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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阅读绘本是幼儿园最重要的语言类活动之一。绘本的图像内容丰富，色彩鲜艳，不仅符合儿童的认知特

点，而且可以通过故事和图画激发儿童的思维，促进儿童的社会和认知的发展。本研究首先采用了观察

法，对幼儿园大班绘本教学现状有了初步了解，其次采用了访谈法，对教学过程中教师有效提问存在的

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了解了大班绘本阅读活动中教师有效提问的现状，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了解其存在

问题的原因，并针对该原因提出了相应的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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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ading picture book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anguage-based activities in kindergarten. The 
rich imagery and vibrant colors of picture books not only align with children’s cognitive character-
istics but also stimulate their thinking through stories and illustrations, thereby promoting their 
social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is study initially employed the observation method to ga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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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icture book teaching in kindergarten senior 
class. Subsequently, it utilized the interview method to conduct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issues re-
lated to effective questioning by teach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hrough this investigation, 
we understoo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ffective teacher questioning in upper class picture book 
reading activities, identified existing problems, explored their causes, and proposed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strategies based on these c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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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意义 

1.1.1. 理论意义 
教师在组织集体阅读活动中的有效提问和整个活动效果紧密相关。本研究观察和分析了幼儿园大班

绘本阅读活动的现状，以教师的有效提问为出发点，探究有效提问在幼儿大班绘本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

原因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策略，不仅为增强绘本教学的质量提供理论基础，又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

供参考依据。 

1.1.2. 实践意义 
幼儿最适合阅读的图书是绘本，在家庭和幼儿园中都被广泛应用。绘本符合学前阶段的儿童的发展

特点——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图文结合的形式也更便于幼儿学习理解绘本。有效提问可以激发幼儿思

维，促进幼儿发展，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了解教师有效提问行为的现状，发现问题并分析其原因，提

出相应的改进策略，可以更好地帮助教师开展绘本教学活动，促进幼儿对绘本的学习，有实际的教育意

义。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关于绘本教学的研究 
苏书巧(2012)提出在幼儿园绘本教学活动中，对绘本的研究只停留在表面的浅阅读，容易忽视绘本原

文中文字的价值等问题[1]。邱婷婷(2017)对于幼儿园绘本教学现状提出教师选择绘本不专业；教学目标

表达不清晰等问题[2]。邓小瑶(2021)提出教师与幼儿之间的互动形式单一；幼儿园教师对绘本教学的价

值认识不足等问题[3]。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在《谈论绘本：儿童绘本的叙事艺术》一书中提到“关

于儿童书籍(包括绘本)的大多数讨论都强调其教学功能，我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图画和文本，而不仅仅在教

学主题上。”[4]学者珍·杜南将她的专业艺术知识融入课堂，在他的《观赏图画书中的图画》一书中，

她为图书爱好者提供绘本阅读方法指导，并引导孩子们欣赏绘本中的图画。 

1.2.2. 关于教师有效提问的研究 
阿依古丽(2020)提出教师提问的逻辑性差；问题内容不考虑幼儿已有经验等问题[5]。张小巧(2013)提

出教师的提问不围绕幼儿的最近发展区；教师较少提问数学能力差的幼儿等问题[6]。林静峰(2010)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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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提问以低认知水平的问题为主；教师的理答方式比较单一、机械等问题。Penny Ur. (1996)提出了有

效提问的六个标准：清晰性、学习价值、激发兴趣、可用性和实用性、可扩展性和教师的适当反馈[7]。 

1.2.3. 关于绘本教学中教师有效提问的研究 
刘璐(2019)提出教师所提问的问题类型不够丰富，如：开放式较少，封闭式提问较多；教师提问的内

容偏低效，如：提问的时机不恰当；幼儿候答时间过短等问题[8]。冀小爱(2021)提出绘本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主要有：教师提问对象有偏差；问题的内容片面等问题。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在《儿童文学的乐

趣》一书中，认为教师应该鼓励儿童阅读不同类型的图画书，学习不同的经验，同时也要也要对幼儿进

行有效提问，通过师生互动使得幼儿对绘本的理解更加深刻。他还说“图画书是一种严肃的艺术，值得

我们给予和其他艺术同等的尊重。”[4] 

