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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中班幼儿提问数量和类型在性别、活动环节、提问对象方面的差异，本研究运用整群抽样

法、事件取样观察法以及参与式观察法深入幼儿园中班37天，观察一日生活中中班幼儿提问行为，获取中班幼

儿有效提问218次。研究结果表明：中班幼儿在园提问数量非常少，平均一名中班幼儿每周提问一次；中班幼

儿求知事实型提问最多，寻求评价型提问最少，不同提问主题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男孩提问数量多于女孩，

且存在显著性差异；男孩在提问主题和提问环节中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女孩在两者中的差异均不显著；中班

幼儿在过渡活动提问最多，在教育活动提问最少，不同提问环节间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相对于同伴和自己，

中班幼儿更倾向于向教师提问，不同提问对象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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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生活中中班幼儿提问的现状研究
——以天津市某幼儿园中班为例

李沁珂
（天津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天津  300387）

一、问题的提出
提问是幼儿了解世界的重要途径，从提问的角

度关注幼儿个体需求发展，对幼儿的身心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提问”的解释是：

“提出问题来问。”[1]《西方教育词典》中认为“提

问”的重要意义有：“教育应当培养儿童不仅能回

答别人提出的问题，而且能自己组织问题并求得答

案。”[2]本研究是指幼儿以口头语言的形式提出问题。

综合现有研究来看，大多数研究者主要聚焦于教

师提问行为而非幼儿提问行为，关注幼儿提问行为的

研究者也大多关注教育活动中幼儿提问行为或教师

回应行为，对一日生活各环节的幼儿提问行为研究

较少。以往研究中关于幼儿提问的分类很多，但是到

目前尚未形成一个共同的分类标准。关于幼儿提问对

象，以往研究少有涉及。中班幼儿好奇好问，对事物

的理解能力逐渐增强，能独立表述生活中的各种事

物。

因此，本研究着眼于一日生活中中班幼儿提问行

为，探究中班幼儿提问数量和类型在性别、活动环节

和提问对象上的差异，进而总结出中班幼儿在一日生

活中提问的特点。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整群抽样法、事件取样观察法以

及参与式观察法进行研究。观察对象是天津市某幼儿

园中班30名幼儿，其中男孩18名，女孩12名。对中班

幼儿进行长达37天的参与式观察并撰写观察记录，总

计获得218次中班幼儿提问。数据收集整理完毕后，

利用SPSS24.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录入及处理。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一日生活中中班幼儿提问的数量特点

1. 中班幼儿提问的总体数量特点

由表1（见下页）可知，中班幼儿在园提问数量

偏少，平均每名中班幼儿每周提问1次。（因为每人

每天提问0.2次，一周5天，因此说平均一名中班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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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提问1次。）

