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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学习的关键：学会提问 

 

中国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龚春燕 

 

 【摘要】提出问题，本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学习的一条原则或措施。但在

实际由于教学的愈来愈不够重视，导致学生提问的能力却越来越差，也使得学生

的创新意识、创新习惯、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存在着巨大盲区。今天，世界各地

都在广泛地开展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教育改革与实验，旨在培养学生的终身能

力。而提出问题是这一实验的关键或者说是核心，只有当学生能提问题，学生学

习才有动力，创新也才有了可能，于是古老的话题今天又有它特别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提问 问题 创新 创新学习  

 

  恩格斯曾经指出“提出问题对于马克思在创立剩余价值理论中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他还说：“马克思在研究时，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

题所在。”(1)因为只有对尚未经过实践检验的既有观念、理论、学说提出疑异的

看法，才可能有新的实践经验，或者纠正旧理论，或者突破旧理论创立新的理论。

如果没有提出问题这个必要的环节，任何新理论都不可能诞生。法国著名文学家

巴尔扎克指出：“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都毫无异义地是问号，我们大部分的伟大

发明家都应归功于此，而生活的智慧大概就在于逢事都问个为什么。”托夫勒也

说过：“不问一个为什么，什么东西也学不到。”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作过这

样的评述：“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

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

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一、提问的意义 

  学习的过程，其实质是学习者不断地“生疑──质疑──释疑”的过程。南

宋理学家朱熹说过：“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因此，“疑”是学习者学习的关

键。只有疑，学习者才能积极思考，去质疑、释疑，在不断生疑、质疑、释疑过

程中，才有“创新”。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思维是从疑问和惊奇开始的。”因为

“疑问”能使学习者心理上感到茫然，产生认知冲突，促使学习者积极思考，在

这个过程中才能实现创新。如果在学习过程中，长期处于无“问题”的状态，说

明他思考不够，学业也提高不了，当然就无创新可言。可以这样说，科学创见始

于“问题”，  没有“问题”何来创新?因此，“问题” 是学习者提高学习能力的

基础，是创新的关键。 

  1.有利于感悟知识 

  世界各国都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但其中心要求是让学习者能感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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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成的过程。学校教学过程里的认识主体主要是学习者，他们所要认识的东西，

主要的不是去发现新的科学技术，而多数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科学知识，是些比

较确定的基础知识。因此学习者在学习中，从培养学习者的创新习惯入手，多提

问题，从提问或者问题解决的过程中，看到书中字里行间的东西。战国时期伟大

的诗人屈原写过一篇长诗，名叫《天问》。在这首诗中，屈原对“天”一连提出

了一百七十几个问题。在他看来，“天”并非深不可测，高不可问。因此，他打

破沙锅问到底，务必穷极“苍天”之奥秘。在学习中提出问题，不但能使学习者

灵活而实际地掌握既有的知识，而且能使感知教材、理解教材、巩固知识、运用

知识，并能使学习者充分发挥其主动性。荀子说得好：“知而好问，然后能才。”

