为何

把这两件事放一块儿呢？…………………………………………………………（意义肯定）

在上面这一片段中，教师回应学生 6次，未回应 1次。可以看出该教师的理答

还是以积极理答为主，共出现了 5 次。其中意义肯定 2次，当学生回答正确后，教

师会在肯定学生的基础上进行深层次的补充或概括，目的是使学生更好地理解问

题，这就是意义肯定，这两次均是教师在学生回答的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延伸；

赞扬肯定 3次，比较有针对性，指出了他们的优点，可以让所有学生明确地知道哪

里做得好。转问和追问理答中使用了 1次转问，转问的目的是让学生明晰自己的不

足。

这一环节中，教师首先让学生分享自己搜集到的背景资料，有一位学生介绍了

自己所查到的背景知识，另一位说了前面未提及的。教师对两个学生都进行了表扬，

肯定了他们的成果，同时也给其他同学起了榜样示范作用，让大家知道课前搜集资

料要认真、全面。课下与 X教师交流时，她也提到“在预习时让学生去搜集资料，

他们知道了这个背景，才能加深对海岛、海岛战士的了解，更加利于进入课堂情境

中，降低理解难度，激发他们对战士的敬佩之情。这使我在引导学生体会小高带昆

虫上岛和战士们开“尝瓜会”时的情感更加事半功倍。”因此通过教师理答，让学

生知道课前预习是优秀的孩子必须做的事。接下来是引导学生整体感知课文讲了什

么事，分为几层，理清脉络。其实，本篇课文较简单，当学生读完课文后便会对文

章脉络一目了然。文章主要讲了两件事，学生都可以总结出来，关键是能否用简洁

的语言概括出来。当一个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总结出这两件事时，X 教师立刻给予肯

定，确实是两件事，后又做出引导：语言能不能再简洁一点。此时，另一学生站起

来做到了简洁概括，所以教师对该学生的表现做出了赞扬肯定。这一理答行为既肯

定了第二个学生的优点，又能让前一个学生向别人学习，认识到自己刚才概括的不

足之处。关于 1 次对学生未理答现象，X教师认为当时是让学生提出疑惑，属于自

由想象，只是为了让学生说出感到奇怪的地方，无对错之分，因此不用作出具体回

应。然后教师通过让学生提问设置疑问，对学生提问的问题再进行深入引导，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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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的问题，其实就是学生的问题的升级版，以此引起下文的学习。

3.2.2.3 教学片断三：品读课文

师：来，请看上面这段话，想一想：小高做了什么？以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师：“他把他的……纸箱子。”大家注意到有两个动词：“扔”“抱”。小高把大提包扔到一

边，哎，我想问一下，他的大提包里可能放了什么？

生：那个里面放的可能是小高的日常所需用品。

师：嗯，小高在海岛上的必需品。有可能 …………………………………………… （重复肯定）

生：可能是小高的母亲给小高带的家乡特产

师：嗯，这是小高母亲对他深深的爱。有可能。………………………………………（意义肯定）

生：可能是小高的书。

师：噢，小高还是个爱读书的人呢。……………………………………………………（意义肯定）

师：从课文中我们知道，小高抱的纸箱子里是一些小昆虫。那么小高为什么要紧紧抱着装昆虫

的箱子，而把大提包扔到一边呢？

生：因为海岛远离大陆，没有昆虫帮蔬菜授粉，小高想带昆虫上岛，表明了小高对海岛的热爱。

师：嗯，你是个会读书的孩子。…………………………………………………………（赞扬肯定）

生：小昆虫在小高的心中地位重要，他想让小昆虫为海岛做出贡献

师：哦，原来是这样的。请坐。…………………………………………………………（简单肯定）

生：因为此时此刻这个箱子里的昆虫是这个海岛上唯一的昆虫，如果不看好它们，就不能帮助

岛上的蔬菜水果授粉了。

师：嗯，是的，请坐，可以看出小高对小昆虫很重视。………………………………（意义肯定）

师：接下来我们看课文中的第二件事---开“尝瓜会”。尝瓜会开始了，这个晚会是随便开始的

吗？战士们为了举办尝瓜会做了哪些工作？

生：这个晚会是战士们精心准备的。

师：从哪里可以看出来…………………………………………………………………………（追问）

生接着答：第 9 段第 2 句话这里：“黑板上……西瓜”从这些可以看出来战士们是精心准备

的。………………………………………………………………………………………（未理答）

生：专门用仿宋体写了这几个字，还用白瓷盘放西瓜，可以看出战士们对尝瓜会的重视

师：恩，好，是从这些地方瞧出来的。…………………………………………………（简单肯定）

师：尝瓜会开始了，大家觉得第一块瓜给谁最合适？

生：我觉得第一块瓜应该给雷达兵尝。

师：为什么？ ………………………………………………………………………………（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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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接着答：因为是他说西瓜开花需要昆虫授粉，而他们那里都是海，什么也没有，西瓜不能授

