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也是伟大的教育家# 他不仅终身不懈

地探索思考教育教学的理论问题!而且长期亲自参与了大量

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形成了独具特色"影响层面深广的教育思

想理论体系$ 本文拟就毛泽东在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基础上

所形成的%问题教学&思想及其对当代创新教育的价值进行探

讨!以期对当今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毛泽东的"问题教学#思想的内涵

毛泽东的%问题教学&思想是指’在教学中!教师要高度重

视问题意识在认识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善于以问题启发学生

的思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能自己不断地提出问

题!以培育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创新精神$ 其实质是一种启发

式教学思想$
在理论上!毛泽东对%问题&与%提出问题&的重要性有许多

重要的精辟论述$ 他认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没有解

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

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 捉住

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问家和

实行家!((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毛泽

东又说’%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 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
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

对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 &!$#%光提问题也可以!能提问

题就是一种提高$ &!%#%读书要不断地提出新问题!&%凡事应该用

脑筋好好想一想$ 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

出智慧$ &!&#而所谓提出问题!就是%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

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 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
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 &!’#毛泽东极力反对的!就是%甲乙丙

丁!开中药铺&!%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

赞成什么!反对什么$ &!(#他主张在教学中!教师应向学生介绍人

们对某一问题的不同观点或把正反两方面的材料发给学生看!
使学生对学习对象的认识产生差异+差异就是矛盾!因而推动

学生用脑筋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在 ")(& 年的一次谈话中!
他对教学中师生问题意识薄弱提出批评’%大学生!尤其是高年

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 &他认为教师应把

讲稿发给学生!和学生一起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高

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

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 &!*#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 毛泽东本人无论是在他当教师亲

自授课启发他人时!还是在自己做学生!或以小学生的态度虚

心向人民群众求教时!他始终是一个充满浓烈问题意识的人’
善于以问题启发学生! 又善于提出问题求教问难$ 他身体力

行!率先垂范!堪称贯彻%问题教学&思想的楷模$
作为教师!他善以切中要害的问题启发听讲者!使学生在

问题的发问中! 注意力和思维被定向集中在一个个具体的教

学小目标上!对问题的思考一步步被引向深入!产生了非常好

的启发教学效果$
据抗大学员回忆!毛泽东一次在抗大讲课!讲到集中兵力

打歼灭战时!他把一个手指按在桌面上!一面用力往桌里扎!一

面问’为什么用大力气而扎不进呢,大家正思考而不得其解!他

拿出一把锥子!往桌上一扎就进去了!并问’这是为什么, 毛泽

东分析说!因为锥子接触面积小!打击面小!一扎就进+而手指

接触面积大!打击面大!就扎不进去$我们打仗就是要集中兵力

打歼灭战!这样准能胜$一个高深的军事理论观点!被毛泽东以

问题为纽带进行启发性阐释!变得易懂易学!清晰明了$
另一次!毛泽东在抗大总校讲课!为动员满怀热情来到延

安的青年离开延安去洛川! 他充分运用了善于提问的启发式

教学技巧$他说’%上课之前!先讲一件)小事*$最近几天!有不

少同志给中央和我写信"递条子!说)我们是历尽干辛万苦才

来到延安!怎么能一到这儿就离开呢+*我说对呀, 中央的许多

同志也很同意这种想法$ 但是!就有那么一个人不同意!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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叽哩咕噜的!这个人是谁呀!"他故意话到嘴边留半句!大家面

面相觑!猜不出来# 停了停!他又风趣地说$%这个人就是肚先

生!也就是你们的肚子罗&"大家哄堂大笑!毛泽东接着说$%你

们别笑罗!不相信试试看!谁敢同这个’肚先生(较量较量" 中

国古代有一个道家叫老子!他非常信这个邪!他说)民以食为

天(!我说是吃饭第一" "正当大家听得入神的时候!他一下子

把话拉入正题$%我要讲的)小事(!就是动员同志们去洛川就

食罗!把饭吃饱!解决)肚先生(的问题#所谓就食呢!就是古人

所说的 )就粮(! 也就是把人带到积粮甚多的地方去找饭吃"
*后汉书+上说$)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弊(, 今天!
我们党中央也学点古人的做法!动员同志们去洛川)就食(!其

