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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

有效提问的探索与实践 ①

刘丽萍
（长沙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部，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０３）

摘　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中的有效提问是提高教学实效性的内在诉求。有效的教学提问应该遵循
学生的主体性原则，坚持内容的开放性原则，注重视角的新颖性原则；设计有效提问需要掌握以下策略：根据“９０后”大
学生的心理和行为特征设计问题，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特点设计问题，依据培养学生能力的现实需要设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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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是教学中最常用到的教学方法，也是最有影响
力和最体现教学水平的教学艺术。在理论性强的课程教

学中运用有效的教学提问，不仅能让教学互动活动锦上

添花，也能借助这一教学艺术提高教师教学的实效性。

１　有效提问是增强提高课程教学实效的内在
诉求

“０５方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目的
和任务明确规定为：“帮助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观点和基本方法，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引导学

生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按照此目的和任务，本门课程教学

的最首要目的已经不再是知识的传授，能体现课堂教学

实效性的关键应该是学生对于所学理论的领悟和践

行力。

通过与大量教师交流授课心得及与学生的座谈和调

研我们发现，在本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部分同学，尤其是理

工科同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缺乏兴趣，上

课只是为了应付老师课堂考勤，课堂上如果遇到老师的

常规提问则经常出现集体沉默现象，有时个别同学为了

满足在众人面前表现的需要，会对教师所提的实时性和

理解性问题主动回答，但由于这类问题的答案能表现个

人思维的很少，对于学生思维的启迪和探索精神的激发

意义不大，也不能让学生真正产生对该课程的学习兴趣。

“学贵于思，思起于疑”。因此，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授课

教师需要研究和总结有效提问的特征和规律，进行有效

提问，以提高教学实效性。有效提问主要是指提出的问

题能使人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这

种心理又驱使个体积极思维，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有效提问能够在整个课堂教学过程中起到促进学生思

考、发展思维、提高信息交流效益、调节课堂气氛、培养口

头表达能力等重要作用。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的课程特点，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通过有效提问来启

迪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思考和关注现实问题，这也是增

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实效性的内在诉求。

２　有效提问需遵循的原则
卢梭曾指出：“问题不在于不断地提问，而在于如何

提问、提什么问题与出于什么动机提问。”［１］也就是说，

“如何提问、提什么问题与出于什么动机提问”是实现有

效提问的关键所在。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

程特点，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有效

提问需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２．１　遵循学生的主体性原则
传统的“灌输”式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者

应承担起发动、组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重大责任，却忽

视受教育者的能动性和独立性，更忽视了受教育者作为

教育主体对教育的影响，整个教学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

者扮演的是“我说你听、我说你做”的不平等的角色，教学

信息成为单向流动、僵硬单调的说教过程。随着思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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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们

提出了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

理论吸纳了现代主体性哲学与主体性教育理论的精华，

特别是在对“主客体关系”问题的哲学反思中演绎出来，

它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主体性很强的教育活动，既

要求教育者充分发挥主体性，更要尊重和开发受教育者

的主体性，让受教育者积极主动地接受、内化教育者传导

的社会要求与规范。为此，一些学者指出，思想政治教育

过程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应表现为教育者的施

教起主导作用，但是受教育者接受教育影响时，也不是消

极、被动的，而且有主动性、能动性。教育者和受教育者

相互认识、相互作用（即互动），形成合力，进而推动思想

政治教育过程向前发展［２］。

依据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教学的有效提问应该是教师在充分了解学生各

方面特点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设计问题，让学生主动进

行学习和反思，甚至在讨论中达到师生之间出现思想碰

撞的理想状态。相反，如果教师提问不注重学生的层次

性，忽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能动性和独立性，与学

生不作思想上的交流，整个授课也丧失了思想政治教育

要遵循受教育者主体性的本质要求。

２．２　坚持内容的开放性原则
有人将以知识为本位的课堂提问形象地比喻为“请

君入瓮”式提问，教师根据所授知识点设计问题，答案是

书本上现有的，提出问题后教师按自己的思路将学生的

回答引导到“正确答案”上来，这样的课堂提问对大学生

的思想激荡和创造能力培养来说效果是不理想的。作为

成年人，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已经达到能够运用科学理性

的水平。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已逐步增

强，面对问题会具有更多的批判、质疑精神，也能形成自

己独立的立场和观点，教师一味灌输进去的观点和理论

反而会激起他们的逆反心理。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多提

开放性问题，让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认识和

结论。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绪论中有个观点

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依此可以向

学生提问：“有人认为科学性和革命性不可能统一，你认

为呢？”这样的问题跟课本上的结论恰好是相反的，也支

持了少部分人原本头脑中固定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就

不可能同时兼备科学性的观点”，这样的提问既能让学生

脱离书本思考问题，也能让学生在不同以往的“布道者”