粉，所以不能结出瓜，是他给了战士们……一个提示（此处有教师提示），恩，是他给了

战士们一个提示，所以瓜才会成熟。

师：对，所以才会结出西瓜、所以西瓜才会成熟，所以才有这收获的喜悦。孩子们，由此可见，

咱们干什么事都需要科学的指导才能做到。………………………………………（意义肯定）

师：那么尝瓜会上战士们是怎样吃瓜的，和我们平时吃瓜一样吗？

生：我们平时吃西瓜，都是直接拿起来大口大口吃。而战士们却是“用两个……赞叹声。”

师：这是跟我们平时不一样的地方。那战士们尝瓜的这一系列动作让你感受到了什么

呢？………………………………………………………………………………………（追问）

生：感受到战士们看到并摘下这颗瓜之后发自内心的高兴、雀跃，还有就是他们对这一美好事

物的珍惜。

师：你从这句话感受到他们骄傲、高兴、激动的心情，是吧？………………………（重复肯定）

请坐。还有吗？

生：通过紧密连续的几个动词“捏、端详、闻、咬”表示他们的感情，也表现了他们的喜悦和

激动。因为这个瓜确实来之不易，战士们为了它付出很多辛苦。

师：请坐。谁来读一读这一段，要读出战士们的感情。

生 1 读，师：恩，读得很好。谁想再试一下，要比他更有感情。……………………（简单肯定）

生 2 读，师：好，坐下。读得非常好。…………………………………………………（赞扬肯定）

师：好了，到这里我们已经把两件事读完了。那么回到前面那位同学的疑惑之处，帮他解决一

下：这两件事之间有关系吗？

生：我觉得有，正是因为小高探亲回来带小昆虫上岛，小昆虫在海岛安家，西瓜才能长得更好，

明年西瓜会收获更多。

师：哦，今年收获了一个，明年就会收获更多，我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说得多好啊!

还有吗？……………………………………………………………………………（意义肯定）

生：小昆虫在海岛安家，战士们就能吃到更多瓜果蔬菜，建设美好海岛的理想就能实现。

师：是啊，建设美好海岛的理想就能实现。……………………………………………（重复肯定）

师小结，学生读课文最后一段。

该片段体现的是课文核心部分的学习，需要重点品读句子。教师对学生作出回

应 16 次，未回应 1次。肯定理答共 13 次，其中简单肯定和重复肯定均是 3次，意

义肯定 5次，赞扬肯定 2次；追问和转问这一部分出现了 3次追问。因此本阶段该

教师还是以肯定理答方式为主，相比较前面两部分，在这一环节中，教师的理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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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更加多样化，几乎全部用到。

为了让学生更加深入理解文中的细节，教师对学生的回答进行了提升、深化，

即意义肯定。在体会关键词句时，有一个重点句子，那就是小高坐在船上时紧紧抱

着纸箱，却把自己的大提包扔在一边。“抱”和“扔”形成了鲜明对比，X教师针

对这一句子提出两个问题，数名学生进行了回答。组织学生想象小高的大提包里装

了什么这一活动时，学生说出了许多答案，此时教师对他们的回答进行了意义提升，

让学生明白：大提包里的东西比纸箱里的昆虫珍贵，但小高却要将自己的包扔在一

边，紧紧抱着纸箱，说明在小高心里，还是觉得纸箱里的小昆虫更重要，就可以体

会到战士小高与自己的阵地之间深厚的感情的热爱和建设海岛的心；当学生回答文

中两件事之间的关联时，他知道了昆虫与海岛瓜果蔬菜的收获之间的联系，理解了

小高为什么把昆虫带回宝石岛。教师予以肯定，并将其引申到未来、希望这类词上，

引导学生看到海岛的未来是美好的、充满希望的。“尝瓜会”片段开始后，期间教

师有 3次追问，都是为了让学生关注文中的细节。第一次是在学生回答尝瓜会是战

士们精心准备的，教师然后追问从哪里可以看出来；第二次是追问为什么第一块瓜

应该给雷达兵；第三次是教师在引导学生关注战士们的动作时，追问从战士们吃瓜

的动作描写可以感受到什么。这些均是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提出的，是由学生的答

案中生成的，可以一步步带领学生深入理解这个西瓜背后的千辛万苦，理解战士们

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中种植蔬菜瓜果。就是在这种一步一步引导的过程中，学生才能

逐渐体会到文字背后的含义，感受到语言和文字的魅力。在回答战士们是如何精心

准备晚会时，可能老师觉得第一个回答不太完整，还有其他人想要补充，因此对两

位学生的回答一起做了简单回应。或许教师未曾意识到，但教师应考虑到对学生的

影响。第一位同学可能会因此产生失落的情绪，第二位同学也不会有特别大的成就

感。这就要求教师在回去反思时也要反思自己回应学生时的行为。因此，教师需要

在课下回顾一下自己的课堂，看看是否有疏漏之处，包括理答行为。

3.2.2.4 教学片断四

师：最后一段出现了“蝴蝶正扇动着它那对彩色的翅膀”，题目也是“彩色的翅膀”。思考一

下，这其中有无深意，寓意何在？

生：我认为它代表了蝴蝶、小昆虫，主要是彰显强调了新来的昆虫们给海岛及生活在那里的人

带来了不一样的色彩和感受。

师：噢，你的体会很好。还有吗？………………………………………………………（赞扬肯定）

生：我认为“彩色”代表了战士今后在他们的阵地上多姿多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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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嗯，也很好。还有吗？………………………………………………………………（简单肯定）