目的就是让 大 家 吃 饱 肚 子! 学 习 好! 训 练 好! 做 好 抗 日 准

备# 你们说!该不该去呀!"大家回答道$%该去"该去"我们一定

去" "#$%从这里!我们难道还不能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善于提问

的启发式教学的感染力和魅力-
做为学生!毛泽东自身更是充满着浓烈的问题意识#他总

是刨根问底!不耻下问#还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泽东对于%学

问"就有自己的一套见解# 他认为%学"和%问"两者不可分离#
他读书遇到问题就找同学和老师质疑问难# 他几乎每周一次

到杨昌济先生家中去求教#除杨先生之外!毛泽东还常到徐特

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家中去问难解疑#
毛泽东求师问学还不止限于湖南长沙一地!上海.北京等

地的学者!他也尽量联系求教!探讨问题# 正如他所言$%人有

善!虽千里吾求之# "#&%在一师毕业到北京后!对于他十分仰慕

的文化名人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等人!都曾以

诚挚的态度多次登门向他们求教问难# 就是在他担负中国革

命和建设的领导重任后!仍保持着谦虚诚恳的求教风范#他和

众多党内外学术界.文艺界知识分子和著名人士的平等交往.
探讨问题便是非常有力的例证# 据周培源回忆!’( 年代到 )(
年代中期!毛泽东在百忙之中经常邀请知识分子开会座谈!求

教问题!听取意见#他还和周谷城.华罗庚.竺可桢.李四光.李

达等著名学者有过很深的交往!经常和他们长时间探讨问题!
或讨论!或求教!或指教#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问题教学"思想及其实践归结起来

有三个鲜明特征$
其一!强调%问题"是开启学习之门的钥匙#
毛泽东认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抓住了诸多问题中的

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这就是说!问题是认识事

物的出发点!没有问题就不会有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故问题

应是生长新知识和新思想的种子和逻辑力量#在毛泽东看来!
产生学习的根本原因是问题# 只有在对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

本方面加以调查和研究!问题才能产生#学习中如果感觉不到

问题的存在!学生就不会去深入思考!学习也只能停留在表层

和形式上# 所以!从毛泽东对%问题"的一系列见解可以看出!
学习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过程!问题是学习的动力.起点和贯穿整个学习过程的主线#
其二!注重以问题为纽带进行教学#
作为教师! 毛泽东善于以关键问题为切入点进行启发式

教学!将问题演绎成一种对学生的求知欲和已有知识积淀的

定向吸引!步步为营!层层推进!这不但使师生双方均处于兴

奋又宽松的愉悦情景之中!而且随着问题的逐个解决!理解的

逐步深入!学生心中的疑云就逐步地豁然开朗!教师所营造的

问题情景也就逐步达到了其预定的教学目的# 这种被%问题

教学"所优化的极富启发性的教学效果!是教师单纯的说教和

知识传授所不可比拟的# 据听过毛泽东讲课的学员回忆!毛

泽东在抗大和陕北公学等地的讲课!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和

大家最喜欢听的!教学效果极好# #*(%

其三!注重培育学生的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是指问题成为主体感知和思维的对象!从而在主

体心里造成一种悬而未决但又必须解决的求知状态#毛泽东的

%问题教学"思想的最终目的是培育学生的问题意识#他鼓励学

生在学习时要不断地提出问题! 特别是高年级学生更应如此!
因为能提问题就是一种提高# 在不断形成问题.研究问题的过

程中!学生的问题意识将逐步增强!逐步形成好问.多问.深问

甚至怪问的创造性思维品质! 这就可以改变学生总是围绕教

师.教材转以及迷信权威的习惯!使他们成为自立自强.自主求

索的独立主体!成为能够进行自我教育.勇于求知的人#

二!毛泽东的"问题教学#思想对创新教育的启示

!!树立创新教育即问题教育的理念

首先!教师必须明确!创新教育应以问题为开始# 因为创

新正是从问题的提出中开始其生命的历程# 创新教育的首要

任务并不在于直接给学生传播现成的知识!而在于引导学生

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有让学生的头脑中存在大量的问题!
然后才能谈得上学知识!否则!一切知识就成了令人生厌的无

