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卷 第2期 教师教育学报 2019年3月
Vol.6 No.2 JournalofTeacherEducation Mar.,2019

DOI:10.13718/j.cnki.jsjy.2019.02.007

论问题素养的创新驱动功能及
教学培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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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问题与创新的逻辑关系中,是创新主体的问题素养内在而有效地驱动着创新。问题素养具

有生命本然性、生活养成性、结构综合性、品质卓越性和人格指向性等丰富内涵,是由问题意识、问题境界、问

题加工、问题体验、问题监控、问题解决心向等成分组成的系统结构,具有激发创新意识、引导创新精神、转化

创新能力、承载创新行为和判定创新价值的驱动功能。问题素养培养的主渠道是课堂教学,应采取教学评价

机制、信念突破机制、活动生成机制、模仿学习机制、专门训练机制和底蕴孕育机制,来培养和提升学生的问题

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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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要驱动创新,除了优化外部的制度环境,更要重视创新主体的创新心

理。在人类认知与实践中,创新主要发生于体现矛盾分歧或适应困难的问题状态,但问题本身并不

必然引发创新,是创新主体的问题素养内在而有效地驱动着创新。从教育角度审视,目前学生问题

素养的价值并未得到充分认识,培养学生的问题素养也未受到高度关注,学生问题素养的匮乏已成

为制约其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发展的瓶颈,应把培养学生的问题素养当作创新性学习和创造性教

育的起点。

一、问题素养的概念内蕴与结构表征

从哲学层面理解,问题是个体在认知和改造客观世界中遇到障碍时的存在状态,其心理学含义

则是个体无法直接通达目标状态时的心理处境,或曰“认知失衡”[1],或曰“心理缺口”[2],或曰“或知

状态”[3]。“问题”与“问题解决”相伴存在又各有所指。问题解决是消除障碍和弥合问题空间的过

程,问题出现后,寻求问题解决是问题过程的自然延续,而问题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也要通过问题

解决来实现。但在根本意义上,是“问题”决定了“问题解决”的价值大小和方法选择,“问题解决”服
务于“问题”并推动“问题”的演化。如果说“问题解决”展示的主要是方法进程,那么“问题”则有自

己作为本体存在的生成过程和演进逻辑,对“问题”本身的把握是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不可或缺的

部分。基于对问题本身的重视,在科学和教育诸领域,人们很早即提出问题意识概念,强调发现问

题和提出问题对于科学探究和人类学习的重要价值。但问题意识概念侧重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

题,未能多层面展示个体问题把控的复杂心智结构,其任务指向的特征无法充分体现对人类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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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意义。新时期,教育界提出了基于人本思想的核心素养发展理念,其对富有生命意蕴的素养的

重视推动了问题素养概念的产生,也推动了从问题意识到问题素养的概念转型。从问题意识到问

题素养[4],本质上是对个体问题把握心智结构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
(一)问题素养的概念内蕴

从问题意识到问题素养的概念转型,不仅是概念使用习惯的转换,更是概念内涵的深刻改变。
目前人们虽已开始使用问题素养概念,但尚未深度挖掘问题素养的内涵。问题素养概念源于核心

素养理念,故可从素养概念切入分析问题素养的内涵。在汉语语境中,素养既指修习涵养与平素供

养,也指有很高的素质和教养。概言之,素养是指先天之资质结合后天之文化,由经历和经验“酝
酿”而表现出的品性修养。问题素养即指个体有效应对问题生成和演进的综合素质与修养。从素

养概念的词源学含义出发,问题素养具有五个方面的内涵。
一是问题素养的生命本然性。素养不同于教养,在于素养蕴含本然之质。按照辩证哲学观,任

何事物都是在肯定与否定的螺旋交织中存在。皮亚杰的生命适应论亦指出,有机体是在平衡和不

平衡的波浪式推动中促成心智成熟[5]245-257。问题冲动是人的心理对生命存在中的否定和不平衡状

态的主观反应,是人面向未知世界的探究性反射。幼童的好奇心及好问天性正是问题冲动的体现。
二是问题素养的生活养成性。素养不同于素质,在于素养蕴含养成之功,“养成”将先天素质和