生：读了课题让我想起一首歌的名字——隐形的翅膀，这个题目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看到了美

丽。

师：嗯，你的解释更有特色。是啊，同学们，以“彩色的翅膀”为题，告诉大家蝴蝶们已经在

新的地方安家，同时这个题目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新家会愈加美好、充满希望，所以以此

为题目。………………………………………………………………………………（再组织）

师：好的，接着从文中找一找体现战士对海岛的情感的句子或短语吧。

生：“小高笑嘻嘻地说……”从这里能感受到小高爱岛如家。

师：嗯，很好，你找的是第 17 自然段。只有这一处吗，别的地方还有没有………（引导否定）

生：还有就是第 11 和 12 自然段也能看出来，战士们在岛上播种，想建设海岛，为了让种子发

芽开花结果，付出了很多。从这些细节都能看出来他们很爱岛。

师：是的，大家一起来读这几段话，读完之后你有什么收获？明白了什么？…………（未理答）

生：他抱着一种期望，经过战士们的奋斗，海岛的面貌一定会改变。

师：你说的是战士的决心，老师感受到了。请坐。还有吗？…………………………（意义肯定）

生：小高相信它们一定会在这里愉快地生活下去的。

师：学习了这么多，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里的战士有哪些品质，他们的小岛以后会如

何？……………………………………………………………………………………（未理答）

生：这是一群爱岛如家的战士，有了他们的辛勤劳作，这将是一个美丽的海岛

师：是啊。…………………………………………………………………………………（简单肯定）

来，你说。

生：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海岛，这里有最可爱的人，边防战士

师：嗯，请坐，还有吗？…………………………………………………………………（简单肯定）

生：这是一座人迹罕至的小岛，但是有一群不怕困难、辛勤劳作的战士，小岛会更加美丽更加

富饶。

师：听了你们的回答，相信你们的感受都非常深。同学们，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在多少战士

的辛苦下换来的，他们顶着烈日、吹着海风，受尽辛苦，因为有他们的日夜守卫，才有这

每天的安定，咱们才能在这教室里学习。同学们，我们要为他们鼓掌，在心底为他们祝

福。…………………………………………………………………………………（再组织）

该教学片段反映的是课文的总结部分，教师对学生做出回应 8次，未回应 2次。

肯定理答 5次，以简单肯定为主；引导否定 1次；再组织 2次。在后面的总结环节，

教师提出的大都是比较简单的问题，只要学生能够说出自己的想法即可，教师都予



第三章 教师课堂理答行为的实践状况

25

以简单肯定。在整节课中 X教师使用否定理答很少，只在最后这里出现了一处，是

引导否定。关于“从哪里可以看出战士对海岛的情感”这一问题，在文中应该有多

处。当学生回答得不完整时，该教师没有直接否定他，而是引导学生从其他地方再

找一找，这样做能保护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小学生由于急于表现自己，想到一

个答案就要举手回答，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要让学生明白教学中的提问不是抢答题，

不是比速度，而在理解。德国的第斯多惠强调：“教学的艺术在于激励、唤醒、鼓

舞。”在课文结束之时，要有感情的升华、内容的概括。关于题目所代表的含义，

同学们学习完课文后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后，教师将他们的

答案要点进行梳理总结，用再组织的方式，用更精确、精炼的语言，简明扼要，表

达出来，帮助学生由博返约。尽管 X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偶尔会出现未理答的情况，

但是她在教室中营造的是和谐、民主的氛围，充分体现出学生的地位，维护他们的

新想法和积极性。

在这一环节，教师主要围绕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彩色的翅膀”代表了什么，

文末和题目中均出现了这一名词短语，它有什么特殊含义呢。这个便是检验学生对

课文的理解程度，作答的三位同学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分别说到了它的表层含义

（小高带来的蝴蝶等昆虫）、代指含义（战士丰富多彩的生活）、深层含义（海岛

未来美好的面貌）。第二个是从哪里能看出战士对海岛的情感，需要学生回顾原文

找出来，从整体上把握战士对海岛的付出、热爱，扎根海岛建设海岛的决心。学生

可能不会完整地找到所有，就需要大家一起努力。第三个是问及人的品德和岛的未

来发展。对于六年级的学生来说，比较简单，关于战士的品质、海岛的美好未来，

他们能够说出许多描述类的词语，再加上前面的探究、品析，会有很多想法。经过

课上三十分钟的探究后，学生对文章有了自己的理解，现在就是表达的时候。X教

师用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帮助学生从情感角度理解课文，用理答对学生的理解思路、

