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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讲述是幼儿园语言教育活动的重要形式，它通过色彩鲜艳的画面以及富有情趣的情节和内

容来吸引幼儿的注意，具有很强的直观性和形象性，非常适合幼儿的认知发展特点。教师在组织看图

讲述活动的过程中，通常会用提问贯穿始终，因此合理、恰当的设问对保证看图讲述活动的教育效果

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提问方式

提问是教学活动中最直接、最常用的一种师幼互动交流方式。在当前我国幼儿园教学中，教师提

问仍然是教学活动中重要的教学环节。教师提问的质量直接影响幼儿对活动的兴趣，也直接关系到

教学活动的效果。[1]在看图讲述活动中，教师可采取以下几种提问方式。
（一）描述性设问
描述性设问是教师针对画面内容设置的问题，主要有“是什么？”“有什么？”“是什么样的？”“有

谁？”“在做什么？”“是什么表情？”等具体形式。它要求幼儿用语言描述出画面人物名称及角色主要

特征、动态等。描述性设问指向对整个画面的感性认识，有助于培养幼儿初步的观察力和捕捉事物特

征的能力，主要用于看图讲述教学的开始部分。如在看图讲述活动“最大号的衣服”中，教师问：“图上

有谁？它们在干什么？你们看看它们脸上有什么表情？”这种提问可以引导幼儿描述出故事的开端：

“动物园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漂亮的‘衣服’，河马妹妹非常羡慕。”
（二）判断性设问
判断性设问是在分解画面的基础上要求幼儿进行综合判断而设置的问题，其提问形式主要有：

“是什么关系？”“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时间？”“是什么天气？”“什么不一样？”“什么一样？”这种

提问方式一般也运用于教学活动的开始部分，目的在于启发幼儿的思考，引导幼儿就图画中事件发

生的背景、时间、过程等要素进行观察和回答。如看图讲述活动“高高兴兴上幼儿园”中，教师问：“这

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天气怎样？”幼儿需依据画面上的内容来判断回答：“这是一个好天气，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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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兔妈妈送兔宝宝到幼儿园上学。”
（三）分析性设问
分析性设问是要求幼儿对画面进行分析而设置的问题，主要有“为什么？”“是什么道理？”“怎么

知道的？”等具体形式。它是对判断的追究，要求幼儿有依据地讲述。分析性设问一般用于故事的发

展部分，教师引导幼儿讲述出故事的原委或起因。[2]这种提问方式对幼儿来说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因

为幼儿认知思维发展水平还难以达到教师的问题预设水平，需要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增加相应的辅助

性提问或提示，通过引导幼儿关注图画中事件进展的关键性因素来启发幼儿思考，进而帮助幼儿得

出比较合理的答案。分析性设问是有一定深度的问题，对幼儿思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由

于小班幼儿思维具有很强的具体形象性和直观性，逻辑思维能力非常差，所以分析性设问更宜在中

班和大班教学活动中使用。[3]

（四）推想性设问
推想性设问是为刺激幼儿对画面内容判断分析后进行推想而设置的问题，主要有“没有画出来的

有关系的内容是什么？”“之前会怎样？”“后面会怎样？”等具体形式。它可以激发幼儿的想像力，挖掘

幼儿的发散性思维，一般适用于故事的高潮或结尾，是开发幼儿想像力的一种重要发问方式。推想性设

问能为幼儿提供一个想像的空间，增强幼儿对画面的理解力，[4]也一般运用于故事情节的发展部分。

二、指导策略

传统的看图讲述教学常常会为孩子定下一个提问模式：“请小朋友仔细看看，图片上是什么时

间？在什么地方？有谁？他们在干什么？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教学程序也有一个固定模式：教师出

示图片，根据图片设计问题；教师示范讲或请能力较强的幼儿讲，或由全班幼儿跟着老师一起讲；最

后概括图片内容并起名称。幼儿的思维被教师的问题框死了，教师成了活动的引领者、灌输者，幼儿

成了被动的学讲者、消极的记忆者，不能引发幼儿思考与想像。这需要教师作以下改变：

（一）设问应紧扣主题，简单明了
提问是教师引导幼儿主动探索的方法之一。在看图讲述活动中，教师提问的艺术对幼儿观察、理

解、想像和表述构思均有重要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的提问越多越好，相反，过多的提问容易分