1.2.4. 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通过以上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统计分析，国内外学者对绘本教学、教师有效提问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广

泛的研究，其中关于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有效提问的研究很多，但关于绘本教学中教师有效提问行为的研

究很少。通过观察法和访谈法，对幼儿园大班绘本阅读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有效提问行为的现状进行了

解，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探寻提高教师有效提问的具体方法，是之前少有人涉及的角度。 

1.3. 理论基础 

1.3.1. 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强调知识习得需发挥学习者主观能动性，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教师、同伴帮助及有利条

件，通过意义建构自然获得。学前期幼儿处于直观思维阶段，认知基于生活与已有经验，教师作为引导

者，可通过基于幼儿兴趣的提问，促使幼儿将新旧知识建立联系，实现意义建构。教师在绘本教学中通

过提问将儿童带入绘本情境，借助师幼对话与同伴对话，唤起幼儿已有知识经验并与新知识建立联系，

启发幼儿将绘本情感与实际生活关联，完成意义建构，这与建构主义理论的“情境、协作、会话、意义建

构”四要素一一对应。 

1.3.2. 最近发展区 
维果茨基提出儿童的最近发展区是现有能力水平与借助他人帮助可达水平的差距，强调需通过外力

(如教师引导)实现从实际水平向“最近发展区”的提升。教师在幼儿学习中起支架作用，提问是搭建支架

的工具，需将问题置于幼儿已有水平与即将达到的水平之间，创造“跳一跳，够得着”的学习情境。教学

需通过师幼互动、幼幼互动完成，互动质量影响教学效果，教师可通过有效提问了解幼儿最近发展区，

启发幼儿思维发展，促使其主动建构知识与能力，实现教学目标。 

1.4. 研究思路及采用的研究方法 

1.4.1. 研究思路 
本研究首先对相关资料进行检索、整理，其次采用了采用观察法，对幼儿园大班绘本教学现状有了

初步了解，之后采用了访谈法，对教学过程中教师有效提问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了解了幼儿园大

班绘本阅读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有效提问的现状，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了解其存在问题的原因。最后，

基于前期研究提出相应的改进策略。 

1.4.2. 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 
通过中国知网等权威且资源丰富的学术数据库，开展全面、深入且细致的相关文献检索工作，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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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研究精心筹备充分的资料。 
(2) 观察法 
本研究采用现场观察法深入教学一线，聚焦幼儿园大班绘本教学中的师幼互动与有效提问展开实证

探究。研究者选取 4 所不同类型幼儿园(含公办园 2 所、民办园 2 所)，以非参与式观察方式全程记录 8 名

教师(教龄 3~8 年，均具备大班教学经验)的 16 节语言类绘本教学活动(每节课时长 25 分钟)，累计采集

893 个提问行为数据，形成关于绘本教学有效提问的第一手观察资料。 
(3) 访谈调查法 
本研究以观察法为主，辅之以访谈法，深入探究幼儿园大班绘本教学中教师提问行为的影响因素。

在前期通过系统观察(覆盖 4 所幼儿园、16 节活动、893 个提问行为)构建教师提问现状图谱的基础上，进

一步针对 8 名授课教师开展深度访谈，聚焦提问理念、策略设计及教学反思等维度，挖掘行为背后的动

因机制，为优化教师提问水平提供依据。 

2. 大班绘本阅读活动中教师有效提问的现状 

2.1. 提问数量与频次 

通过系统观察幼儿园大班绘本教学活动发现，教师在单次教学中的提问行为呈现出显著的密集特征。

从教学活动时长来看，教师普遍将绘本阅读控制在中等时间范围内，但提问总量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

数据显示，部分教学中存在提问节奏过快现象，个别教学片段中教师的提问密集度明显超出常规教学节

奏，反映出提问频率与教学节奏协调性不足的问题。 

2.2. 提问类型 

2.2.1. 从问题的开放程度分类 
绘本教学中，教师提问分封闭式和开放式。封闭式侧重事实确认，开放式利于幼儿思维发散与个性

表达。在问题类型分布上，封闭式提问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其出现频次远高于开放式提问。这种比例失

