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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班有“问吧”每个人能提问
“为什么是小蝌蚪找妈妈而不是妈妈找小蝌蚪？”遥遥领先

一个星期为什么有7天？天上的雨为什么下不完？本学期临近尾声，上海市教育学会宝山实验学校正式启动了
校园十大好问题评选，整个寒假期间，广大学生、家长都可以为心目中最有意思的问题投票。目前，张予泽同学提出
的问题“为什么是小蝌蚪找妈妈而不是妈妈找小蝌蚪”以超过30%的票数在投票榜上遥遥领先。

为什么要评选校园十大好问题？十大好问题出炉后还有什么安排？昨日，青年报记者走进上海市教育学会宝
山实验学校一探究竟。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在上海市教育学会宝山实
验学校，每个班级都有一个“问
吧”，张贴着班里同学提出的各
种“好问题”。

二（2）班“问吧”的最新一期
主题是推广普通话，同学们的问
题都围绕这个主题展开：“普通
话起源于哪里？”“有些人有方言
口音怎么办？”“普通话和方言有
哪些区别？”

而二（4）班“问吧”的问题则
天马行空：“可乐为什么会冒气
泡？”“为什么仙人掌能在干旱的
沙漠生存？”“人为什么会做梦？”

“什么人一年只上一天班？”
“学生们好问题的来源不只

是课堂，生活中也处处有好问
题。”学校小学部政教主任汪洋
说，除了“问吧”展示孩子们的好
问题，老师也会及时记录学生发
现的好问题，“老师有两张表单，
一张记录同学们课堂上发现的
好问题，一张记录课外好问题，
两张表单一周一统计，一个学期
下来就有好多好问题。”汪洋表

示，此次参与校园十大好问题评
选的33个好问题，就是从汇总的
好问题中层层推选出来的。

去年6月28日，上海市教委
和宝山区政府启动了“天问杯”
学生好问题大赛，力求通过多层
次的活动和推广方式，发动百万
人次中小学生参加，激发青少年
好奇心和想象力，提升青少年科
学兴趣、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营造全社会关心青少年科学教
育的良好氛围。为对接“天问
杯”好问题大赛，上海市教育学
会宝山实验学校也开展了“好问
题节”。

汪洋介绍说，学生的问题是
“好问题节”得以实现的重要材
料，遵循问题化学习的首要原理
——以学生的问题为起点，以教
师的问题为引导，以学科的问题
为基础。“好问题”从哪里来？在
各学科课程推进实施过程中，老
师鼓励学生不断发现问题、提出
问题、解决问题，形成问题的探
究路径。

以语文为例，在学习神话故
事主题单元时，学生自主建构了
围绕“如何读懂神话故事？”这一
核心问题的问题系统，从“故事
中的主要人物是谁？故事的起
因、经过、结果是什么？故事想
要表达什么思想感情？”这些基
本问题入手进行自主阅读。在
学生探究的过程中，老师给予学
生的是单元学习过程中已有的
知识结构和能力储备，继续探
究，老师给予学生更多的模型启
示，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产生更
多的问题。

“通过‘好问题’，最关键的
是激发学生学习的源动力，他们
会觉得学习的内容是自己感兴
趣的，并产生进一步的探究。”汪
洋认为，学习是有持续性和延续
性的，而好问题也一定是有可探
究价值的，基于此，校园十大好
问题出炉后，下学期开始，老师
就会有针对性地进行辅导、跟
进，让学生围绕这些好问题展开
探究。

提出“好问题”并进行探究
后，如何呈现“好问题”的探究过
程？在上海市教育学会宝山实
验学校，每周的小金猴讲坛就是
学生们展示、汇报、交流的舞台。

三星堆大立人神像手里拿
的到底是什么？对考古很感兴
趣的五年级学生廖艾夕产生这
个疑问后，就对三星堆的青铜人
展开了研究。待研究小有成果，
她就走上了小金猴讲坛，和同学
们分享交流。“我们来做个‘我笔
画你们猜’的游戏，大家猜猜我
是谁。我有吊角眼，还有个大大
的鼻子，我的耳朵很大，是对招风
耳；我是阔嘴巴，还剃着一个平
头。还有个关键信息，我的脸上
还敷着一张黄金打造的面膜，大
家猜到我是谁了吗？”一边讲解，
廖艾夕一边在PPT上展示出了戴
黄金面罩青铜人的图片，并详细
介绍了这个青铜人的出土时间、
年龄和出土地点。听完她的讲
解，同班同学夏子淇表示“涨知
识”了：“以前都不知道这些。”

走上小金猴讲坛的同学们，
讲解的内容五花八门，俞欣悦同
学没去过成都，但对成都的美食
却很向往，于是一番研究后，给
同学们展示了一个成都美食美
景“攻略”；陈禹暘同学读古诗词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对作者
辛弃疾产生兴趣，于是就从作者
生平、作者诗词风格等方面对这
首宋词展开了分析……“小金猴
讲坛的内容是非常多的，‘上知天
文下知地理’，各种知识样样都
有。”五年级学生余一铭说，在小
金猴讲坛上，同学们将自己探究
的知识侃侃而谈，不仅让大家学
习了知识，也锻炼了表达能力。

“通过小金猴讲坛，学生可
以把在课本里解决不了的问题
在课后进行探索，然后跟同学们
一起分享。站在这里讲的过程
中，其他同学可以提问、追问，是
一种互动的形式。”校长吴昌利
说，小金猴讲坛是流动式讲解，
不但在自己班级讲，还到其他班
级讲，每个月各年级讲得好的同
学还会集中展示讲，做到了“天
天讲、周周讲、月月讲。”

作为国内首个“问题化学
习”母体实验学校，上海市教育
学会宝山实验学校所有班级全
部实施了“问题化学习”。吴昌
利透露，问题化学习已经探索实
践了20年，而学校的问题化学习
研究更是获得了全国基础教育
成果一等奖，这些经验已在全市
乃至全国辐射、推广，“目前，我
们在全国有59所基地校，4个整
体推进区。”

在吴昌利看来，好问题没有
条条框框限制，无论是学科类、
生活类还是校园生活方面的问
题，只要对自己有所提升或有所
帮助，都是好问题，“提问是可以
培养的，我们鼓励学生善于发现
问题、勇于提出问题，进而能够
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能形
成比较完整的问题链，知识体系
也慢慢梳理出来了。”

在上海市教育学会宝山实
验学校，学生们从一年级就开始
开展问题化学习，不断培养遇到
事情怎么提出问题、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怎么写报告呈现研究
成果，“等到了七八年级，这种能
力已经养成习惯，学生的思维方
式也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来
了。”吴昌利说。

让学校成为“好问题”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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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问题”贯穿学生学习全过程

“好问题作品”展示吸引学生参与。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每个班级设置“问吧”。

流动式讲解锻炼了学生们的表达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