(2)把“好问”作为感悟知识形成， 至而成才的途径，这是很高明的见解。学，

贵有“疑”；有“疑”，才有“思”；有“思”，才有“问”；有“问”，才能有“悟”。 

  2.有利于揭示矛盾 

  提出问题的基本属性是“新”与“异”，这正是矛盾不断揭示的结果。一方

面从学习者学习人类历史上积累下来的既有知识来看，总会遇到一些不易理解、

不易掌握、不易运用的问题，或是不同于既有知识的新奇的看法，从中提出问题

来，逐个加以解决，才能真正实现学习认识的过程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

之较多的转化，学习者的创新力才会得到发展。另一方面，从人类科学知识的不

断更新和发展之中，特别是现代，知识成几何级数的增长，新知识层出不穷，学

习者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新”“旧”知识的冲突，容易产生矛盾，加之每一个

学习者的思维方式都不一样，相比他人就可能产生新的或者奇异的问题。学习者

在学习过程中要象“蚕食桑”和“蜂采花”一样。“蚕食桑，而所吐者丝，非桑

也；蜂采花，而所酿者蜜，非花也。”这就要求我们学习时不要仅仅局限于知识

积累，原封不动地把前人成果保存下来，而是要加工制作，进行创造发挥，多问

多想，出新出异，形成独到之处，从而建造自己的“蚕丝”与“蜂蜜”。 

  3.有利于发散思维 

  先贤圣哲一贯提倡为学要有存疑精神。认为疑问的产生是与深思熟虑相关联

的，有思才有疑，能思才能疑；思得深，想得远，疑问才能提得深刻、尖锐而中

肯。反之，不思则无疑可提；思得不深，疑问也不会提得深刻。这表明，问是建

立在深思、慎思、精思的基础之上的，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同时，问又是向更高

层次思维发展的开始。 

  疑问既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这就意味着新问题出现了，又推动学习者

主动去思考，去释疑。其主要的办法离不开思。这正如陈献章在《明儒学案. 白

沙学案一》中所说：“疑是后问，问而后知，知之真则信矣。故疑者进道之萌芽

也。”明代学者尤时熙曾说：“质疑是学问起头，便是落脚。”(3)朱熹说：“大抵

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既晓得后，又须疑不止，

如此庶几有进。若以为止如此矣，则终不复有进也。”(4)。孔子在《论语.卫灵

公》说：“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张载还说：“不知疑者，

只是不便实作，既实作则需有疑⋯⋯则须有疑是问，是学处也，无则只有未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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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来也。”(5)他们的论述都说明一点，提问与思维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不

少人认为，学习者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是重点学校好学习者的事，我们这些差学习

者却不行。笔者的一位亲戚的儿子是一个传统评价中的差生（读小学二年级），

但有一次我认真听他与几个小朋友讲词语，却认为他们的发散思维能力很强。“白

色”本是一种很单调的颜色，但却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对二年级小朋友可能知

之甚少。一小朋友说“形容‘月光’用银白色，形容“梨花”用什么，一小朋友

马上答道“粉白色”；这个小朋友又问“假若写人的脸色很白，又怎样说？紧接

着营养不良的人和危急病人的脸色，应该怎样？一个小朋友说用“苍白”表示营

养不良的人，用用“惨白”说危急病人。后来一小朋友又想出，豆芽用“白生生”，

银元用“白花花”⋯⋯看，学习者的思维有多活跃，能用“差生”概而了之吗！ 

  4.有利于发展个性 

  我们常常在议论人时说：“这个人可有点个性”，或“这个人的个性可很强”，

多把个性当做贬义词来使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教育的确不如国外如欧美、日

本的教育，他们把培养学习者的个性当成是教育的目标之一。毛泽东同志在六十

年代曾经提出，“让学习者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的得到发展。”“生

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提法，说明了主席在教育问题上已经重视人的培养

和发展的特有规律，其本质就是让学习者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鼓励提出问题，

可把学习者的个性发展放到应有的重要地位，给学习者的个性发展创造了一个宽

松的环境，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学校、家庭从小就进行“乖学生”、“乖孩子”教

育，但我们课题组一贯倡导提问题的学生才是“乖学生”。其次在实验的目标上，

我们提倡全面发展，但不要求平均发展，要按学习者的个性发展，做到因材施教，

避免“一刀切”，一个规格要求学习者。著名的韩寒现象、电脑奇才满舟他们都

是爱提问题，思维不断发散成为写作高手和电脑天才的。 

  

