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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蓬莱小镇”，有一台 AI 机器人“蓬
博士”很受孩子们欢迎。今年寒假期间，技
术人员请“蓬博士”学习了DeepSeek的深度
思考能力，希望它能够引导学生在自己感
兴趣的某个领域，开展更深入的探究。

AI的深度互动正在重塑未来一代的学
习方式，也显露出一些传统教育的不足。
我们发现，一些孩子在和 AI 互动时，仅将
它当作一个能语音交互的搜索引擎，通过

“什么是xx”的提问，寻找一个既有的答案，
并没有考虑到可以通过更为开放的问题，
和机器展开对话，引发自己和机器的深度
思考。

一个好的问题会让自己变得爱思考，
会思考。要让我们的孩子爱提问、敢提问、
会提问，需要老师转变思路和态度，创设更
为平等的对话语境，用更为包容的眼光，去
肯定他们天马行空的问题，去鼓励他们发
散思维，为那些看似“无厘头”的问题，找到

“不唯一”的答案。在小学阶段，我们应倡
导老师用更多有趣的方式，和孩子一起

“玩”，一起“开脑洞”，一起做“头脑体操”。
“‘哪吒’的‘哪’为什么不读‘哪里’的

‘哪’？”“哪吒为什么不姓李?”“哪吒的哥哥
叫金吒和木吒，他为什么不叫水吒？”“龙王
为什么姓敖？”“申公豹为什么说话结巴？”

“哪吒为什么能在水里也保持发型？”这些
是孩子们看完《哪吒2》后，小脑袋里冒出的
问号。开学第一天，我也抛出了我的问题，

“太乙真人为什么用莲藕来做哪吒的肉身
呢，为什么就不是土豆西红柿等其他蔬菜

呢？”孩子们对我的问题也很感兴趣，我们
用寻找两个事物之间关联的方法展开讨
论。有人说，藕里面有很多孔，还有丝相
连，所谓藕断丝连，和人骨骼经络很像，可
以用于重塑哪吒肉身；有人说，《封神演义》
里其实太乙真人是用莲花重塑哪吒真身，
藕是莲花地下茎的部分；有人说，藕可以加
工成藕粉，加点水可以轻松塑造成哪吒的
真身；也有人说，藕生长在淤泥里，但却是
洁白的，常常寓意纯洁正直，和哪吒的品质
一致……

此刻，问题的答案似乎不那么重要了，
围绕问题寻求答案的过程变得非常好玩！
孩子们发现，校长也会和他们一样，提出不
那么“大人们”的问题，他们会非常热情地
参与这场讨论，更加勇敢地表达自己独特
的想法。同时孩子们也会更加起劲地琢
磨，自己是不是也能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
题，引发伙伴们的讨论。新学期第一天，我
们学校“好朋友老师”有个传统，给自己结
对的“好朋友学生”赠送一份小礼物。我送
给孩子们每人一把尺，孩子们就“新学期为
什么送一把尺”展开了讨论：“新学期我的
成绩会直线上升”“尺上的起点是零，这是
新学期的起点”“尺可以帮助我画一张新学
期计划表”“尺和新学期的书都是长方形
的”“尺上的刻度‘1’是我去年达到的目标，

‘2’是我今年的目标”……在这“一问多答”
“多问多答”的过程中，孩子们的发散性思
维得到了锻炼，而发散性思维是想象力和
创造力的重要基础。

从年初至今，DeepSeek掀起的新一轮人工智能大模型热度持续不减。在人工智能的解题能力愈加高超的同时，“人类智能”也经
受着新的挑战——它会答，你会问吗？在享受了“你问它答”的便捷之后，人们发现，提问是否精准，追问是否紧凑，直接决定了人工智
能是否能将其深层思考能力发挥到极致，是否能将触觉引向更深层的未知。

提出一个好问题，如同掀开帘幕一角，引入一道光。当人们习惯于在触摸屏上发送指令和AI对话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物理键
盘的消失，正是源自乔布斯当年的灵光一闪，“手机为什么一定要有键盘？”今天的教育，如何让未来一代拥有掀开帘幕的方法和能力？

■ 提出创造性的问题，要靠好奇心、想象力和对某个领域的深度理解，在此基础上形成问题链。
■ 优秀教师的高阶提问，往往是逐层深入的“问题链”，基于学生的实际水平而又略带挑战，并能在问答的互动中动态调整。
■ 鼓励同伴质疑式的提问，有助于培养学生倾听、思辨和表达的能力，有效发展批判性思维。
■ 学生自问自答“自我对话式”的提问，则好似一组思维阶梯，架设于学生自主学习过程中。
■ 在提问、回答、追问的循环里，人们完成探索学习，直至问题解决，这是有效学习的路径和策略。

DeepSeek很会答，
你会问吗？

上海科技馆馆长 倪闽景

人工智能能够生成比较高质量的答
案，十分依赖提问质量。一般来说，我们向
DeepSeek提问，一般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是问有关知识性的问题，比如
一道题目的解法，或者某个成语的意思，你
只要简单明了地提问，人工智能的回答几
乎完美。

