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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本质问题和非本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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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问题和非本质问题的区别



本质问题与非本质问题：以数轴学习为例

        本质问题的基本假设是，世界上一切的专家结论是专家运用专

家思维暂时得到的，它既不是原本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同样有关数轴，非本质问题我们会围绕数轴三要素让学生回答

“温度计刻度的正、负是怎样规定的？以什么基准？”“点A、点B
和点C各代表多少摄氏度？”等问题。

        而本质问题则需要思考“温度计为什么会以数轴的方式呈

现？”“它的原点、方向和单位是怎样确定的？”“摄氏度的单位

是如何确定的？”“为什么将沸水的沸点定为100℃，而不是10℃
或1000℃？”等本质问题。



本质问题与非本质问题：以数轴学习为例

        从表面上看，本质问题以开放型问题为主，一般问“为什么”“如何”“会

怎样”多些，而非本质问题好像以封闭型问题为主，一般为“是什么”“对不对”

多些。

        但如前所述，本质问题的实质通过引发学生持续性的讨论构建专家思维，所

以，形式是可以多变的。

        本质问题不一定全是开放性问题，尽管开放性问题更多，特别是以“为什么”

开头的问题，因为我们不仅需要知道结论，还需要搞清楚为什么，这往往就揭示

背后的专家思维，比如“为什么实用文都有相对统一的格式？”。



本质问题与非本质问题：以数轴学习为例

        但有时为了降低难度或者激发兴趣，本质问题也可以是封闭性的，比如“我

们喝的是和祖先一样的水吗？”。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封闭型问题，但是如果教师

是想通过这个问题引发学生对人与环境互动的深层思考，这就是一个本质问题。

这就是麦克泰格和威金斯（2015）所说“目标胜于形式”，也就是说判断一个问

题是不是本质问题的关键在于“目的”而不是“形式”，我们重点要看的是这些

问题是否能引导学生像专家一样思考。

        同样形式的一个问题，既有可能是本质问题，也有可能是非本质问题，比如

“一个好的构思，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教师立图通过不同的构思案例让学

生理解构思的大概念，那它是一个本质问题；教师是想让学生回答既有的“构思

三要素”这个答案，并且不关注理解三要素的学习过程，那这就不是一个本质问

题。



本质问题设定的标准

标准 1：对准单元目标，体现专家思维。

标准 2：链接现实世界，引起持续性研讨。

标准 3：唤起学生的兴趣，适合学生的水平。



本质问题设定的标准

       在保证目标指向于大概念的同时，特别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

打磨问题，如“社会发展是如何引发人类聚集形态变化的？”

       这个问题没有链接到学生的生活，相对比较抽象，所以很难

唤起学生的兴趣，可以将其修改为“各位同学，如果现在让你自由

选择，你愿意在部落、农村还是城市生活？为什么？城市并不是从

人类诞生之初就有的，从历史上来看，人类聚集形态发生了哪些变

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它的方向是什么？请用历史证据、科

学研究、因果推理以及具体案例等来支持你的想法”。



        今天如果你觉得这场教学转型很容易，那很有可能是你

对这场变革理解得还不够到位。  
——盛群力

       今天，我们从未如此接近学科本质、学习本质、素养本

质，我们对自己经验的改造、提升和转化，将决定我们独特

的专业价值。      
  ——章巍



大概念教学的过程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