   二、问题的构成 

  什么是问题？或许你没有思考这个问题，但你几乎每时每刻都遇到问题或思

考问题。“所谓问题就是你遇到一个情境，一个没有直接明显的方法、想法或途

径可遵循的情境。”(6)问题情境它不仅仅包括已知与未知的客观关系， 而且要

求主体参与这一关系，并反映出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特殊类型。这首先是发现

新知识的过程中产生的主体的某种确定状态。在这一过程中，随着主体对新的知

识的发现，主体的心理状态也同时发生变化，并构成新的心理形成物。因此问题

情境中的探索过程是与形成新的基本的心理形成物的过程是相一致的。问题的核

心成分是新的、未知的东西，当然这是相对于学习者本身而言的。因此，前苏联

教育心理学家马秋斯金认为：“问题情境是主体与客体思维上相互作用的一种特

殊类型；它的特点首先是当主体完成要求发现新的、主体前所未知的知识或动作

方式的作业时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7) 

  1.问题的“三要素” 

    一个“问题”它须具有三要素，一是关于问题条件的给定；二是关于问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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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目标；三是条件与结论之间，需经过一定的思维方能达成。 

  (1)问题的条件   

  学习者在提出问题时，或者发现了问题的情境，首先要明确问题的条件，缺

少条件，就不成其为问题。有一些问题“已知园的半径为 5厘米，求园的面积是

多少”“如果能做一双大面积的轻便鞋底的话，在水面上‘行走如飞’的武功就

会变成现实”，它的条件是“半径为 5 米”“做一双大面积的轻便鞋底”很容易

知道，但有一些问题的条件隐藏在其中，需要认真分析。 

  (2)问题的结论 

  问题的结论，也称问题的目标，是问题要求的答案或者目标状态。如上面的

问题，结论分别为：“园的面积是多少”，“在水面上‘行走如飞’”，“‘飞夺’一

词用得好或者不好”。 

 

  (3)问题的思维 

  由于问题的“条件”与“结论”间有“差距”，学习者就要寻找解决的方法，

这就需要有一定的思维活动，有些可能短时解决，有些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这

就要分析问题的“条件”与“结论”间的“差距”。陈景润为了找到“任何一个

大于４的偶数等于两个奇素数之和”(简称 1＋1)的方法，用了十几二十多年时

间，解决了“1＋2”，离“1＋1”还差一步。 如上面“已知园的半径为 5厘米，

求园的面积是多少”可能１秒钟时间。寻找“条件”到“结论”解决的方法，是

学习者经主体思维而找到“方法”的心理过程。它可能是有现成答案的常规性问

题解决和无现成答案的创新性问题解决。 

  2.问题的分类 

  (1)基础型问题 

    学习者根据学习内容，提出的有关基础知识的问题，如学习数学的同底数幂

的除法法则ａｍ÷ａｎ＝ａｍ－ｎ这一法则 ， 学习者可能自然要设计一系列问

题：法则条件是什么?结论是什么?条件能否增减?能否更换?法则有什么特征? 在

什么范围内成立?怎样证明?除书中证明方法外还有其它证明方法吗？该法则是

否有几何意义?在哪些方面能够运用?可否推广⋯⋯。有些问题可能还需在实验中

解答。 如一些学习者常常学习数学中的“浓度问题”有困难，就用食盐加水，

从加食盐的多少对溶液浓度高低的配制的溶液有感性认识，从而使问题得到解

决。 

    (2)开放型问题 

    开放，主要指题目的条件不完备或结论不明确，从而蕴含多种可能，而要求

学习者自行推断。它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有关条件的开放性问题，这种题型一

般缺少条件，答案有可能是多种。只要答案与题设条件对整体题目而言是充分的、

相容的、独立的，便可认为是正确的；二是有关结论的开放性问题。三是存在性

的开放性问题。有些问题不能用一句话说它存在或不存在，它的存在需要有一定

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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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性问题一般具有形式新颖、构思精巧，能通过训练使学习者在错综复杂