语言表达予以肯定，鼓励他们继续向前。

3.2.3 总结分析

结合以上的案例，并通过简单统计的方式具体来分析 X教师在《彩色的翅膀》

这节课的理答行为。根据崔允漷的分类方式，与实践结合，作出相应调整得出下表。

从表 3.3 中可以看出，X 教师在一节课中，肯定理答使用最多，比例占 80%；

依次是追问和转问、再组织、否定理答，由此可见，X教师课上以鼓励学生为主，

能够积极回应学生的回答。但每种方式使用的比重不均。在使用较多的肯定理答中，

简单肯定所占比例较高，为 25%，这种方式虽然能够快速肯定学生，但对学生的激



小学教师课堂理答行为研究

26

励作用不能持久，学生听的多了，就会产生疲倦。

表 3.3 X 教师《彩色的翅膀》一课理答统计表

《彩色的翅膀》 教师理答（36 次） 未理答（4 次）

肯定理答 否定理答 追问和

转问

再组织

简

单

肯

定

重

复

肯

定

意

义

肯

定

赞

扬

肯

定

纠

正

否

定

引

导

否

定

追

问

转

问

频次 9 5 8 7 0 1 3 1 2

所占比例 25% 14% 22% 19% 0 3% 9% 3% 5%

80% 3% 12% 5%

3.3 教师理答行为的访谈与分析

本研究的访谈是了解 X教师对理答的认识，访谈均是在讲课当天与被访教师在

办公室面对面交谈，可以得到更直接、更准确的信息，在征得老师同意后将谈话录

音，访谈结束后将录音整理成文本。在与 X教师进行交谈过程中，她很乐意分享，

能够非常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

3.3.1 理答：“陌生”又“熟悉”

与教师进行面对面交谈时，第一个问题会问到教师对“理答”一词的认识。听

到这个问题后，X教师的反应是“不懂”。事实上，办公室中几乎所有教师都对这

个词比较陌生，或是出现错误理解，或是完全不知道。为了访谈能顺利进行，研究

者会进行相关提示，在说到对学生回答问题后的评价时，教师便能结合自身经验和

自己的教育理念侃侃而谈。

理答？恩…没听过这个词。什么是理答，是说那个……理智地回答吗？以前没有听说过，

不大清楚。没了解过这个。你一说对他们回答完问题后的评价那我就明白了。哦，原来这叫理

答啊。这是必不可少的，学生回答完问题老师肯定要做出反应的呀，首先你得让他知道他回答

得是对是错，是好是坏。你看，每节课我都要提问，都要叫学生回答，有时候一个问题要叫好

几个人来说，说的好的要表扬，说的不太好的要鼓励。不然学生们回答问题了你当下没有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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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他们就会困惑“我说的对不对呀”“是不是我的回答老师不满意”，是吧？而且还会影

响其他人，其他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如果他们回答完了，老师能即时给出评价，回答问题

的学生就知道他回答的哪里好，或者哪里出现偏差，其他学生听了之后就知道他思考的方向对

不对，或者那些没有思路的就会知道该往哪一方面想。我经常都是鼓励他们为主，他们终归还

是小学生，需要这样的鼓励的。

当问及专业术语概念时，教师对此是陌生的。虽然教师经常有课堂理答，但是

他们认为这是对学生回答的梳理、评价，并不清楚地知道这种行为是理答。这就表

明一线教师留意较多的还是看得见的实践，对教学理论方面关心得少。究其原因，

有时间方面的，有生活方面的，有工作方面的。这便涉及到教师专业发展方面了，

一线小学教师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进入学校后，整日忙于教学工作，无暇顾及理

论的学习，也总听到小学教师抱怨“每天忙得晕头转向，下班了就只想躺下休息，

哪有时间去学习理论”、“学习了理论能直接提高我的教学技能吗”。这种理想与

现实之间的矛盾，使得教师亦只能顾及眼前。

3.3.2 方式：视情况而定，以鼓励为主

当问及教师在课堂上使用哪种理答方式时，X 教师认为对于小学生，要以鼓励

为主，不能挫伤小学生的积极性。由于对理答不是特别了解，因此对理答的方式、

类型也无明确划分，都是具体情况具体应对的。

我啊，一般都是针对不同情况，有不同评价，学生回答好的要给予肯定，给予表扬，这也

是在引导大家向他学习。学生回答不全面的先给予肯定，让他有自信后，再给他补充，让他知

道应该往哪个方向思考。回答不到重点的学生，还是要给他机会让他站起来回答问题的，都是

鼓励学生，让他们愿意主动回答问题的。然后帮他，让其他同学互相补充，引导他，再让他自

己练习复述一遍。

提问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帮助学生提升他的学习能力。不管提出什么问题都是以学生为主

的。一节课时间不多，也不能对学生回答的每个问题都详细评价， 还要注意教学进度。但是从

理论上说，当孩子们回答完问题之后，要想他们有更多收获，肯定是需要老师尽可能详细地有

针对性地对他评价。问题是时间不够，肯定不可能这么详细。一般如果学生回答得干脆利索的，

说的好的就直接给予肯定就行了。有一些问题是值得大家去探讨的，就多花费一些时间。或者

他们的回答出现共性问题时，要及时指出来，帮他纠正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给其他孩子做示范。

比如在概括文章主要内容时，有些孩子不会概括或者语言不够简练或者是不会一层一层概括分

析，这个时候老师就要帮他梳理一下，然后让他再重新说一次，要比第一次概括得好，有提升。

虽然是分情况应对，但总体看来教师还是会以鼓励为主，维护学生的自尊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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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无论学生回答的好与不好。教师也认为对学生的鼓励都是为了让他们多回