2. 中班幼儿提问数量的个体差异

由表1、表2可知，提问数不足平均数7.27次的

中班幼儿达23名，占总人数的77%。经分析，标准差

（SD）=10.59，不同中班幼儿的提问数量差异较大。

3. 中班幼儿日提问频次差异

由 表 3 可 知 ， 经 卡 方 检 验 ， χ 2 = 3 2 . 0 5 2 ，

p=0.000，在37天的参与式观察中，中班幼儿每天的提

问频次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p<0.01）。

（二）一日生活不同主题的中班幼儿提问状况

1. 中班幼儿提问的主题类型

关于中班幼儿提问主题的研究，本文借鉴何亚柳[3]、

李承[4]等学者对中班幼儿提问内容的分类方法，并结

合观察到的中班幼儿提问内容，将提问主题概括为日

常生活型提问、求知事实型提问、解释原因型提问、

解决策略型提问、请求许可型提问、寻求评价型提

问、他人行为型提问七大类。

2. 不同主题中班幼儿提问数量差异

经卡方检验（见表4），χ2=136.174，p=0.000，

一日生活中中班幼儿提问主题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

（p<0.01）。

3. 不同主题中班幼儿提问的内容

中班幼儿求知事实类提问最多，这类问题主要围

绕幼儿园中、动画片里或者中班幼儿无意间谈起的某

事物进行提问。例如，教师为中班幼儿准备了活动材

料，中班幼儿问：“老师，这个是什么？”；户外游

戏时，中班幼儿指着一棵梧桐树问：“老师，这是嘛

树？”等。这些提问主要包括事物的概念、属性、来

源、用途、类别等基本问题，中班幼儿的好奇好问心

在这类问题中充分体现。

中班幼儿的寻求评价型提问最少，例如，中班

幼儿问：“老师，我今天画的小红花是不是倍儿

好？”；看动画片时，一中班幼儿问同伴：“我觉得

这个人是坏人，你说呢？”等。这些提问主要是中班

幼儿向教师、同伴围绕对某事物、人物、事件进行

的，目的是获得教师、同伴的评价。

（三）一日生活不同环节的中班幼儿提问状况

一日生活是中班幼儿在幼儿园一天的全部经历，

一日生活环节包括入离园、集体教学、户外活动、进

餐、如厕、午睡、过渡等。本研究结合所调研幼儿园

的一日生活环节，将一日生活分为教育活动、游戏活

动、生活活动和过渡活动四个环节。

1. 不同环节中班幼儿提问数量差异

经卡方检验（见表5），χ2=34.147，p=0.000，

一日生活不同环节中中班幼儿提问数量存在极其显著

性差异（p<0.01）。

2. 不同环节中班幼儿提问主题差异

经卡方检验（见表6，下页），χ2=103.15，

表1  中班幼儿提问数量

表2  中班幼儿个体提问数量分布

表3  中班幼儿日提问频次分布

表4  一日生活中中班幼儿提问主题

表5  一日生活不同环节中班幼儿提问数量差异

总提问数 人均提问数 日均提问数 平均每人每天提问数

数量（次） 218 7.27 5.89 0.2

提问数 0~5 6~10 11~15 16~20 21~25 26~30 31~35 36~40 41~45 46~50 51~55

人数 19 6 2 1 0 1 0 0 0 0 1

提问数 0~5 6~10 11~15 16~20 21~25

天数 18 13 4 1 1

日常生活 求知事实 解释原因 解决策略 请求许可 寻求评价 他人行为 总计

提问数 34 87 20 10 30 8 29 218

占比（%） 15.6 39.9 9.2 4.6 13.8 3.7 13.9 100

教育活动 生活活动 游戏活动 过渡活动 总和

提问数 21 52 66 79 218

占比（%） 9.6 23.9 30.3 36.2 100

注：提问次数在6~10范围内有6人，其中3人提问6次，1人提问7次，2人提问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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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0，一日生活不同环节中中班幼儿提问主题存在