的事物联系中，发现问题的实质，客观评价事物，并能够再现、理解、巩固所学

基础知识。留美博士黄全愈在南京讲课时给小学习者现场出了一道题：以下四类

动物，挑出不同类的一个。全白的猫、花狗、绿色的鸟、黄色的狮子。学习者们

争先恐后的发言，有的说是鸟，因为鸟能飞；有的说是花狗，因为其它动物的颜

色是单一的；有的说是狮子，因为狮子吃人⋯⋯答案五花八门，尽管黄博士心中

的答案是“鸟是禽类，其它是兽类”，但他认为同学们的答案都正确，因为他们

都能自圆其说。(8) 其实这一问题，本身是开放性的问题，问题条件是开放的。 

  (3)研究型问题 

  有一些问题，需要学习者广泛涉猎资料，进行演绎或者用实验来探究。研究

性问题与发现问题分不开，是学习者自己想出来的，不是别人提供的。黄全愈的

儿子 8岁时就“研究”了蓝鲸。他有了这一问题， 就让他妈妈陪同去图书馆查

阅有关蓝鲸的资料，通过儿子阅读这些资料，他对蓝鲸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比

如一天要吃掉 4吨虾，寿命是 90－100年⋯⋯我们在创新学习实验学校中，有一

个学习者提出了“减法能否从高位减起”，尽管是个小学习者，但他到重庆少年

图书馆、学校图书室查阅了很多的资料，并和他爸爸一道来解决这个问题，后来

他构造了“减法从高位减的法则”，很有创意。 

  学习者提出的问题，需要在实践中或者讨论进行，如一实验学校的学习者提

出“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袋装”的问题，她们先设计调查问卷，并对城市居民生

活垃圾的处理情况进行调查并作数据分析，然后走访环境保护局及环卫所，再到

图书馆查阅资料，最后提出可行性意见：将目前公用的垃圾筒统一改装，由“一

筒式”改为“分隔式”。这样有利于资源回收，有利于环境工人处理，尤其是杜

绝了填埋不能腐蚀的如白色垃圾、塑料制品等。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学习者相互

讨论，效果会更好。但需要讨论的问题，一定要目标明确，方法实际，有一定难

度，有趣味，并有一定的价值。如学习者在学习《致橡树》一文，一学习者就把

握住了主题“我们应确立什么样的爱情观”，几个学习者围绕这一问题，各抒已

见，并结合现实发散思维，最后形成多种向上的观点。 

    问题的分类有多种方式，为了突出创新学习，论述了以上三种。如按问题的

性质分有明确问题和模糊问题；按形式分有实践问题、讨论问题、应用问题等。

(9) 不同类型的问题，应有不同提问的方法。 

 

  三、提问的方法 

  学习者在学习中，不能提问题，或者不敢提问题，其最重要一点是学习者学

习观念陈旧，正如王充所说“即徒诵读，读书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这类

也。 ”(10)王充又说：“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专精

讲习，不知问难。”(11)意思是学习者不要只背诵文章，还要大胆“问难”。 

  1.敢问──更新观念是基础 

    (1)勇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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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学者治学，常因受前人之见的束缚而不敢提出自己的见解。尤其先贤圣

哲著书立说之定论，往往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治学人常因自身学识浅薄，

师心自是，以为书上所载，圣人所说，都是不可改变的事实。虽然“学穷千载，

书总五车”，总是不敢越雷池半步，提出自己的看法。但王充给我们作了表率。

他在《问孔》中写道：“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

非。问难之道，非必对圣人及生时也；世之解说说人者，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

也。苟有不晓解之问。迢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

逆于理？”王充敢于大胆问难，具有彻底的批判革新的精神，他主张“距师”、

“问难”，反对“信师是古”，要求学习者能提问，多思考，实中求学。尽管孔子

是大学问家、教育家、思想家，但他对孔子的一些教学方式不敢恭为，有自己独

到的看法，是“濯去旧见，以来新意”的表现。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学习者所必须

的学习品质。 

    不守旧才有批判，有批判才能开拓，才能有问题，才能有创新。 

  (2)敢于提问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化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化学系教授黄乃正, 他分别在