答问题、参与课堂，进而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3.3.3 提前预设学生的回答

当被问及是否会提前预设课堂理答时，X 教师明确表示会预设，从她的回答中

可以看对备课的重视。

肯定要提前预设，要提前想学生会有什么回答，他们回答之后我该说什么。这个是在课前

就要想到的，也是体现教师教学技巧的。而且不管是公开课还是平时的常态课，都要提前想一

想的，备课时我都会全都写下来……

翻开小学教师的教学用书，上面会有很多批注和标记，提问的问题、需要重点

强调的知识点，还有活动设置，都用红色笔写得很清楚，密密麻麻的字都是他们提

前预设的表现。

3.3.4 课后有反思

当被问及是否会反思自己的课堂理答行为时，X教师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她

认为自己及同事们都是有反思意识的。

有教学反思啊。而且不只是教学流程的反思，也有针对学生的反思。教学反思内容很广泛，

教学中产生的问题都可以写反思，而且反思是需要有针对性的。上完课后肯定要反思。没有反

思就没有提高。你看咱们办公室的老师上完课回来就经常交流“今天我讲了……学生……”。

大家都在互相交流课堂情况，这也是一种反思，而且教研活动听课评课的时候也会涉及到这方

面。

从该教师的回答可以看出，她认为课下老师之间的交流就是反思，这就表明我

是有反思意识的，这就是我的课堂反思了。而笔者提出的问题是是否会特地针对当

天的课堂理答，该教师没有回答到，笔者随后又追问会不会对自己在课堂上对学生

的评价进行反思，比如内心反思或者书写在教案中课后反思部分。她回应道这是缺

乏的，大多数人都不会这样做。

3.4 结论：X 教师的理答特点

通过上述统计和案例呈现，可以看出 X教师在课堂上的理答语言和方式，从对

该教师的访谈中，可以看出来 X教师对理答的认识和态度。综合两方面的分析，可

以得出 X教师的理答有如下特点：

3.4.1 有理念缺理解

经过对 X教师的观察和访谈，可以发现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关注更多的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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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以怎样的方式提问，不知“理答”也是教学行为的一种，更加不知它存

在于教学评价之中。甚至对“理答”几乎是不了解，具体含义不清楚，重视程度便

可见一斑。X教师有课堂理答的理念，课堂上重视与学生的互动、回应学生的回答，

希望通过理答给学生带来积极影响。但对理答的具体含义理解不够，与理论有一定

偏差，因此在实践中理答比较大意，不能完全发挥出其功能。只有明晰什么是理答，

课堂中的理答体现在哪里，理答与课堂评价的区别是什么，才能在课上更好地回应

学生。进一步来说，教师只有知道什么是理答，才能意识到理答有助于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在课堂教学效果方面的作用，在促进师生交往方面的意义。只有具备了关

于理答的意识，后续的行动才有基础保障，才能做到以后进一步的“升华”，成为

更专业的引导者。

3.4.2 有方法缺技巧

教师在理答时以鼓励学生为主，经常会表扬学生，这与现实中提倡的尊重学生、

学生主体理念相符，也能起到激励学生的作用。但鼓励的方式单一，语言程式化，

主要使用的方式是肯定理答中的重复肯定，一般会用“嗯”“好”、“很棒”这类

简单字词回应学生，教师认为这样是对学生的肯定与鼓励，出发点是好的，或许对

于刚进入小学的孩子来说是有用的，但是对于六年级的小学生，这些词应该听得太

多了，他们已经把这种回应认为是普遍的、无激励作用的固定反应了。因此教师本

意是想肯定学生进而鼓励他，但由于方式、语言等的影响，事倍功半。这种普通、

适用于所有人的话语使用得太多，必然会变为无用功，与智慧理答背道而驰。在实

践中，教师应审慎对待表扬和批评。

3.4.3 有预设缺反思

预设是教师根据课堂内容、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学生的学情以及自身的教学经

验，针对课堂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教学进行中所需要的活动进行提前的预计与安

排。好的预设可以确保教师正常进行课堂教学、完成教学任务。然而在真实的课堂

中，教师的预设仅仅是自己的教学过程与学生可能出现的问题，对学生在遇到问题

时的回答很少去做预设；只注意到自己的目标，未多从学生得角度设想。这就是目

前教师在理答中所存在的问题，教师很少深思自己在理答这一部分的瑕疵，对如何

去做理答以及不同的理答有什么样的效果都缺少反思，只停留在“表扬”这样简单

的层面上。曾有学者说过，目前我们的课堂中看似充满着对话与交流，实则都是在

浪费时间。很多教师提出的问题，都不能称之为问题，仅仅是促进自己教学过程能

顺利进行下去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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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师的教学实践中，课前预设是保证课上顺利进行教学的有效方法，但从教

育的本质性来看，如何能够和学生在课堂上发生真正有效的交流，这才是对学生的

成长更具有进步意义的行为。

3.4.4 有想法缺行动

在现代教学的形势下，教师居于一种矛盾的状况中。有思想的教师也会去思考

教学的真正意义，期望可以让学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然而回归到现实生活中，

却被各种各样的限制牵绊住前进的脚步。教师要保证基本的教学进度，保证学生每

一阶段所要掌握的知识，这些则都需要大量的时间。而与学生产生有意义的对话，

教师给予有效的理答，也同样需要大量的时间，需要教师等待学生去思考、去回答。

然而时间是有限的，给学生思考的时间、留下与学生真正对话的时间，则会降低教

学效率，不能按时完成教学任务，这将是教师的过失。从这个角度来看，教师的想

法只能被搁置。再者，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学，但是工作在学校这个环境中，还有

很多非教学事物需要去完成，留给教师去反思、去行动的时间少之又少。

面对这样的情境，教师只能把想法留在心里，无法去付诸实践，以至于在教学

中，缺乏有效理答的现状会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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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教师的访谈以及常态课例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课堂理答已经取得了很