病呻吟!学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求知的愿望# 其次!教师必须

明确!问题是贯穿整个教学过程的主线# 知识只有围绕问题

而展现出来!才能很好地为学生所理解和接受!进而才真正作

为其内在精神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只有使问题存在

于整个创新教育的过程中!使教育时时处处都有问题!才能从

根本上保证教育过程的连续性和有效性# 再次!教师还必须

明确!问题是创新教育的归宿# 教育的最终结果绝不应当是

传播知识!而应当是在初步解决已有问题的基础上引发更多.
更广泛的新问题# 这些新问题出现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能够

使教育活动无止境地进行下去!而且更主要的还在于它能最

终把学生引上创新之路!进而成为创造者# #*+%

"!创设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

培育学生的问题意识!其主阵地是课堂教学# 它需要教师

创设一个开放宽松.民主愉快的教学氛围!鼓励学生解放思想!
大胆质疑!使学生在自由.安全的氛围中有自我表达的勇气#

这里所说的%自由"!是指不对学生的思维和行为采取限

制!使其有自由表现的机会/而%安全"则是指不对学生独特的

想法进行挑衅!使其消除对批评的顾虑# 在这种教学气氛之

中!学生便能够无拘无束地吸收理解!提问争辩!积极思维!踊

跃交流# 即使是学生的思维活动和思维成果超出教师的教学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 年 第 $ 期

%$& &



参考文献!

!"# 毛泽东选集!第 "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01/,%1/(01//%
!(#!2# 柏桦+ 毛泽东口才!.#+海口#海南出版社$1&&-$)1-%)3(0*4/%
!/# 毛泽东选集!第 (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1$2*2%
!5#!14# 张健%毛泽东的教育实践!.#%杭州%北京#浙江教育出版社%北京教育出版社$1&&($*4,%1(,%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 毛泽东早期文稿 !.#%长沙#湖南出版社$1&&,$*2%
!11#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创新教育#面向 *1 世纪我国教育改革与教育发展的抉择!.#%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1%
!1*# 张阳%创造教育的问题教学法!6#+教育探索$1&&,$!,"+
!1(# 姚本先+论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6#+教育研究$1&&,$!14"+
!1/# 胡东方等+困惑及其超越&&&解读创新教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441$)/+

!"# $%&’$()*!% "+(&%,-#)’."-%-)* /&"01-)*# ")2 ,1&
3#),&45#.".6 7))#8",-8& 92(0",-#)

