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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不同類別的提問及達致的功能 

林碧霞 

 

文獻上有很多提問性質分類的理論，不少都是提出一個概念模型去說明不同

提問的特色，我們可以從各種類別知道，那一種提問最切合地達成何種目

的。作為設計教學時提問方式的指引，其中值得參考的，是布魯（Bloom,1956）

的提問分類模式（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這個理論是依據提

問類別，因應學生智能高低及智能運用的特色，指引老師運用適當切合的提

問去處理及推展不同目標的教學。簡述如下﹕ 

 

1. 考查知識的 

這類提問是要查考學生是否知道或能否記憶某些知識，這些提問多要求

學生憶述某一範圍／課題的內容。例如老師要考查學生有否忘記上一教

學節次的教學內容，如二年級 常識「人體需要的食物」，老師會運用以

下提問，以確定學生是否有足夠的己有知識推展此次教學，如 

ｉ、食物金字塔有多少層？ 

ii、最低層的是甚麼類的食物？ 

iii、這類食物包括那些食物？ 

 

考查知識類形的提問，一般要求學生覆述老師教授的知識，通常也就是

書本的知識或課文內容，而學生答問的內容也不會超越書本的範圍，有

明顯的「對」、「錯」或「是」、「非」，老師從而知道學生是否己掌握所需

知識。但是如果老師只運用此種提問，學習就會流於表面，不能深化。 

 

2. 發展學生理解能力的 

此種提問是協助學生把知識組成有意義的概念或現象。它要訓練學生選

取事實關鍵的部份作出描述、比較或與類同事情作出對比等，以加強對

現象的理解。 

例如四年級常織，課題「本港的教育」 

要學生理解本港的學制時，老師可向學生提一連串的間題﹕ 

「大家已經讀完幼稚園，小學也快完了，小學完了你會進入甚麼求學階

段？」（學生作答﹕中學） 

「然之後呢？」（學生作答﹕預科／大學） 

老師對學生的答案作出補充，並且談及其他地方的學制，例如﹕ 

「誰能告訴我你表／堂兄弟姊妹在中國內地讀書的階段？」如果有學生

回答就作出補充或更正，沒有的話，老師就作出解釋。最後提問請學生

回答﹕「在香港，讀書的學生會經過那幾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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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訓練運用知識能力的 

這類形的提問是鼓勵學生運用所學的知識去解決問題。其中可能要運用

一個或多個原則或步驟去解決一個問題。例如在數學教學中，課題是「三

角形的面積」，老師常用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先教授了三角形面積的公

式怎樣來，並同時教授了計算三角形的面積，然後向學生提問怎樣計算

某一個三角形的面積。這種提問就訓練了學生利用了公式／知識去思考

解決問題。 

 

此種提問在其他科目上也一樣可行，例如二年級常識科、課題「良好的

飲食習慣」，老師在教完「食物金字塔」中各類食物應吸收的相對分量後，

他可以出示一張圖表，當中顯示一份均衡營養餐單的一部份，並向學生

提問，沒有寫出來那部分的食物，可以是甚麼。 

 

4. 運用分析能力的 

這類提問是幫肋學生分析事情或現象的原因或影響，亦因此要求學生提

出解釋性的答案。可以分開幾點來考慮﹕ 

 

ａ、分析原因或意圖的 

例如六年級常識，課題為「中英聯合聲明」 

  老師可以提問「為甚麼中國要和英國簽訂中英聯合聲明？」或「英

國在這種行動中想得到些甚麼？」或「中國又得到些甚麼？」等等。或

者要分析這個條約對香港的好處，如向學生提問「香港人為甚麼願意？」

或「對大家有甚麼好處？」   

 

ｂ、分析既有資料、整理出事情的現象或總結事件 

例如四年級中文，課題「野柳的怪石」 

老師可向學生提問「文中的作者與家人相處得怎樣？」作為總結作

者與家人在野柳的愉快經驗。 

 

ｃ、根據資料，分析結果、理據或理論 

  例如四年級中文，課題為「民族英雄袁崇煥」 

  老師可向學生提問「袁崇煥憑著甚麼打敗滿洲人？」 

   

 分析是要求學生能夠思考、尤其是有批判能力的思考。這種能力比直接

提供資料的要求高，需要學生能進一步整理資料。而分析性的提問則讓

學生有機會對事情檢視原因及掌握因果關系，運用例證去舉證一個說法

或理論，學習並提出總結。當然小學生未能掌握分析的抽象架構，但恰

當的提問就提供機會讓學生慢慢發展出思考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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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運用綜合能力的 

這類提問的目的是訓練學生處理資料內容及其中資料的關係，使學生能

重新或按原有的次序去組織及排列資料，產生一個綜合的概念或認識。

這些提問可以幫學生發揮創意，亦考驗學生是否對課題認識得透徹。綜

合性質的提問並不能從學生得到一個明確唯一的答案，反而要接受學生

不同但合理的綜合。 

 

例如四年級常識，課題「社會的秩序」 

老師的提問可以如「如果社會沒有政府組織，大家認為社會會變成怎

樣？」老師當然因為已教授了政府的各樣功能，希望學生能從己有知識

中綜合總結出，沒有政府完成那些職能時的境況。但學生給出的結果可

以是極之不同的。 

 

又例如四年級，常識課題「本港的醫療服務」 

教授了學生有關本港醫療服務後，提問的目的是請學生總結、綜合出醫

管局的工作對民生的影響。 

 

6. 運用檢討能力的 

這類提問目的是訓練學生對某個課題或作品，依據某個原則或價值作出

檢討，並沒有固定的答案。最主要是希望學生對某個主意提出檢討性的

思考，或對某藝術作品提出回顧性的判斷或評鑑。學生亦當然可以提出

個人的觀點。 

例如四年級美術科，課題是美術史「西方美術欣賞」 

學生已掌握了一些不同民族的藝術特色，如透視方法、塗色特質等，老

師就可向學生提問「你認為埃及的畫美嗎？」學生就得要嘗試運用掌握

了的知識來檢討「埃及的繪畫」，並要給出他認為美／不美的原因。 

 

大家可能留意到，這裡所舉的例子，其中有些好像不單僅僅說明了一種提問，它

還可能說明其他一些提問。不錯，事實上，一次提問決非僅有單一的功能﹔並且

老師也可以在一次提問中達到多種訓練的目的，要視乎老師對提問的設計。在實

踐上，老師可能已經不自覺地運用了多功能的提問以達成教學目的。 

 

二、高層次與低層次的提問上述提及的各種類提問，顯示了教師對學生不同思考

層次的要求。低層次提問要求學生提供已接收的資料，例如背誦或從書本摘

錄出來﹔但高層次的提問卻要求學生運用各種能力去回應老師的提問，如運

用資料的能力、檢討的能力、綜合的能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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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層次的提問要求的資料並不要經過答題者本身的整理功夫，對所答內容也

容易作出評鑑，因為很多答案能以簡單「對」、「錯」判別。相反，高層次的

答題要求答題者作出不同的整理功夫去運用某些資料，要發揮更高層次的心

智運動，才能達到老師提問的期望，例如運用比較、分辨、運用資料、分析、

重組、綜合、檢討、總結等的心智運動。這些提問，老師會就提問內容及背

景去評鑑學生能否掌握某些原則、思考邏輯及價值等，並　量學生的學習情

况、進度等，決非只是判別「對」、「錯」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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