衡反映出教师在问题设计上存在一定的固化倾向，提问类型缺乏足够的多样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此类

提问模式说明教师的教学方式单板，问题类型不丰富，缺乏启发性。 

2.2.2. 从问题的认知层次分类 
依据认知发展理论对教师提问进行分类，可将其划分为低水平认知问题、高水平认知问题及非认知

问题三类。低水平认知问题聚焦基础知识的识记与表层理解，高水平认知问题则涉及分析、评价等高阶

思维活动，而非认知问题主要指向课堂管理与情感引导维度。在绘本教学实践中，教师提问呈现出显著

的认知层次失衡特征，低水平认知问题占据主导地位，而需调动分析、评价等高阶思维的高水平认知问

题应用有限，涉及纪律规范与情感引导的非认知问题亦存在明显不足。 

2.3. 提问对象 

在大班绘本阅读活动中，教师提问对象选择呈现显著倾向性，集体提问成为主要的互动形式，其使

用频率远超针对幼儿个体的个性化提问。这种高度集中的集体互动模式虽有助于维持课堂秩序与整体推

进，但无形中压缩了个别幼儿的深度参与空间。而对象选择倾向也可能制约师幼互动的纵深发展，使绘

本阅读的教育价值未能充分转化为每个幼儿的个性化学习经验。 

2.4. 教师候答时间 

绘本教学的候答环节具时效性特征，教师普遍倾向于快速推进问答。观察显示，超七成提问要求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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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即时应答，留足思考空间的案例极少。“即问即答”虽保持课堂节奏紧凑，却易中断幼儿认知加工，阻

碍其深度思考，不利于幼儿思维的充分发展。 

2.5. 教师理答方式 

绘本教学中，教师理答行为呈现鲜明的模式化特征，多采用即时反馈策略。观察显示，基础性肯定

或简单否定的回应占主导，反映教师为维持教学节奏而快速强化。相比之下，具有思维延展功能的追问

等策略应用少，转述重构等进阶方式为辅。这种理答结构虽保互动流畅，却削弱了对话的生成价值。 

3. 大班绘本阅读活动中教师有效提问行为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3.1. 教师提问行为存在的问题 

3.1.1. 提出的问题数量多，问题有效性低 
在绘本教学实践中，教师提问呈现高密度、快节奏特征，存在提问频次过高问题，部分活动提问节

奏达每分钟 2~3 次，导致幼儿在应答过程中缺乏必要的思维缓冲时间。这就会导致幼儿活动兴致低、注

意力分散，影响幼儿对绘本的理解与发展。同时，教师的提问常缺乏层次性和逻辑性，未围绕目标有序

提问，重复问题多、总体水平低、启发性不足，难以激发幼儿兴趣。 

3.1.2. 提出的问题类型单一 
(1) 多以封闭式问题为主，开放式问题少 
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学习是学习者在一定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

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观察显示，教师提问中封闭式与开放式问题比例失衡，前者如

标准化答案问题及“对不对”等机械性问题，虽利于检验学习效果，却因幼儿无需深度思考而缺乏意义；

后者要求幼儿结合绘本理解与自我思考，更能考验信息加工能力，却在实际活动中占比极低，难以激发

幼儿主动建构知识，不利于其思维发展，背离了建构主义强调的学习者主观能动性与意义建构的要求。 
(2) 以低认知问题为主，缺少启发性问题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的建构需要学习者在已有经验基础上与新知识建立联系。分析表明，教师提问