后天教化结合从而成就为素养。个体生命中的问题冲动结合教育文化以及个人的经历和经验,在
不断揣摩、勤于请教和良好习惯的养成机制中,成就为问题素养。问题素养的养成性说明问题素养

不能仅靠遗传素质获得,也非短时训练和突击强化所能成就。
三是问题素养的结构综合性。素养不同于要素和成分,在于它经历复杂过程并表现出综合性。

问题素养的综合性表现在:个体在问题应对的过程中,感知、思维、情绪、个性和意志等心智成分都

会参与;对问题的应对不仅包含问题意识、揭示问题、理解问题、表征问题,也包括构建问题和改造

问题等。
四是问题素养的品质卓越性。素养在本质上拒绝庸常,总是与高的成就水平和德性境界相连,

体现为素养在品质上的卓越性要求。问题素养的品质卓越性表现在问题意识的敏捷性、提出问题

的价值性、界定问题的准确性、问题求索的坚持性及问题操作的规范性等方面。
五是问题素养的人格指向性。传统问题意识概念多属任务指向,只是反映个体面对特定任务

情境时的暂时性心理状态。素养则主要指向人自身,是为了改善人自身并内在于人的人格构成。
问题素养赋予个体对问题把控以生命意义和人格价值,使其超越一般心理状态而表现出人格属性。

(二)问题素养的结构表征

基于系统控制理论,从个体把控问题时需要介入的心智成分出发,结合对卓越学生、优秀教师

和科学家在应对问题时心理行为的归纳,可知个体对问题的把控是一个有监控的、各种心智成分协

同作用的持续过程。问题素养的结构主要由问题意识、问题境界、问题加工、问题体验、问题监控和

问题解决心向组成。
“问题意识”是个体对问题的态度和感知,是对问题的心理捕捉状态,表现为重视问题并对问题

反应灵敏,在问题把控中扮演问题启动者角色。问题素养高的人总是表现出敏锐的问题意识,要么

先于别人看到问题,要么在习以为常的地方察觉到问题,始终处于问题捕捉状态是他们重要的生命

存在形式。
“问题境界”是指个体问题把控的学识基础和认知视域,在问题把控中起脚手架式的辅助功能。

个体问题把控的情形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寡闻少思;第二,知识丰富但思考不足;第三,见多

识广且深思熟虑。不同问题境界提供了不同学识基础和认知视域,由此产生不同的问题生成质量

和问题理解水平。问题素养高的人会寻求在更高的问题境界提出或者理解问题,由此提出的问题

往往更有价值,对问题的理解也更为深入和准确。



“问题加工”是个体对问题的心理操作,是启动思维与经验对问题进行的建构活动。问题相对

于个体的存在形式主要有三种:遇见问题、发现问题和构造问题。“遇见问题”指问题已呈现于个体

面前,如结构良好情景中的问题,此时的“问题加工”就是理解问题和表征问题。“发现问题”是指问

题处于隐匿不明状态,如结构不良情景中的问题,此时的“问题加工”是要揭示问题、理解问题和表

征问题,使问题由隐匿不清到显性可知。“构造问题”是指原本并无问题,但通过想象和编撰构想出

问题,如教师的课堂提问和科学家的科学猜想,此时的“问题加工”就表现为问题构想和问题表征。
问题素养高的人能够深入地揭示问题,巧妙地构造问题,准确地理解问题和恰当地表征问题。

“问题体验”是伴随问题时的情绪情感状态,对问题把控有信息反馈功能。个体处于问题状态

时的情绪情感具有信号功能,显示个体对处于问题情境的适应状态。如果问题体验是紧张和畏惧

等不良情绪,就会掩盖和拒绝问题;如果问题体验是愉悦和兴奋等积极情绪,就会拥抱和探索问题。
问题素养高的人有积极的问题体验,问题带给他们的多是愉悦的感受和迎接挑战的兴奋感,即使面