极其显著性差异（p<0.01）。

3. 不同环节中班幼儿提问的内容

教育活动中中班幼儿提问发生最少，除请求许可

型和他人评价型提问没有之外，其他提问主题均有涉

及。如日常生活型提问：“老师，我坐哪里？”求知

事实型提问：“老师，这个是什么啊？”解释原因型

提问：“为什么我有两个相同的小汽车呢？”解决策

略型提问：“老师，这个怎么做啊？”寻求评价型提

问：“老师，他们的行为是对的吗？”其中，与教育

活动内容、材料、规则密切相关的提问仅有求知事实

型、解释原因型和解决策略型。

过渡活动发生的提问最多，除寻求评价型没有

外，其余类型均有涉及。求知事实型提问最多，如两

中班幼儿闲聊：“你知道19+19等于多少吗？”其次

是日常生活型提问，中班幼儿经常在看书的环节问：

“老师，我是今天的值日生吗？”解决策略型问题在

过渡活动发生最少，如排队间隙一中班幼儿问同伴：

“这个玩具怎么玩啊？”过渡活动的提问主要发生在

中班幼儿早饭环节后自己阅读绘本的过渡时间及排队

上下楼的时间。

（四）一日生活不同性别的中班幼儿提问状况

1. 不同性别中班幼儿提问数量差异

为了更准确地研究中班幼儿提问的性别差异，并

尽可能减少误差，本研究采取的是比较不同性别中班

幼儿提问次数的平均数来探索中班幼儿提问的性别差

异。

经独立样本t检验（见表7），t=2.32，p=0.03，男

孩和女孩的提问数量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男

孩提问数量显著多于女孩。

2. 不同性别中班幼儿提问主题差异

将男孩、女孩的提问主题分别进行卡方检验（见

表8，下页），得到男孩χ2=132.80，p=0.000，女孩

χ2=11.76，p=0.07，男孩的提问主题均存在极其显

著性差异（p<0.01），女孩的提问主题差异不显著

（p>0.05）。

3. 不同性别中班幼儿提问环节差异

将男孩、女孩的提问环节分别进行卡方检验（见

表9，下页），得到男孩χ2=34.40，p=0.000，女孩

χ2=1.55，p=0.67，男孩的提问环节均存在极其显

著性差异（p<0.01），女孩的提问环节差异不显著

（p>0.05）。

4. 不同中班幼儿提问内容

由表8、表9可知，女孩的求知事实型提问最多，

在四个环节中均有涉及，主要发生在教育活动，目的

是为了知道玩教具的用法；过渡活动中一女孩问老

师：“妈妈今天给我带园服了吗？”以此来求证园服

携带情况；游戏活动中，老师说一个中班幼儿表现一

般，一女孩马上问老师：“一般是什么意思？”解释

原因型提问主要发生在游戏活动，如一女孩指着玩具

说：“这上面为什么有个图标啊？”；日常生活型的

两个提问都发生在过渡环节，都是询问老师自己是否

是今天的值日生。寻求评价型提问最少，提问发生在

生活活动中，指甲长的中班幼儿排队剪指甲，一女孩

表6  一日生活不同环节中班幼儿提问主题差异

表7  不同性别中班幼儿提问数量差异

教育活动 生活活动 游戏活动 过渡活动 总计

日常生活 1 8 1 24 34

求知事实 8 14 40 25 87

解释原因 4 2 8 6 20

解决策略 7 1 1 1 10

请求许可 0 15 7 8 30

寻求评价 1 4 3 0 8

他人行为 0 8 6 15 29

总计 21 52 66 79 218

男孩 女孩 总计

人数 18 12 30

提问数 185 33 218

平均提问数 10.3 2.8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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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问：“老师，你看我的指甲长吗？”

男孩提问总数量较多，在前文不同主题和不同环

节中班幼儿提问内容中已有较详细的内容呈现，这里

就不过多赘述。

（五）指向不同对象的中班幼儿提问状况

幼儿园一日生活中，中班幼儿大多接触的是班级

中的教师和同伴。因此，结合调查实际，本研究将中

班幼儿的提问对象分为教师、同伴和自己。

1. 中班幼儿提问指向对象的整体差异

经卡方检验（见表10），χ2=136.413，p=0.000，

中班幼儿提问对象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p<0.01）。

在218次提问行为中，中班幼儿向教师提问的数量为

147次，占总提问数的67.4%，相对于提问同伴和自

己，中班幼儿更倾向于向教师提出问题。

2. 中班幼儿提问主题的对象差异

经 卡 方 检 验 （ 见 表 1 1 ） ， χ 2 = 2 3 . 7 4 8 ，

p=0.02，中班幼儿提问主题的对象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由表11可知，七种提问主题中，中班幼

儿均愿意向教师提问。

3. 中班幼儿提问环节的对象差异

经卡方检验（见表12，下页），χ2=25.863，

p=0.000，中班幼儿提问环节的对象存在极其显著性差

异（p<0.01）。由表12可知，四类活动环节中，中班

幼儿均愿意向教师提问。

表8  不同性别中班幼儿提问主题差异

表9  不同性别中班幼儿提问环节差异

表10  中班幼儿提问的对象差异

表11  中班幼儿提问主题的对象差异

男孩（10.3） 女孩（2.8） 总计（7.27）

日常生活 32（1.8） 2（0.16） 34（1.13）

求知事实 77（4.28） 10（0.83） 87（2.9）

解释原因 16（0.9） 4（0.33） 20（0.67）

解决策略 6（0.33） 4（0.33） 10（0.33）

请求许可 23（1.28） 7（0.58） 30（1）

寻求评价 7（0.39） 1（0.08） 8（0.27）

他人行为 24（1.33） 5（0.42） 29（0.97）

总计 185（10.3） 33（2.8） 218（7.27）

男孩（10.3） 女孩（2.8） 总计

教育活动 15（0.83） 6（0.5） 21（0.3）

生活活动 45（2.5） 7（0.58） 52（1.73）

游戏活动 56（3.1） 10（0.83） 66（2.2）

过渡活动 69（3.83） 10（0.83） 79（2.63）

总计 185（10.3） 33（2.8） 218（7.27）

注：括号内数据代表提问平均数，表9同

教师 同伴 自己 总计

提问数 147 64 7 218

占比（%） 67.4 29.4 3.2 100

教师 同伴 自己 总计

日常生活 30 4 0 34

求知事实 54 28 5 87

解释原因 16 2 2 20

解决策略 8 2 0 10

请求许可 17 13 0 30

寻求评价 6 2 0 8

他人行为 16 13 0 29

总计 147 64 7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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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面向不同对象的中班幼儿提问内容