大的成绩，但是，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仍然存有一些问题，使得教师理答实施得

不尽如人意。为了更好地认识到教师课堂理答行为中的问题，改善现状，需要我们

从方方面面做出努力。根据前文的分析及呈现出的结果，有助于我们思索一些能够

优化目前困境的策略，来帮助教师完善自己。

4.1 增强理答意识

在教学实践中，受到较多关注的是课堂提问、课堂气氛，虽然理答属于课堂问

答的一个环节，但是，教师们注重的是如何设计和提出问题，对理答行为还不太重

视，与之相关的理论和策略了解得就更少了，因此，在学生回答完问题后的理答实

施得还不够好。意识是行动的先导，作为教师，应当从思想上重视理答，学习与理

答相关的理论知识，认识到理答对于促进学生学习、思维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实践

中，多为理答留时间，合理安排每一个教学环节，不应只重视教学进度。另外树立

正确的教师观、学生观和教学观，在此基础上，将视野转移到理答上，增强理答意

识。只有正视一件事，才能做好它，对理答亦是如此，这样才可以逐步扭转教师的

意识。

4.1.1 强化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

任何教学行为都是在一定的教学观念的指导下实施的，先进的教学观念是教学

行为的前提和基础。
①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行为，都是在相应的教学观念指导下产

生的，包括课堂问答。在新的教学理念下，要改变过去的“教师中心”，将重心转

移到学生身上，着眼于学生的学习状态、身心发展。只有时刻以学生为主体，才能

切实贯彻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师生关系才能更加平等和谐。理答亦是如此，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的理答行为要体现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应该在平等、互相尊重的基

础上，与学生积极互动，体现其与学生的伙伴关系、合作关系，发挥组织者、引导

者、合作者的作用。在理答的过程中，评判学生答案的对错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引

导学生深入思考，关注其未来的发展。由于个体差异，每个学生在课堂上的状态不

一，因此教师对每个学生的评价也应是不同的，应具有针对性，不可千篇一律。无

论学生回答得是否到位，只要他付出努力，就要真诚的对待他们的回答，多鼓励他

① 周先进，靳玉乐. 教师教学观念转变的条件与策略. 课程·教材·教法, 2007, 2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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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潜移默化中发展学生的学习能力。在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指导下，发挥理答

作为一种评价方式的作用。

4.1.2 营造自由民主的氛围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互动方式会营造出一种特定的课堂氛围，这种氛

围也会影响学生的整体状态。在自由、民主的课堂氛围中，学生可以自在地表达观

点，同时可能会激励他人产生新的想法。只有学生将自己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才

能了解到他们是如何思考问题的，教师才能寻找到理答的契机。这样教师与学生之

间才能做到真诚、真心的交流。在这种美好氛围中，学生的学习状态会更好，教师

的理答会更高效。要达到这种状态，需要做到两点：一是班级的整体氛围要轻松活

泼、宽松自由。只有创设了这样的对话环境，学生才能敞开心胸，表达出所思所想，

长此以往，他们会逐渐养成爱提问爱思考爱表达的习惯。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会愈发

自然、精彩、和谐，这样就为理答奠定了良好的根基。二是部署多样化的教学活动。

为不同的教学内容设置不同的活动，寻找学生的兴趣点，调动他们参与课堂对话的

积极性。如，语文课上的讨论、课本剧，英语课上的组队挑战等等。通过这些学生

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吸引学生“进入”课堂，而不仅仅是“靠近”课堂，既保证了

师生间的对话互动，还可以使教师使用多样化的理答方式。

4.2 做好理答预设

精彩的课堂离不开教师的课前准备工作，许多特级教师在介绍经验时，都会提

到课前准备工作的重要性，以及他们是如何备课的。备课工作其中的一项就是预设

课堂，现今，教师们开始注重课堂教学的生成性，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许多教师也

会产生疑问，既然许多问题是在课堂上临时生成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就不

用提前预设了，等遇到后现场解决即可。这在特级教师看来是不对的，两者是不冲

突的，预设是为了更好的应对课堂上的生成，切不可忽略。教学设计是影响智慧理

答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教学中进行充分合理的理答预设，是改善理答行为的重要策

略。
①
在具体操作时，可以从把握教材和预设理答问题着手。

4.2.1 准确把握教材

解读教材是教师备课的第一步，也是保证教师有效乃至高效理答的前提。对于

教师来说，研读教材是上好一堂课的基本保证，只有认真分析课文之后才能抓住教

学重点与难点。只有做到对课文内容熟悉，才能开始设计教案，安排后面的计划，

① 项阳. 智慧理答：精彩课堂的魅力修炼 . 语文教学通讯, 20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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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教学过程中在什么环节设置什么活动，哪里需要设计问题、如何提出问题、

