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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課，教師要教秦始皇的「遠交近攻」策略。應該如何提問呢？原來一句之差，效果

可以天壤之別？ 

「學問」這門學問
原來是一門技能 III：

如何能運用提問建構新知？
梁承謙

本來他心裡面擬定的提問問題是「同學們知不知道

甚麼是遠交近攻？」、「為甚麼秦王要遠交近攻？」 
突然，他意識到上面的兩條問題，對於還未學習這

課的小五學生來說，其實都是相當「困難」的問題，

於是他就嘗試將之變為「淺易」的問題。

教師（指着地圖上的韓、趙、魏三國）問：「這三

個國家，距離秦國較遠，還是較近？」、（再指着

燕和齊）「這兩個呢？」。全班都很容易地準確答

出了。於是教師再追問：「如果你是秦王，沒有足

夠的兵力同時攻打六國，你會選擇先攻打這三個，

還是這兩個？」、「相反，不攻打的便與之建交，

你會與誰建交？」

原先的提問，課堂將會鴉雀無聲。改變了之後的提

問，幾乎全班學生都能自行講出教師原先的提問想

要的答案。

有效教學策略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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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兩期文章 1 提到，除了提升課堂參與度，如果教師

能在課堂中隨心所欲地調適提問的層次，還可以達

到「引領學生建構新知識」的教學效能。John Dewey
很多年前已經提出主動地「建構知識」的學習過程

必定較「被動接收」更有效，教師也一定知道建構

知識的課堂不論學生投入度或學習成效都明顯較佳，

只是擔心需要花較多時間而已。可是，原來只需要

改善提問就可以輕易地做到？

是的。首先我們要明白「引領學生建構新知識」的

關鍵：「逐步」和「發現」。因為學生未學，所以

尚仍不懂。開口就提問最終答案，對大部分學生來

說就是「很難回答」的。所以必須發揮之前文章提

及的「提問技能」：能隨心所欲地把提問轉化為淺

易的問題。不過這個淺易的、可以讓盡量多的學生

參與的問題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還需要一個引領學

生「發現未知」的提問。較易的方法是透過比較、

類比等手法，讓學生看到特殊點／共通點／常錯點

／關鍵點等，學生就會自行建構出新知識或新概念。

最後，教師也要把新知歸納。例如學生應該不會講

得出「遠交近攻」四個字，教師就要把學生說出來

的「當然會先攻打較近的三國，和較遠的兩國建交」

變成「遠交近攻」。然後再透過提問，例如問：「複

習一下，秦王是遠＿、＿攻？」來協助學生鞏固所

學。

建構的過程，往往是從「扣連已有知識」開始的。

逐步地，從已知開始，繼而有所發現，最後再作鞏

固。因此，需要從（一）「淺易的問題」開始，引

導學生去到（二）能讓他們有所發現的「具挑戰性

的問題」，接着由教師歸納小結新知後再透過（三）

「變式測考問題」協助學生抓緊新知。因此，要透

過逐步提問來達到建構知識的效果，教師也是要先

掌握「能隨心所欲地調適提問的用字或問法」這一

技能。若果一來就只是「提問並期望有人回答最終

答案」，是不可能出現「逐步」和「發現」從而達

到建構式學習的。

除了提升課堂參與度和建構新知以外，掌握「提問」

這門技能（而非只是知道關於提問的知識）還可以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相關秘訣下期再分享。

QSIP網頁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 訂閱QSIP通訊

https://www.facebook.com/QSIPCUHK

附註

註［１］：上兩期文章為《「學問」這門學問原來是一門技能 I：課堂提問是不是一門學問？》https://bit.ly/3FcNi8P
及《「學問」這門學問原來是一門技能 II：問問自己是否懂得怎樣問？》https://bit.ly/3tbUbV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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