中班幼儿面向自己的提问主要集中于教育活动和

游戏活动中，大多为求知事实型提问，提问的内容

主要为对于已知某物的寻找、某事发生的原因或某

物的属性概念。如教育活动中，解释原因型提问：

“为什么我有两辆相同的小汽车呢？”；游戏活动

中，求知事实型提问：“这个东西是哪个活动区的

啊？”等。

中班幼儿面向同伴的提问主要发生在过渡活动和

游戏活动，集中于求知事实型提问、请求许可型提问

和他人行为型提问。如过渡活动中，一中班幼儿问同

伴：“你可以吃（你爷爷奶奶家的糖果）吗？”游戏

活动中，一中班幼儿用玩具拼了一个造型，另一个中

班幼儿问她：“你拼的是什么啊？是蛋糕吗？是戒指

吗？”在户外游戏活动中，一中班幼儿问正在玩跷跷

板的中班幼儿说：“你们在干什么啊？”由此可以看

出，中班幼儿面向同伴的提问内容主要为对于某事物

的求知、对于他人的请求以及对于同伴行为的好奇。

四、讨论
（一）中班幼儿在园提问数量非常少，平均一

名中班幼儿一周在园提一个问题

本研究发现，每名中班幼儿的平均提问次数为

7.27次，中班幼儿每天提问的平均次数为5.89次，平

均每人每天的提问数量为0.2次。结合实践经历，可能

有以下两个原因影响中班幼儿提问数量。

第一，班级氛围。班级中有三名教师。主班教师

具有29年教龄，经验丰富，做事情有计划性。开展活

动和环境创设时，她可以根据以往的经验准备好一

切，不喜欢中班幼儿打乱计划。配班教师10年教龄，

在班级中是一个主导者的形象，她希望中班幼儿按要

求安静做着自己的事情，一旦中班幼儿没有按要求，

她就会提高声音提醒中班幼儿。保育教师是一位新教

师，无教学经验，繁重的保育工作常常让她忽视中班

幼儿的需求。因此，班级的环境氛围较为紧张，部分

中班幼儿往往因为害怕教师，较少提出问题。

第二，中班幼儿自身性格因素。提问不足平均数

7.27次的中班幼儿达23名，占总人数的77%，其中有

2名中班幼儿从未有过提问行为，提问次数最多的中

班幼儿提过52个问题，两者数量差异很大。部分中班

幼儿性格腼腆，不爱和教师、同伴交流，较少提出问

题。相反，班级中有几个中班幼儿非常喜欢提问，如

提问52次的男孩，他是一个性格开朗、乐于探索但有

点依赖家长的孩子，在幼儿园里非常愿意和教师、同

伴交流，遇到新奇的事情会说出自己的疑惑，希望他

人予以解答。由于依赖家长，他常求助教师帮忙分清

衣服正反或者穿脱衣服以及经常问教师他的家长什么

时候来接他等。提问20次和30次的两个男孩，都格外

喜欢和教师、同伴交流，好奇心强，但由于不爱遵守

纪律，他们的发言常被教师制止干预。

（二）中班幼儿求知事实型提问最多，寻求评

价型提问最少，不同提问主题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

中班幼儿存在好奇、乐于探索的心理。面对生活

中出现的新奇事物，他们存在最多的疑惑是“是什

么”，其次是“为什么”，再次是“怎么办”，因此

中班幼儿的求知事实型提问多于解释原因型提问，解

释原因型提问多于解决策略型提问。中班幼儿生活在

幼儿园中，面对每天发生却时常变化的事情会产生疑

问，因此日常生活型提问也较多发生。中班幼儿从小

班开始慢慢训练独立穿衣、吃饭、适应中班幼儿园生

活等，大部分幼儿到中班都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适

应了幼儿园的生活，但中班幼儿不免也会向教师寻求

帮助。中班幼儿处于前运算阶段，以自我为中心，不

在乎旁人的观点，因此寻求评价型提问最少。

（三）男孩提问数量多于女孩，且存在显著性

差异。男孩在提问主题和提问环节中存在极其显著

性差异，女孩在两者的差异均不显著

本研究通过观察得出男孩、女孩的平均提问数分

表12  中班幼儿提问环节的对象差异

教师 同伴 自己 总计

教育活动 16 2 3 21

生活活动 43 9 0 52

游戏活动 36 26 4 66