的口吻中激发兴趣，认真、全面而深刻地思考这个问题，

使课堂提问具备启发性。

２．３　注重视角的新颖性原则
如果设疑能给学生带来新鲜感则必定是一个有效的

提问。提问的新颖性可以从新材料、新情景、新视角等方

面进行挖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哲学部分和

政治经济学部分在日常生活中能找到许多的新材料、新

案例，挑选学生感兴趣的和刚发生的时事材料并不难，即

便是大家熟知的典故我们也可以从新视角进行提问。例

如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时，教师往往会提及不可

知论代表人物庄子的“梦蝶”典故，在讲授这个典故时，教

师可以提问：“你认为梦境与真实如何区分？”这样的问题

学生觉得根本不应该成为问题，也认为庄子太荒谬，往往

能带来激烈的讨论，随着讨论的深入或者教师的点拨学

生最终发现原来庄子的言论之下蕴含的是：梦境与真实

无法区分，因为感觉不可靠，在感觉并不可靠的情况下，

人还具不具备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这样的问题学生在

充分讨论后能更深刻地理解不可知论和可知论的区别，

并注意到尽管感性认识有时候不可靠，但人的理性思维

在实践的基础上是可以达到事物本质的。

３　有效提问策略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是一门面向广大文理科

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围绕它的教学目标和实践诉求需要

在充分了解受教育者特点的基础上对教学的提问设计注

意以下问题：

３．１　根据“９０后”大学生的心理和行为特征设计问题
任何一个成功的教学都必须根据受教育者的特点选

择教学方法。现阶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授

课对象主要为“９０后”大学生，“９０后”大学生出生在中国
社会加快改革，经济快速发展，信息高速发达的特殊时

代，特殊的生存环境给多为独生子女的“９０后”大学生带
来了明显的“个性”印记：第一，具备强烈的平等意识和自

我意识。他们强调平等，突出自我，不再迷信教师和书本

的权威地位，对于向自己灌输的理论有着本能的抵触。

第二，乐于接受新事物，但明辨是非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

高。在信息爆炸时代成长起来的“９０后”每天都在接受海
量信息，他们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注社会的热点问

题，面对藏独分裂、“钓鱼岛”事件等重大政治问题，他们

表现出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但在经

济全球化的迅猛浪潮中，他们也常常感到茫然，对于改革

中的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社会文明上的差异都让他们

陷入困惑，对某些社会现实无法理解。第三，社会实践能

力较强，具有一定求真创新意识。当代大学生多数认可

创新精神，敢于冲破陈腐观念，他们兴趣广泛，积极参加

各种社团活动；他们不满足校园单一的学习生活，走出校

门尝试创业；他们不满足于老师在课堂上所传授的知识，

更习惯于通过实践的认识过程来接受书本上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中的提问要具备有效性

就必须充分考虑“９０后”大学生的以上特点进行提问
设计。

３．２　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特点设计问题
在现行文理分科的教育制度下，文理科学生不仅因

为分科的原因导致各自具备不同的知识储备，他们的思

维方式和思维习惯也存在较大差异，教师在提问设计中

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就必须结合学生的学科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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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学生感兴趣的社会现实问题，也可针对不同专业的

学生的问题回答来进行授课点拨，如在学习实践的两个

基本尺度时，可以先让学生谈谈对本专业及本专业的社

会价值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再请学生结合学业规划谈谈

如何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教师根据不同专业学生

的职业生涯规划来分析真理和价值尺度在他这一实践计

划中的体现。这样的提问分析后，展示给大家的成果既

能给学生启发，开拓学生思维，也能丰富教师的眼界、激

发教师灵感，为下一轮教学储备素材，充分体现课堂的鲜

活生命。

３．３　依据培养学生能力的现实需要设计问题
现实社会需要高素质的人才，这种高素质的人才不

仅需要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需要具备

较强的创造精神和理论思维能力以及实践能力。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不仅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引导学生学会“做人”，还要培养学生多方面

的能力，让学生学会“做事”。教育家杜威倡导：教育要培

养人的智慧，即明智的行为、行动的能力以便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并且，他将知识与智慧进行区别：“知识仅仅

是已经获得并储存起来的学问；而智慧则是运用学问去

指导改善生活的各种能力。”［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是“智慧之学”，培养学生能力更应是题中之义。

秉着培养学生能力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教学中的问题设计需要教师超越课本具体的理论和

原理从其他角度进行开放式提问，让受教育者运用理论

思维分析把握问题，启用自己所了解的相关知识和方法

来寻找问题的答案，甚至要不断地调查、调研，最后还需

要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将自己总结的答案表达出来，这

些过程都能促进学生理论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

养，也能挖掘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培养学生

能力的功能。在政治经济学教学部分有许多问题可以抛

向学生，让学生在充分调研后给出自己的答案，如在学习

“垄断资本主义”内容时可以向学生提出现实的问题：“英

国皇家邮政３５０年垄断被打破，中国邮政该如何？”从长
期看，这样有效的提问有助于培养学生探索未知世界的

积极态度、发展其创造性思维和“发现真理的能力”，让学

生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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