散幼儿的注意力，只有恰当而有针对性的提问才能起到应有的教育效果。 [5]如在中班看图讲述活动

“兔子搬家”中，教师应主要围绕“兔子在雨天搬家该想什么办法避免淋雨”这一点来提问，并要求幼

儿学会正确使用动词“抱、背、顶、抬”等描述搬家的情节。教师就没有必要提与画面内容无关的问题，

如时间、地点等。
（二）设问应层层深入，循序渐进
在活动中，教师要把握教育契机，根据幼儿的观察水平，用富有启发性的提问，引导幼儿根据画

面提供的线索，大胆表述，层层深入，并要随时把握幼儿的思维动向。当幼儿在思维和讲述中出现断

裂或者模糊的时候，教师要有意识地通过简单的是否问题对幼儿进行提示，从而提高幼儿思维的清

晰度，引导幼儿讲得清楚、连贯、完整、有条理，促进幼儿语言能力的提高。具体而言，教师可以根据画

面景物的远近、人物出现的先后、事件发生的前后来设问。首先，设问要从易到难。教师必须逐步增加

问题的难度，由浅入深地提出问题，而不是提一个问题，就让幼儿望而生畏、失去自信心；其次，设问

应由整体到局部，从主要情节到次要情节，这样才能紧扣主题，同时也为幼儿掌握故事情节提供条

件；第三，设问应由具体到抽象。任何一项针对幼儿的教学活动都应该结合幼儿的思维特点来进行，

对幼儿进行提问尤其应注意这一点。幼儿思维具体形象的特点决定了教师在提问时必须将更多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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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放在具体的事物、事件发展上，但同时也要考虑幼儿的发展性问题，不仅局限于具体事物上。随着

幼儿年龄的增长，教师要有意识地逐步锻炼幼儿的抽象思维能力，向他们提一些需要抽象思维才能

解决的问题。
（三）设问应有启发性，能够引发师幼之间的积极互动
幼儿观察图片一般比较粗略，容易看到外部明显的动作和表情，而常常忽略图画内容内在的联

系，这就影响了其对图意的表达，所以教师的设问必须具有启发性，有意识地引导幼儿就图画内容的

内在联系进行思考，以促进幼儿思维的发展。 [6]如在看图讲述活动“猴子学样”中，教师可设计以下

几个连续性问题：“这群猴子戴草帽是为了遮太阳吗？它们都对老公公伸出双手，是问老公公要东西

吗？它们为什么也在搔脑袋，老公公为什么把帽子送到箩筐里？”通过这些问题启发幼儿积极思维，进

一步领会猴子学样的滑稽、幽默之处。教师应避免提那些包含答案在内的选择性问题，对这样的提

问，幼儿只是机械地回答“是”或“不是”，是不利于其积极动脑的。
（四）设问应有机结合多种形式，融汇贯通
教师在看图讲述活动中的设问主要是运用描述性设问、判断性设问、分析性设问和推想性设问，但

要进一步引导幼儿挖掘画面的内涵，或对画面进行全面的综合、判断、剖析，还需将各种设问有机地结

合起来。帕林斯卡就曾谈到，教师应帮助幼儿就内容的理解展开讨论，而不是只做字句上的重复；应灵

活地利用幼儿的理解，使之与新知识联系起来。[7]如将推想性设问与分析性设问相结合、描述性设问与

判断性设问相结合，做到融汇贯通，有机搭配，能大大提高教学效果，促进幼儿思维水平的发展。
总之，语言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包括表达能力、整合能力和运用能力。讲述活动的形式也是多

种多样的，除看图讲述、排图讲述等主要以图片为依托的讲述活动外，还有情境讲述以及日常生活中

教师有意识安排的一些谈话类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教师要利用积极、有效的提问，努力促使幼儿想

说、会说，在注意问题的简单明了、层层深入的同时，还要注意问题应紧扣主题、循序渐进，以促进幼

儿在原有讲述水平上有所提高，并逐渐具有比较自如、灵活的驾御语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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