!"# $%&
789:;<= >?;=@A@ BC<D;E;F=<G .@D;H;=@ IFGG@J@K 89L?F9 M,333MN

:;%,."0,< .<F BA@0B9=J!A "O9@AE;F=0C<;A;=J B@<H?;=J# ;A < ?@9C;AE;H E@<H?;=J P@E?FD E?<E @QH@GA ;= @=G;J?E@=;=J AE9D@=EA
RS P@<=A FT U9@AE;F=A <A V@GG <A ;= E?@ H9GE;W<E;F= FT AE9D@=EA! U9@AE;F=0C<;A;=J <V<C@=@AA+ IF;=H;D@=E<GGSX ;EA T9=D<P@=E<G
HF==FE<E;F= ;A ;= <JC@@P@=E V;E? E?@ Y@S C@U9;C@P@=E Z9E TFCV<CD RS ;==FW<E;W@ @D9H<E;F= F= E?@ D@W@GFZP@=E FT Z@FZG@!A
U9@AE;F=0C<;A;=J <V<C@=@AA+ [= W;@V FT E?@ AZ@H;<G ?;AEFC;H<G AE<E9A <=D E?@ EC@P@=DF9A ;=TG9@=H@ FT .<F BA@0B9=JX E?;A Z<Z@C
<CJ9@A E?<E < A9PP<CS <=D < HFCC@AZF=D;=J E?@FC@E;H<G D;AE;GG<E;F= FT .<F BA@0B9=J "O9@AE;F=0C<;A;=J B@<H?;=J# <A V@GG <A <
ZCFR;=J ;=EF ;EA ;=AZ;C<E;F= TFC HF=E@PZFC<CS ;==FW<E;W@ @D9H<E;F= V;GG ZCFW;D@ D;C@HE <=D ZC<HE;H<G C@T@C@=H@A TFC E?@ C@TFCP
<=D D@W@GFZP@=E FT I?;=@A@ @D9H<E;F= =FV<D<SA+
=&6>#.2%< .<F BA@0B9=J$ O9@AE;F=0C<;A;=J B@<H?;=J$ [==FW<E;W@ \D9H<E;F=$ ]=AZ;C<E;F=+

设计%教师也不应强行将学生的思维纳入自己的思维轨道%不

应以教材的内容去框拘学生的思维%而应引导学生大胆质疑%
进行求异思维&

特别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 教师应帮助学生消除质疑问

难的恐惧感&在教学中%学生往往会担心提出的问题会显出自

己无知%从而遭到别人的嘲笑而不敢发言&所以对学生的想法

和问题%即使是幼稚甚至是错误的%教师都应具有宽容的教育

心态%绝不批评和指责%相反的应保护学生的这种自我曝光知

识缺陷的勇气% 以学生的认知水平为基点对他们加以巧妙的

鼓励性引导%使学生敢问’能问%以至会问’善问%让问题的火

花不断撞击出来&

!%教师对学生的提问要起示范表率作用

虽然人生来就有好问天性%但主动积极的问题意识和善于

提问的能力仍需要或者说主要靠后天培养& 为此%教师自身要

善于创造性地提问%注意以问题为纽带进行教学%使学生从不

同的角度多方面思考问题%从而挖掘出问题背后所隐含的知识

点%达到使学生触类旁通’豁然开朗的目的&教师这些高质量的

问题范例%能潜移默化地感染和带动学生问题意识的形成与发

展%为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起到以问引问的表率作用& 具体说

来%教师要适时适度地处理好问题材料%科学设置问题情景%引

导学生进入问题教学状态% 其提出的问题至少要考虑到如下

"五度#原则(难度原则%即问题的设置应有一定的难度%要能激

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思维活动%使他们通过努力达到"最

近发展区#%可以"跳一跳%摘桃子#$跨度原则%即问题的设置应

有主次’轻重之分%紧扣教学内容和中心环节%注意问题的内在

联系及知识的前后衔接$坡度原则%即问题的设置要由易到难%
由简入繁%由小到大%层层推进%步步深入$密度原则%即问题的

设置应疏密有间%有一定的停顿时间%以适应学生的思维规律

和心理特点%一节课不能提问不断$广度原则%即问题的设置%
既要有一定的难度%同时还应考虑到大多数学生的知识智力水

平%应面向全体学生%切忌专为少数人设置& !1M#

"%要教会学生善于提问

教学生会问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作%决非一朝一夕可以完

成& 它需要营造一个开放的大环境%需要给学生自主的时间和

空间& 教师"满堂灌#不好%"满堂问#也不可取& 教学生会问%要

求教师在创设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前提之下%让学生成为"问#
的主体& 与其给学生十个问题%不如让学生自己去发现一个问

题&教师应当诱导启发学生改造重组和重新解释学生自己的经

验知识%使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出问题%不断自我否定和

自我超越& 为此%教师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学生提出要求(
第一’不要为提问而提问&
第二’不要一疑就问’每疑必问& !1 #̂

第三’教师要增加学生多方面的知识量&
第四’教师要引导学生问得深%问得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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