学生会怎样回答、用什么理答方式以及各个环节的时间分配等等。另外，教师个人

在解读教材时，应客观地对待文本，一切解读应遵循作者的本身意图，尽量不掺杂

自己的主观色彩，避免在课堂上影响学生的情感倾向，进而影响学生的回答和教师

的理答。从一定程度上来看，理答可以体现出教师对教材把握得如何，是否符合教

学目标的设定，偏离教学目标的对话是不可取的。正确、客观、认真地解读教材，

设定教学目标，合理安排教学过程，才能为真正的理答提供保障，才能真正体现出

教师的专业素养。为此，教师在备课时要多读教材，做好预设，应统筹兼顾单元目

标和本课目标，做好教学设计，为真正的课堂教学奠定基础。

4.2.2 预设理答问题

课堂上的总时长是固定的，教师提问后不能指望即刻得到回应，要有短暂的停

留，匀出时间让学生先思考，但是，学生回答完问题后，教师需要给出即时的评价，

不会留出专门的时间给教师思考，这需要教师在短暂的时间内作出回应。虽然学生

的思维是时刻变化的，在课堂上的表现也是千变万化的，没有特定的规律可循，有

时学生的回答还会让教师处于尴尬的境地，这些都会影响教师理答。但是，为了使

课堂教学和学习更有效，就必须提前预设，只有提前做出预设，在预设的基础上应

变，才能灵活应对。倘若教师毫无准备，课堂上会“手足无措”，影响对话的持续

性。因此，在备课时做好理答方面的设想是相当地重要的。首先从学生的学情出发，

在课前要认真分析学情，预设学生现有水平与本课要达到的目标之间的差距。把自

己当作学生，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考虑他们会怎样回答，这样更容易理解学生的发言，

理答的目标会更有针对性。其次，从学生的学习能力出发，学生的学习能力会影响

学习质量和教学进程，所以要提前考虑到这些因素，理答时要根据现实情况，不能

提出学生达不到的目标，要让学生“跳一跳够得着”。此外，不仅要考虑个体的学

习能力与态度，还要考虑班级整体的学习能力与态度，以便使用不同的理答方式，

适应学生的状态。

4.3 运用理答技巧

4.3.1“量体裁衣”

当学生作答完毕之时，教师当给予学生适当的勉励和回复。这就要求教师对学

生做到充分了解，把握好学生的个性、回答问题时的努力程度、回答问题的质量。

学生个性方面：当回答问题的学生性格活泼、外向时，可当众表扬，让他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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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感。当回答问题的学生性格安静、内敛时，教师可以在评价时同时使用非言语

理答方式，如：微笑、点头，来传达对他的赞许和鼓励。这样可以满足学生的心理

需要，获得认可。针对不同个性的学生，给出恰当的评价，课堂氛围会更加和谐，

也能全面调动所有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学生回答问题时的努力程度方面：当学生做出的回答未达到预期时，但是这是

他努力后的成果，对他来说已经有所进步，那就应该得到符合他表现的评价。当学

生选择了有难度的答案时，可能会不太完整、片面化，但这是付出了努力之后得到

的，精神可嘉，也应得到高质量的评价。学生的个人能力是不同的，因此要关注学

生回答问题时付出的努力。

学生回答问题的质量方面：课堂上教师对学生做出回应时，要与学生回答问题

的实际情况相符合。不能用“真棒”、“很好”这种简单的评价来敷衍学生，这种

千篇一律的语言会让学生感到疲倦。当学生做出高质量的回答时，教师应当给予高

质量的反馈；当学生的内容偏离方向时，教师应给予中肯的评价，并作出鼓励。

4.3.2“言必有中”

理答的目的在于给学生一个反馈，这种反馈要清晰、具体，首先针对学生回答

的内容，什么是值得肯定的，什么是需要改进的，都应明确指出来，使学生能清楚

地明白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例如，语文课上常见的概括文章大意，教师评价

时可以这样：你概括的很全面，语言更简洁一些就更好了。或者：你表达得和很清

晰，但是不全面。如此学生就清楚自己下次概括时应注意哪些了。其次，针对提问

的目的和问题的重点来进行反馈，不能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大做文章，忽视了本

轮问答真正的主题。笼统、概括性的话语，简单的肯定，简单的否定批评等都不是

有效的反馈，只有明确具体地做出评价，才是对学生最好的激励，还可以增进师生

感情。另外，教师在反馈时语言要科学、规范、准确，有针对性，形成自己的理答

风格。

4.3.3“赤诚相待”

课堂问答是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合作完成的，因此这是一种合作关系，是双向

交流。在课堂上，学生对于教师的提问都会认真回答，这就表示学生付出了努力，

在积极合作，教师要意识到这些。因而，在面对他们的认真作答时，教师首先应在

内心感谢学生，感谢他们的配合，并真诚地为他们做出评价，程式化的评价语言或

者敷衍性的评价都会破坏学生的真诚付出和竭诚合作，久而久之，学生便不会再为

此付出努力，失去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教师要真实地对学生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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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价，过于夸张、与实际不符、虚假的反馈或许一开始是行得通的，但终归会