上海、香港及美国学习、工作、生活过，他对自己在学习中不断发现问题有独到

的看法：“少给自己规定条条框框，要大胆发挥，大胆提问。有了问题，自己要

独立思考，设法解决。简单地说，就是‘自己把问题弄明白。’”(12) 

  学习者要让自己敢“问”，首先是要克服自卑的心理。可通过阅读名人故事

提高对“问题”重要性的认识。爱因斯坦从小爱问为什么，长大后成为举世闻名

的科学家 。其次还要提高自己问“问题”的兴趣，消除懒得问“问题”、怕问“问

题”的思想情绪，激发起想问“问题”的欲望，锻炼敢问“问题”的勇气。再次

是学习者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要认真对待，不论问题多么肤浅或异想天开，都

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有疑，自然要向同学、老师、家长等发问，只要大胆的提出

来，就不要怕他人耻笑，因为提问是学习者的权利，应该受到他人尊重。张载在

《经学理窟 .学大原下》中说：“人多是耻于问人，假使今日问于人，明日胜于

人，有何不可？”只要能从他人回答“问题”中，捕捉到“智慧的火花”与“灵

感”，就达到了目的。以致于捉使自己不断的提出新“问题”，最终达到提出有水

平的问题的目的。当然如果学习者融入的是一个本身爱问“问题”的环境，可能

问“问题”的积极性就会更加高涨。黄全愈在《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中写得最

多的莫过于美国的教师如何尊重学习者提问，如何创设提问的环境，尽管学习者

提出问题，常常让教师“难堪”，但他们认为这是正常的，因为教师不是“圣人”，

况且现在知识更新很快，学习者学习知识的途径增多，教师不能回答学习者的问

题是正常的，但只要善于组织，如广泛讨论、图书馆查阅资料、走访专家学者等，

学习者就一定尊重教师，也使学习者的学习真正具有了创造性。 

  2.能问──保障时空是前提 

  学习者常说一句话，我不会问“问题”，或者不爱问“问题”，或者没有问“问

题”的习惯，其实，主要是过去的学习中几乎没有问“问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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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有问“问题”的时间 

    很多学习者都说，我们每天的作业太多，几乎没有提问的时间。由于“减负”