对突发或者难以理解的问题,也能保持镇定的情绪和维持沉稳的心态。
作为问题控制系统,“问题监控”是利用问题知识对问题进行的鉴别和调节。问题知识是关于

问题的一般性观念和看法,包括什么是问题和最有价值的问题等。问题鉴别是对问题真假进行鉴

别,对问题价值进行审视,对是谁的问题进行甄别。问题调节是指收集整理问题资源,调整个体对

问题的注意分配等。问题素养高的人会表现出很高的问题监控能力,他们有丰富的问题知识,能够

有效地筛选问题和利用问题资源。
“问题解决心向”是指个体寻找问题并加以解决的意愿强度,在问题把控中扮演问题转化者角

色。从问题本体角度审视,问题解决的实质不是消灭问题而是转化问题,但只有伴随个体的问题解

决心向,问题才能产生驱力,问题本身才有望持续更新。问题素养高的人往往有更强烈的问题解决

心向,他们欣悦于与问题相伴存在,但不会坐视问题和将问题静态化,而是会竭力通过转化机制推

动问题的演进。

二、问题素养驱动创新的形态与机理

虽然不同国家和不同领域驱动创新的力量各不相同,但创新内在地由问题指引、受问题驱使却

是共通的。然而问题并不必然引发创新,在问题与创新的逻辑关系中,是创新主体的问题素养通过

优化问题的存在形态和提升问题的价值蕴涵而对创新起作用,并表现出内因性、能动性和稳定性等

驱动特点。问题素养对创新的驱动主要体现在对创新意识的激发、对创新精神的引导、对创新能力

的转化、对创新行为的承载和对创新价值的判定上。
(一)问题素养对创新意识的激发功能

依据稳定性可将创新意识区分为特质型创新意识和状态型创新意识。前者指对创新表现出稳

定的重视态度和跨情景的动机倾向,后者指对创新的重视态度和动机倾向会随情景变化而不同。
人既有创新本性也有保守本性,只有将个体稳定地置于问题心境,才能抑制保守本性并增强创新本

性。创新效能感源自创造性解决问题获得的成就感和胜任力,创新归因倾向是对创新在问题解决

成功或失败中所起作用的信赖,持续的问题心境是两者发展不可或缺的心理平台。能够让个体始

终保持问题探测状态,并且使问题处于持续演化之中,这恰是问题素养所能起的作用,正是它提供

了培养特质型创新意识所需要的稳定而持续的问题心境。根据皮亚杰的生命适应理论,当个体生

命和环境处于平衡状态时,倾向于用固有图式同化环境刺激;当个体生命与环境处于不平衡状态

时,倾向于改变固有图式以顺应环境刺激[5]245-257,因此,不平衡所代表的问题情境能促使个体产生

创新意向。在这个过程中,问题素养对问题价值的强调、对问题的积极情感体验以及蕴含的问题解

决心向,形成了积极面对问题挑战的动机性力量,能使个体的创新意识由弱意向发展为强动机。



  (二)问题素养对创新精神的引导功能

从问题和创新给予个体的处境设置来看,问题素养与创新精神具有同构性。“问题”与“没问

题”、“创新”与“承袭”分别构成两道处境选择题,相似处是选择“没问题”和“承袭”都会让个体更轻

松,选择“问题”和“创新”都需个体付出更多心力。问题和创新同属“艰难”选择,由此,问题素养和

创新精神都同时蕴含面对“艰难”的心理应对。开放、批判、勇气和执着是应对“艰难”不可或缺的品

质。开放意味着打破封闭禁锢,只有具备开放心态,人才能放得下求稳和自满,自由释放自己的困

惑并接纳动荡不安,由此才有问题接纳和创新认同。批判是对既有的怀疑和不满,在此基础上才能

发现问题和生成问题,而且有此破“旧”,方能催生立“新”。勇气是胆量和信心的综合体现,问题和

创新会让个体更多地面对未知和风险,非有勇气断难承担问题和推动创新。问题和创新之所以是

“艰难”面对,还在于对问题的把控并非一时达成,创新也无法一蹴而就,过程的艰难和持久需要不

轻言放弃的执着精神。由于问题素养和创新精神在开放、批判、勇气和执着等品质上的共通性,所
以问题素养中体现应对“艰难”的素养,可以通过品质分享和迁移引导转化为创新精神。