过渡活动 52 27 0 79

总计 147 64 7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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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10.3次和2.8次。费广洪在研究中提出在4~5岁年

龄组，男孩提问多于女孩，本研究与前人研究基本一

致。他们认为中班幼儿的认知能力进一步发展，动作

更加灵活，相比较而言，男孩的活动能力比女孩强，

探索的欲望也更强，因而到了大中班男孩的提问次数

明显多于女孩[5]。结合自身实习经历和与带班教师的

沟通发现，男孩较女孩而言在各个活动中表现得更活

跃，更愿意与周围的教师、同伴、环境互动；而女孩

性格相对腼腆，心思更加细腻，很少向教师提问或求

助。因此，总体上男孩提问数量多于女孩。

女孩提问数量少，仅33次，且每个提问主题和环

节都有所涉及，因而女孩在提问主题和提问环节的差

异不显著。男孩提问数量较多，由于活动时长和活动

类型等差异，男孩的提问主题和提问环节存在差异。

（四）过渡活动提问最多，教育活动提问最

少，不同提问环节间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

早餐后的过渡环节，中班幼儿会阅读故事书或

静坐等待其他中班幼儿等，这是中班幼儿的提问高

峰之一。这个阶段的提问主要以“谁是今天的值日

生”“我的座位在哪里”等为主。游戏活动的地点在

室内外，活动材料多样，新奇事物较多，中班幼儿更

容易跟教师和同伴进行交流，产生并提出自己的疑

问。生活活动中，教师会对中班幼儿提出一定要求，

如“吃饭时不要说话”“男孩子（女孩子）安静地去

厕所小便”等，中班幼儿有各自的事情需要完成，交

流相对较少。开展教育活动时，一部分教师存在“偷

懒心理”，开展的活动大多是美术活动和使用《快乐

学习》教材。导入阶段，教师大多以图片和实物展示

为主，辅以口头解说，把活动内容安排、活动材料使

用、活动中的注意事项告知中班幼儿，中班幼儿按照

教师要求进行活动，很少提出问题。一部分教师有较

重的目的心理，对中班幼儿的提问是预设性的，中班

幼儿只能被动地跟随教师脚步。有研究指出，封闭式

提问和是非式提问易使中班幼儿对教师产生依赖心

理，养成不愿动脑思考的坏习惯，最终导致问题意识

的丧失[6]。

还有一部分教师任务心理较重，为了完成教学目

标而对中班幼儿的活动纪律和活动进程进行干涉，减

少了中班幼儿独立思考和操作的时间，进而减少了中

班幼儿的提问次数，中班幼儿的提问积极性得不到更

好发挥。

（五）相对于同伴和自己，中班幼儿更倾向于

向教师提问，不同提问对象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

中班幼儿学习经验少、依赖心理重，在他们眼

中，教师具有“权威性”，是无所不知的，因此，产

生问题时，中班幼儿更愿意向教师提问。同时，在集

体活动和小组活动中，教师非常强调纪律，同伴互动

相对较少，中班幼儿向同伴提问的机会较少。

五、结论
（1）中班幼儿在园提问数量非常少，平均一名

中班幼儿每周提问一次。（2）中班幼儿求知事实型

提问最多，寻求评价型提问最少，不同提问主题存

在极其显著性差异。（3）男孩提问数量显著多于女

孩，且存在显著性差异。（4）男孩在提问主题和提

问环节中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女孩在两者中的差异

均不显著。（5）中班幼儿在过渡活动提问最多，在

教育活动提问最少，不同提问环节间存在极其显著性

差异。（6）相对于同伴和自己，中班幼儿更倾向于

向教师提问，不同提问对象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