着力推进，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很多教师都压缩了作业量，并给学习者提供了

提问的时间，如创新学习实验，所有的实验教师每节课原则上都留了不少于 10 

分钟给学习者提问的时间，并实行学习者无错原则，解放学习者，大胆提问。有

一次我去一所实验小学听一位小学二年级的教学课“三、四位数的竖式减法”, 按

照创新学习课堂原则，需有提问题的时间。在提问的时间内，学习者相继提出了

“竖式减法是谁发明的?”“竖式减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的问题。当然除了课

内有时间保障外， 课外也尽可能给学习者问“问题”的机会。同时学习者还要

给自己确定提问的时间，不要被作业埋没了提问，每天规定提问题的数量，只有

不断地产生问题，才能不断地思考。 

  (2)有问“问题”的空间 

  提问，教室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场地，但有时不在教室或学校，有问题要问，

就可能用书面问“问题”，或其它方式如电话向教师提问等。为了不放过任何“问

题”与“灵感”，学习者应备一本“问题”本，随身携带，及时记录。笔者在香

港讲学，看到一些学校采用了“问题”墙或“问题”园地，满满的问题不拘形式

粘贴在墙上，下面有联系方式，可能其它同学能解，就解决了这一问题，到一周

或一个固定时间就组织一次讨论，专门解决疑问或者到图书馆查找资料或者请求

专家学者来解决，学习者通过这种方式，记忆深刻，效果甚好。这正如郑板桥所

说：“使疑窦释然，精理迸露，故其落笔晶明洞彻，如观水观火也。”(13)问题解

决后，学习者又以愉悦、欣慰的情绪提出又一新的问题来，提升了学习质量。 

  3.善问──掌握方法是根本 

  (1)会疑 

  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前人总结的思想认识与实践经验，往往受时间、

条件与文化背景的局限，即便当时是正确的，具有新意，可是随着历史的发展，

就会出现“到了千年又觉陈”的现象。这是正常的必然。因此，在学习前人积累

的书本知识或实践经验时，就不应一味地照学、照搬，必须有所取舍，有所变更，

根据现实的情况，提出问题，才能有新的发展需要。 

  学习是否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善不善于提出问题与分析问题。明代教

育家陈献章指出：“前辈谓学贵如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

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章初学时，亦是如此，更无别法也。”(14)王夫之说：

“由不疑至于疑，为学日长；由疑至于不疑，为道日固。”(15)他们都说明了一

个道理，学习的过程，是围绕着一个“疑”字，有疑才产生问题，有问才引人深

思，螺旋上升，这就是“学则须疑”的意义之所在。质疑是问题的开始，质疑是

创新的基础，只有当学习者能质疑、会质疑，才有创新的可能。 

    学习者在学习中可通过设疑形成“问题”空间，促使自己为“问题”而思，

为“问题”而问，为“问题”而学，为“问题”而创。如通过一题多解、一题多

变等方式，迫使自己一题多问，特别要注意设计一些非规模式而对启迪智慧有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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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性的“问题”，激发自己探究、解决“问题”的欲望。 

    (2)会问 

  孔子在《学记》中说“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而后其节目；及其久也，

相说以解”。意思是说提问要由易到难。以劈木材为例，先从容易砍的地方入手，

然后攻其它关节，随手就劈开了。同样，问题要先提容易解答的问题，通过对容

易问题的解决，取得经验，树立信心，难题也会得到解决。 

  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极为重视“提问”的方法，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我有几位好朋友，曾把万事指导我。你若想问真姓名，名字不同都姓何：何事、

何做、何人、何如、何时、何地、何去。还有一个西洋派，姓名颠倒叫几何。若

向八贤常请教，虽是笨人不会错。(16)”台湾著名教育学家陈龙安教授他经过多

年的教学实践，得出了提问的技巧，用十个词提问：“假如”、“列举”、“比较”、

“替代”、“除了”、“可能”、“想像”、“组合”、“六Ｗ”、“类推”,(17)通过这十

种提问的方式, 学习者一般都能较好提出问题, 并且每一问题都有一定的发散

性,不要有固定的答案,培养学习者的发散思维。 

  学习者从敢于问“问题”到善于问“问题”，是一个飞跃的过程，只有多问、

勤问最终才能实现这个飞跃。知识来源于问号，著名发明家保尔. 麦克克里德说

得好：“唯一愚蠢的问题是不问问题。”只要学习者坚持不懈，就一定能悟出自己

提问的方法，成为一个善问的人。 

  提出问题是学习者学会学习、学会创新的关键，只有当学习者能提出问题，

并不断解决问题，又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逐渐上升，由发散思维到聚合思维，

由聚合思维到发散思维，再到聚合思维，学习的效果就一定会很好，就一定会乐

意学习，就一定能成为江总书记所希望的新世纪创新人才。 

 

 

──────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 第 2卷 P279 

(2)《荀子. 儒效》 荀子 

(3)《拟学小记》 尤时熙 

(4)《朱子全书》 卷六 朱熹 

(5)《中国古代学习思想史》P372 人民教育出版社 

(6)《创新的策略》 甘华鸣 红旗出版社 Ｐ4 

(7)《外国教育资料》 “问题教学” 高文  1988年第 2 期  

(8)《新华日报》 “美国的素质教育” 2000年 6月 8日 

(9)《创新学习论》 龚春燕 著 红旗出版社  

(10)《程材》 王充 

(11)《问孔》 王充 

(12)《少年科学》 情系香江的化学家 2000年 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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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随猎诗草》 郑板桥 

(14)《论学书》 陈献章 

(15)《诗广传》 王夫之 

(16)《陶行知文集》 湖南教育出版社 

(17)《创造性思维与教学》 陈龙安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Ｐ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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