(三)问题素养对创新能力的转化功能

充沛精力、有效知识和灵活思维是创新能力的核心。创新是智能密集型劳动,需要个体有充沛

的精力。创新需以有效知识为基础,有效知识构成了创新必需的认知视野和心智原料。思维是处

于加工状态的心理,灵活思维保证了思维的流畅性和变通性,并使思维的独特性成为可能,是创新

能力最直接的体现。创新能力是个体在充沛精力支持下,有效知识和灵活思维交互作用而形成的

创新能动状态。个体的充沛精力既源自日常涵养,也来自问题引发的身心能量的应激式集聚。但

只有问题极有价值而且个体对问题持重视态度,且问题引发的是积极情绪体验,问题才能促进身心

能量的集聚而不是凝固。有效知识是获得理解且组织良好的知识,是解除了心理定势和路径依赖

的知识。问题教学的相关研究揭示,基于有效问题的知识学习能加深知识理解,促进知识的组块化

组织,通过增强知识的情景性,消减知识带来的心理定势和路径依赖[6]。灵活思维的形成有三个重

要条件。一是经常性思考。人的思维缺少思考就容易僵化。思考起于问题,所谓“思源于疑”。酝

酿效应揭示问题延续甚至能引发个体的无意识思维。二是不限定思维,打破思维的固定模式。如

果说思考是受到问题激发,那么问题的开放性则决定了思维的发散性,问题的异质性决定了思维的

多样性。三是形成思维调控机制,让个体了解自己的思维局限并进行调整。问题解决的相关研究

显示,问题难度越适中、越有价值和越受到重视,思维调整就越可能发生。
(四)问题素养对创新行为的承载功能

人类行为受目的性驱使并具体指向问题及问题解决,因此问题的特征决定着行为的选择。基

于实践逻辑,创新落地到行为层面必须考虑行为的现实性、紧迫性和针对性。现实性是指行为有现

实需要和现实基础,是创新落地于行为的直接依据。个体的创新行为会受到诸多现实制约,但问题

的真实性是直接的制约因素。问题的真实性涉及问题的真假以及问题的现实针对性,空想的问题

或者虚假问题不会促使产生真实的创新行为。紧迫性是指行为在进展上的压力,行为拖沓和进展

缓慢是行为缺乏紧迫性所致。创新行为的紧迫性既来自行为目标给予的压力,也来自问题呈现的

连续性。问题以合乎逻辑的方式紧凑呈现,能驱使产生更有紧迫感的创新行为。问题呈现的连续

性不仅是问题安排的策略,更是问题生成的智慧。针对性是指行为的指向性和集中度,以此保证每

步行为的有序和有效。行为目标是以系列问题及问题的解决来实现的,问题构成了行为的直接刺

激和注意的焦点。目标能否分解为系列逻辑递进的问题,是行为针对性的关键。总体而言,高效的

创新行为如同弈棋,每一点都蕴含问题,每一步都有深意。显然,缺少依赖问题境界的问题精致意

识和问题解决心向驱动的问题转化机制,就难以有富有针对性的高效创新行为。
(五)问题素养对创新价值的判定功能

产品价值的创新增值性通常由创新程度来表征,即创新越多价值越大,在此层面上,原创就比



改良表现出更多的创新价值。但是以创新程度表征创新价值大小有一个基本前提,这就是通达创

新目标的问题的价值。创新与标新立异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以问题价值为基本依据。问题价值