中低认知水平问题(多为知识型问题)数量是高认知水平问题的三倍之多，此类问题幼儿借助图文或已有

经验即可作答，教师常仅给予简单肯定或否定反馈，未进行追问以引导深入思考，无法促使幼儿将绘本

内容与自身经验深度关联，难以实现对绘本的整体意义建构，不符合建构主义“情境、协作、会话、意义

建构”四要素中通过互动与引导帮助学习者完成知识建构的理念。 

3.1.3. 幼儿回答问题的机会不均，教师极少顾及到幼儿的个别差异 
笔者在观察绘本教学活动中，发现教师提问全体幼儿的比例为个别幼儿的三倍，很少会顾及到个别

幼儿，这就设计到教育公平问题。而教师提问对象有偏差，会使得一些胆小、怯懦的幼儿更加不愿意表

达。大班幼儿的语言能力虽然发展较为完善，但仍需考虑到个别幼儿的性格、能力的差异问题，教师应

该在活动中多引领胆小、能力差的幼儿，使其能够开拓思维，打开内心，利于幼儿全面发展。 

3.1.4. 教师候答时间短，幼儿思考时间少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教师平均每分钟提问 2 个问题，而这种高频次的提问，教师的候答时间多数在

3 秒内，给幼儿预留的思考时间不容乐观。这就使得教师提问的问题多为无效问题，幼儿思考的时间短，

课堂氛围会更加紧张，从而影响幼儿对绘本故事内容的理解与体验。课堂氛围紧张，会影响幼儿与教师

之间有效沟通，也会导致幼儿对绘本活动逐渐失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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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教师理答方式单一，缺乏针对性 
从第二章对大班幼儿绘本阅读活动的现状分析来看，教师对幼儿的回答做出的反馈方式，多为给予

简单肯定或否定，教师应答策略极为欠缺，习惯以“好”、“对”等方式进行反馈，方式单一且缺乏针对

性，而幼儿对于教师的评价不能做出正确理解，不知道自己的回答好在哪里。教师在对幼儿做出评价时，

时间短暂，并没有真正的去理解幼儿回答时想要表达的意思，也没有与幼儿进行有效的沟通。 

3.2. 教师提问行为存在的问题的原因分析 

3.2.1. 教师的绘本专业知识不足，对绘本的分析浅显 
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强调，教师需通过有效引导帮助儿童实现现有水平与潜在水平的跨越。

调查发现，教师因绘本专业知识不足，对绘本分析浅显，提问多聚焦“这是谁？他在干什么？”等表面

内容，且缺乏有价值的追问，导致幼儿对绘本的理解停留在浅层，无法向“最近发展区”进阶。教师本可

借助充足的专业知识通过深度提问搭建“脚手架”，但因对绘本教学关注不足、缺乏提问设计方法，难

以精准把握幼儿的最近发展区，阻碍了幼儿对绘本深层价值的理解与思维发展，违背了理论中教师提供

适宜支持的核心要求。 

3.2.2. 教师的教学方式过于传统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与情境中的意义建构，而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要求教

师通过有效引导帮助幼儿跨越现有水平。前期调查显示，大班绘本阅读中教师采用传统教学方式，提问

导致幼儿回答机会不均，仅作为“追随者”被动接受，违背建构主义“以幼儿为主体”的理念。同时，知

识型问题数量是情感态度类问题的 10 倍，教师过度追求知识目标，忽视幼儿情感发展与思维扩展，未能

通过提问搭建“最近发展区”的支架。此外，频繁且无意义的提问降低幼儿参与度，使其主体性无法发

挥，既偏离建构主义“协作、会话”的要素，也未能利用最近发展区理论激发幼儿的潜在能力，最终导致

绘本学习效果低下。 

3.2.3. 幼儿园中绘本教学的教研活动少，教师缺乏科学指导 
教师想要提高绘本教学能力，则需要园内教师进行互相研讨学习、各园间观察学习以及与专家探讨

学习等方式。而笔者通过访谈发现，绘本教学的教研活动偏少，且缺乏专家指导。在为数不多的幼儿园

绘本教学研讨中，教师们更多的是讨论如何进行教学，运用什么样的技巧进行教学，而对于绘本故事内

容的升华关注较少，只是一些经验性的分享，缺少实质性的指导。这就导致教师自身知识结构单一，难

以进行有效提问。 

3.2.4. 教师的理答缺乏技巧性 
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强调教师需通过有效引导帮助幼儿从现有水平向潜在水平发展。调查显