被学生识破，学生便不再真心接受这种反馈，反而会觉得教师不够认真负责，甚至

导致他们之间的交往出现裂痕。因此，只有实事求是，师生双方真诚交往，教师的

评价才会具有教育力量，才能让学生不断进步，才能让师生在对话中实现心灵的碰

撞。

4.3.4“意犹未尽”

理答，是教师在学生回答问题之后的语言或动作方面的回应，不是简单地评判

学生回答得正确与否，而是师生之间的对话交流，是一种教学对话。其目的在于帮

助学生理清思路，了解自己的思考方向是否正确，反思自己为何正确或错误，并指

引学生今后努力的方向。因此，理答虽是问答的末端部分，却不是终点，而是启发

学生思考下一个新问题的起点。所以，教师在理答时，尽量做到引发学生思考，帮

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思考习惯，在每一次思考之后都有新的进步。同时，也应

让学生意识到这一点：回答问题后不能只重视答案的对错，而应重视思考的过程、

学习新方法的过程。如果学生能在课堂上产生一种余味无穷的感觉，那就说明教师

做出了准确、合适的理答。

4.4 注重理答反思

一节课结束后，教学进程无论完成的如何，教师都要进行反思。只有在不断积

累经验的同时，及时反思，才能快速成长。由于实践中教师急需增强理答意识，提

高理答水平，所以更加需要在课后对实践进行反思，总结出适合自己的教学风格的

理答经验，并形成自己的理答风格，以此来促使自己不断前进，进而改善理答效果。

4.4.1 自我反思

教师在课后应养成及时反思的习惯，回忆自己上课的过程。反思课上的理答行

为是否合适，对学生的回答是否给出了清晰的回应。哪里是未提前预设到的，理答

方法是否适合回答问题的学生，是否存在未理答的情况。将这些一一谨记心中或写

入书中，为以后的教学行为进行参照。在实习小学听那些有经验的教师在分享教学

“秘方”时，也感受到了教师自我反思的重要性，不仅有利于自身的教学工作，还

能不断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在课上更加游刃有余。

4.4.2 学会倾听

在教室中，教师和学生共同进行一项活动，需要交流，需要互动，这项活动是

在“听”和“说”的过程中进行。只有学会聆听学生，理解他们，等待他们，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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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答才能更有效。当学生表达想法遇到停顿时，教师应耐心等待，不打断他的思路，

同时可以引导学生，留出等待的时间让学生将思考到的都表述出来。有时学生可能

会理解到位但未表达出相应的想法，此时，教师应站在学生的角度，理解学生的想

法，倾听出学生内心深处的感受，适当提示，帮助他正确表达。这样可以让学生心

理放轻松，得到激励，更加积极地参与问答、活跃课堂。在学生这里学会倾耳细听

时，教师也要学会接受其他教师的建议。在一节课结束后，教师应先进行自我反思，

然后可以与其他有经验的同事或教学能手交流，将自己困惑的地方说出来，倾听他

人的意见。在此基础上互相分享成功之处，并加以学习。另外，学校组织教研活动

时，多注意其他教师的理答行为，学习他们的优点，在交流评课过程中，认真听取

并记录每位教师的评价，进行反思性学习，为有效理答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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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智慧的理答能改善课堂的氛围，对于学生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其以后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还能帮助教师创造新的学习空间。本论文将课堂理答行为当做透视

小学教师课堂教学的一面镜子，期望从一个小的研究点入手，呈现当前教育评价在

课堂中的实施情况。在专家学者的现有成果之上，笔者梳理思路，界定相关概念，

而后走进实地进行观察，并使用了其他辅助方法—访谈法，将两者相结合，收集了

所观察学校理答现状的资料。继而以一名个案教师为例进行分析，主要从整体和部

分两个方面展开，有详有略，描述了该教师具体的教学实践过程。通过详细地分类

与统计，得出了结论：小学教师在理答实践方面既有可喜之处，亦有令人忧虑之处。

基于对该教师的理答现状的分析，笔者试图从意识、预设、技巧、反思等几方面提

出建议，期望能真正为教师分忧解难，对其实施理答有所帮助。由于现实因素的制

约，本研究还不够深入，仍存在一些问题，对现状的调查和分析不够透彻，理论方

面的思考不够深入，需要今后继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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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访谈提纲 1：

1.您认为什么是“理答”？

2.您觉得理答对学生而言重要吗？为什么？

3.您认为什么样的理答方式是最重要的呢？

4.在教学实践中，您是否会对学生可能的回答进行有针对的预设呢？

5.在教学反思时，您是否会对课堂的理答进行反思？如果有的话，频率如何？

访谈提纲 2：

1.您在教学过程中是否关注学生回答问题后，教师对学生回答所做的评价这一教学

行为？为什么？

2.您经常使用什么方式的评价，您的评价语是经常变化吗？

3.您认为在课堂上哪一种评价方式最重要？

4.在教学过程中，您是否会对学生可能的回答有针对性的进行假设？

5.您认为对学生回答完问题后教师所做的评价对学生来说重要吗？

6.您给学生做完评价，学生反应大吗？

7.您的情绪好坏会影响您的课堂评价行为吗？

8.您对课堂上所做的评价是否有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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