可从多个角度切入分析。从问题主体区分,可分为个体问题和社会问题,基于社会问题的创新价值

一般大于基于个体问题的创新;从问题性质区分,可分为现实问题和科学问题,基于科学问题的创

新因为有更高的内部效度和推广效度,所以其价值要高于对相对具体的现实问题的创新;从问题与

目标的契合度区分,可分为高效度问题和低效度问题,针对高效度问题的创新可以更有效地达成目

标,所以表现出比低效度问题更多的创新价值;从问题是否嵌入问题链区分,可以分为关联性问题

和孤立问题,由于针对关联性问题的创新可以影响到其他问题的生成和解决,因此其价值要高于针

对孤立问题的创新。如何引申个体问题而至社会问题层面,如何将遭遇的现实问题升华为科学探

究问题,如何针对创新目标有效设置问题,以及在小问题与大问题、当下问题与长远问题、已解决问

题和未知问题等之间建立恰当联系,都是问题素养关切的内容。

三、培养学生问题素养的教学机制

仔细审视传统教学,其对学生问题素养的培养存在如下局限:一是实际上只重视知识教学和解

题能力培养,没有把学生的问题素养作为教学的直接目的,使学生的问题素养培养在课堂教学中变

得可有可无;二是对学生问题素养的培养满足于低标准,培养学生问题素养的教学期待水平低,教
学准备不充分;三是对学生问题素养的培养难度估计不足,培养学生问题素养的方法手段不系统。
要有效提升学生的问题素养,课堂教学应高度重视学生的问题素养并提高培养标准,培养学生问题

素养的方法和手段应更加系统和科学。为满足有效提升学生问题素养的教学要求,提出以下培养

学生问题素养的教学机制:
(一)问题素养发展的教学评价机制

课堂教学应考虑对学生的问题素养表现进行教学评价,并将学生的问题素养表现列入学生的

学习能力评定和学业成绩考核。此举有两重目的:一是将对学生问题素养的重视态度落实到教学

活动层面;二是能对学生问题素养的培养形成督促和引领。问题素养表现评价机制的核心是制定

问题素养表现评价标准、探索问题素养表现评价形式、区分问题素养表现等级和对学生问题素养表

现进行比较。问题素养表现评价机制的运行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课堂应为学生的问题素养表现

提供必要的机会和时间,如营造相对轻松的课堂氛围,均衡安排学生问问题和答问题的频率与时

间;二是把问题素养作为直接教学目标,对学生的问题素养表现直接提出教学要求,比如在课堂中

要求学生既要回答问题也要提出问题,在作业和考试中既要解答问题也要构建问题。
(二)问题素养发展的信念突破机制

不合理的信念会抑制学生问题素养的发展。一是“存在即合理”信念。若深信此观点就难以感

知现实的不合理及存在的问题。课堂教学应教给学生辩证发展观[7],即事物的存在是“肯定”中有

“否定”,人们可以通过关注事物中的“否定”而发现问题。二是“知识即真理”信念。持此信念易产

生知识崇拜,抑制对知识的怀疑。课堂教学应让学生认识到,知识只是人类认知的阶段性产物,属
于相对真理,具有可错性。三是“权威代表着正确”信念。如此则易顺从权威从而对其观点深信不

疑。课堂教学要让学生知道即使圣人也会犯错,权威只是局部正确,应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的质疑权威的勇气。四是“自我中心”信念。这种过度自信既阻止了个体的学习倾向,也抑制了问

题意识。课堂教学应帮助学生通过自我拓展打破自我中心思想,让学生在谦逊和进取中,习养勤学

好问的心性。
(三)问题素养发展的活动生成机制

有效教学活动能推动学生问题素养的自我发展。在活动情境选择上,一是考虑创设结构不良

的问题情境,设置难易适中的学习任务,以对学生形成适当的认知负荷;二是提供多样性辅助型学



习材料,推动学生产生认知冲突。认知负荷和认知冲突有助于学生产生问题并体验问题生成的过

程。在活动形式上,倡导探究性学习、对话式教学、自主性作业、自我考试和科技创作活动。探究性

学习一般由问题引导,学生由此可习得问题情境的设置能力和问题表征的技巧。对话式教学是以

相互问答为基本教学形式,学生既通过认知碰撞生成问题,也在互问中积累自己的问题经验和分享

他人的问题经验。自主性作业是由学生自己出作业题,再由学生自己或者其他同学来完成,这既可

提升学生将知识转化为问题的能力,也能帮助学生打通问题形成与问题解决之间的逻辑关系。自

主考试要求学生自己模拟考试出题,可训练学生如何根据考试难度来设置或者构造相应问题,提升

学生的问题控制能力。科技创作的核心是提出有价值、待解决的问题,学生通过自己发现问题并生

成科技项目,既增强了提出有价值问题的能力,也提高了对问题价值的把控能力。
(四)问题素养发展的模仿学习机制

为提高学生的问题素养,课堂教学应向学生提供大量模仿学习的机会。一是把学生自己提出

的好问题作为大家模仿学习的材料。教师应注意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点评,并收集“好问题”将
其制作成资料包,供大家欣赏学习。二是要让教师自己的课堂提问成为学生模仿学习的榜样。事