示，教师对幼儿回答缺乏敏锐度，多以简单肯定或否定评价回应，极少追问，缺乏有效沟通，难以启发

幼儿深入思考。教师理答时的疑惑与难点源于理答技巧缺失，导致无法精准捕捉幼儿的“最近发展区”，

未能通过追问搭建“脚手架”推动幼儿思维提升，背离了最近发展区理论中“借助外力实现发展”的核

心要求，制约了幼儿从现有认知向更高水平的跨越。 

4. 大班绘本阅读活动中教师有效提问的改进策略 

4.1. 增强教师自身绘本教学实力 

幼儿因年龄小、判断能力弱，其知识建构与发展高度依赖教师引导。基于建构主义理论，教师作为

幼儿意义建构的辅助者，需夯实知识基础，通过广泛阅读各学科书籍，既能解答幼儿的认知疑惑，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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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动中助力幼儿联结新旧知识，实现主动建构。同时，教师对绘本的掌握程度关乎提问有效性，通过

研习不同类型绘本与教学指导用书、掌握提问技巧，可设计契合“协作、会话”要素的问题，推动幼儿完

成意义建构。从最近发展区理论来看，教师提升跨学科知识与绘本解读等实力，是精准识别幼儿现有水

平与潜在能力差距的关键。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在提问中搭建“脚手架”，引导幼儿向更高水平进阶，充

分发挥“支架搭建者”作用。 

4.2. 变革传统教学方式，更新教学理念 

学前儿童的年龄特点、认知规律等方面都与其他年龄阶段的儿童有所不同，所以教学内容和教育方

法也有所不同。教师在所有的教学活动中，都要尊重幼儿，平等的对待所有幼儿。要变革传统的教学方

式，更新教育理念，帮助幼儿养成良好的学习品质，同时也要注意营造宽松、和谐的教学氛围，以关怀、

接纳和尊重的态度与幼儿交往。在绘本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努力引起幼儿的兴趣，时刻关注幼儿的表现

和反应，使幼儿能够积极地、全身心的投入到绘本教学活动当中。 

4.3. 注重绘本教研活动，进行有效提问的研讨 

幼儿园内的绘本教研活动、教师之间有效提问的研讨，是教师进行高质量绘本教学活动的关键。对

于幼儿园来说，应为教师提供绘本教学的专业指导，组织教师学习优秀绘本教学案例，并多去其他幼儿

园观摩学习；对于教师来说，教师之间要切磋学习，同时多加反思自身的问题，仔细推敲绘本教学活动，

改进绘本教学。多数教师在大班幼儿绘本阅读活动中，所设计的教学目标不利于幼儿身心全面发展。所

以，教师在进行有效提问研讨的同时，也要多涉及教学目标方面的研讨。 

4.4. 重视提问后的反思学习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学习者通过主动建构意义获取知识，教师需在情境中引导幼儿联结新旧经验。 
教师提问反思是教学效果的动态反馈机制，符合建构主义“协作–会话–意义建构”的循环逻辑。

通过反思无效提问，教师可及时调整策略，确保提问成为幼儿在绘本情境中主动建构意义的桥梁，进而

优化教学质量与自我专业能力，体现教师作为“引导者”的角色价值。反思的诊断功能可帮助教师基于

幼儿回答，精准评估其知识经验、语言水平及绘本理解难点，从而动态调整提问内容与类型。同时，通

过识别幼儿的绘本偏好与个体差异，教师能预设“最近发展区”内的个性化问题，满足建构主义“以学

习者为中心”的要求。 

5. 结论 

绘本教学在 21 世纪越来越被重视，教师在绘本教学中的有效提问也变得尤为重要。教师的有效提问

不仅可以培养幼儿学习兴趣，使幼儿对绘本产生浓厚兴趣，并且能够帮助幼儿积极思考，提高幼儿思维

能力。但是由于教师专业知识不足，存在着提问低效等问题，笔者根据现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原因分

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由于笔者能力差，研究中存在许多不足，首先是观察指标不够严格，笔者没有找到合适的标准量表，

只能借鉴前人的研究基础，编制了本研究的观察表；其次是观察研究案例的数量少，只有 16 份；三是笔

者所观察的幼儿园的局限性，对于幼儿园的覆盖性不足，提出的策略建议的适用性有限。但我期望本研

究能够引起更多教师关注大班绘本教学中的有效提问的问题，提高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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