实上,在日常教学中,学生会自动模仿甚至移植教师的课堂提问。这就要求教师在备课环节必须充

分重视“备问题”,并在教学展开环节,通过巧妙展示问题推动教学进程。教师也应把提高自己的问

题素养作为专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只有教师精心对待自己的课堂提问,学生才能感知教师对课堂

提问的认真态度,也才能用心体会和琢磨教师的课堂提问并模仿学习。三是让学生模仿学习科学

家的提问。科学研究始于提问,重大科学发现缘于最佳提问。提问和最佳提问受科学家的境遇、智
识等多因素影响,但也会反映科学家在思维模式、思维技巧上的独到之处,学生可以通过模仿学习,
提升问题生成及评价的能力与技巧。

(五)问题素养发展的专门训练机制

针对问题素养的专门训练具有针对性强、系统性强、实践性强等特点,能够集中和系统地提高

学生的问题素养。专门训练包括讲座、讨论、总结、练习等。“讲座”是指由问题研究专家针对学生

问题素养发展的一般原理、通用技巧、关键主题、前沿进展等,进行比较系统的介绍,让学生掌握问

题领域的相关知识和问题演进的基本趋势。“讨论”指在教师指导下采取小组合作的学习方式,由
学生针对问题判断、问题比较等问题素养发展中大家容易感到困惑或者有争议的内容进行对话和

研讨,以此提升学生的问题审视和把控能力。“总结”是指由教师和学生一道,对学生问题素养发展

中存在的不足进行审视和反思,对学生问题素养发展中的经验进行提炼和分享,以提升学生的问题

素养和问题素养发展经验。“练习”指以强化巩固为目的,通过设置系列情境和任务,训练学生感知

问题、发现问题、表征问题、判断问题和构建问题的技能,优化学生对待问题的态度和情感体验。
(六)问题素养发展的底蕴孕育机制

心智底蕴主要指个人的经验沉淀与知识积累及两者的融合。普通学生与优秀学生、学生与教

师、学生与科学家在问题素养上的差距既体现在有关问题素养的技能技巧层面,更体现在支撑问题

素养的心智底蕴上。要可持续提升学生的问题素养并达到新高度,必须重视学生心智底蕴的孕育。
在知识积累上,要秉持“读万卷书”理念,努力拓展学生的阅读面,注重课程资源的多样性投送,促进

学生的信息素养与阅读素养互哺。在经验沉淀上,要秉持“行万里路”理念,通过开放课堂和综合实

践课程,引导学生积极接触现实生活,感受丰富多彩的现实刺激。同时还要推动知识和经验之间实

现良好化学反应,即通过知识提升经验的理性品质从而获得真经验,通过经验提升知识的实践感应

性从而获得活知识。只有真经验和活知识,才构成学生问题素养发展必不可少的心智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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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Innovation-drivenFunctionandTeaching-trainingMechanismofQuestionAccomp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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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Questionaccomplishmentisthecomprehensivequalityandcultureofstudentstocontrolthe
formationandoperationofproblems.Atpresent,thelackofquestionaccomplishmentisthebottle-
neckrestrictingthedevelopmentofChinesestudentscreativequality.Thequestionaccomplishment
whichcontainsrichconnotationoflifenaturalness,lifegrowth,structuralintegration,qualityexcel-
lenceandpersonalityorientationandsoon,isacomplexstructureconsistingofproblemconscious-
ness,problemprocessing,problemmonitoring,problemexperience,problemrealm,andmindincli-
ningofproblem-solving.Ithastheinnovation-drivenfunctionofstimulatinginnovativeconsciousness,
guidinginnovativeinspirit,transforminginnovativeability,bearinginnovativebehaviorsandidentif-
yingthevalueofcreativity.Themajorwaytocultivatequestionaccomplishmentisclassroominstruc-
tionthatadoptsteachingevaluationmechanism,faithbreakthroughmechanism,activitygenerating
mechanism,imitationlearningmechanism,specializedtrainingmechanismandaccumulationbreeding
mechanismtocultivateandimprovestudentsquestionaccomp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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