第二个是询问做某件事的方法或者方
案，比如要写某个工程的方案，或者做一个
到某地旅游的攻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说
清楚自己的身份特征，相关方法或者方案
需要达到的目的。总之要把你希望实现的
目的问得越清楚越好。当然如果你对回答
不满意，还可以通过不断地提问去改进它
生成的方法方案，比如追问：如果是一个专
家的话，会有什么不同的办法。再比如追
问，有没有可能还有完全不同的方法或者
方案。

第三个是需要解决一些富有想象力的
创造性问题，而DeepSeek在创造性生成方
面的回答也值得点赞。提出创造性的问
题，要靠好奇心、想象力和对某个领域的深
度理解，在此基础上形成问题链。比如你
问：“苹果为什么会从树上掉下来？”它会回
答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你继续问：“万有
引力是如何产生的？”它会仔细解答万有引
力的原理和公式。你继续追问：“万有引力
的本质是什么？”它会从经典物理、广义相
对论和量子力学角度来回答。你再问：“如
何去发现引力子？”因为引力子是当今物理
学领域的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到目前
还没有被发现，但它会告诉你，目前科学家
正通过对引力波的探测、超高能粒子碰撞
实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观测、凝聚态物理
模拟等方向进行研究。显然，创造性问题
需要从线性思维变为非线性思维：线性思
维通常关注问题的直接原因和简单的因果
关系，而非线性思维则强调复杂系统的相
互作用和长期的效应。将思维从线性转向
非线性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问题的复
杂性和动态性，从而为更加创新的解决方
案提供可能。

想让DeepSeek真正帮上忙，提出问题
是你最需要的基本能力。大科学家理查
德·费曼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对科学特别有
兴趣的商人，他的教育方式也许对我们学
会提问很有启发。小费曼问父亲“为什么
球离开脚了还会往前跑”，他的父亲这样和
小费曼描述：“如果不是用力去推物体，运
动的物体总是趋于保持运动，静止的东西
总是趋于保持静止，这种趋势就是惯性。
但是，还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如果
只是给提问者“惯性”这样两个字的回答，
实际上与没有回答差不了多少。因此，上
完一堂科学课，孩子们产生了更多问题，才
是一堂好课。

不用专门教，人几乎从能开口说话，就
会不断地发问“为什么”“是什么”“有什
么”。孩子发问最多的时期，也是他们探索
新事物愿望最强的时期，更是他们智力发
展最快的时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的
有效学习始终伴随着提问与回答，提问就
像一把打开未知世界的金钥匙。

传统意义上的提问大约可以分为三
种：教师提问学生，质疑同伴，自问自答。

教师上课时，好的提问会引发学生对
新知识的关注，并在师生之间“问—答—追
问—答”的往复中，引导学生的思维逐渐走
向深入。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还可以及时
发现学生遇到的困惑和盲点，及时调整教
学方法。从教育实践看，教师课堂教学的
提问技巧有大学问：提问设计过浅，课堂里
就会是不假思索的回答带来的一片嘈杂

声，看着热闹但收效不高；提问设计过难，
课堂就会因人人无所适从造成一片寂静，
师生互动难以为继，这都不可取。一个优
秀教师的高阶提问，往往是逐层深入的“问
题链”，基于学生的实际水平而又略带挑
战，并能在问答的互动中动态调整。

同伴质疑式的提问，一方面能帮助学
生学会从不同的角度观察问题，形成合作
性、互动性的学习氛围，促进社会情感能力
的发展；另一方面，学生需要聆听、理解、辨
析和组织自己的思路，方能对他人的观点
质疑，也方能对他人的质疑做出回应。这
有助于培养学生倾听、思辨和表达的能力，
有效发展批判性思维。

学生自问自答“自我对话式”的提问，
则好似一组思维阶梯，架设于学生自主学
习过程中。例如，学生在解答数学题的过
程中，从自问“题目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
在问什么”到“条件是什么”“这个条件有什
么用”，再到“用某个条件可以得到什么”

“还有什么方法”……一连串自问自答是帮
助学生引发联想，理解问题，建立解题思
路，寻找解题方法，规划解题路径，计算求

解，进而评判正确性，寻求更优解的过程，
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情境，实
现从获取“新知识”到发展“解决问题能力”
的转化。

人类逐渐步入智能时代，第四种提问，
即人与 DeepSeek 等智能体的对话产生
了。它集成了前三者的功能，可以打破时
空限制。你可以无限制地编写“提示词”，
不断追问。只要问得好，具有自适应学习
机制的智能体就越了解你想知道什么，想
做什么，从而为你提供高度个性化的更优
解答。智能时代，天生的智力对学习的影
响程度有可能会被降低，而提问的本领会
更深刻地影响人的学习成效和收获，更像
一把打开智慧之门的金钥匙。

儿童时期，人在一个又一个的提问和
回答上建立对世界的认识；长大之后，人在
问答甚至自问自答的基础上形成对世界的
深度理解。在提问、回答、追问的循环里，
人们完成探索学习，直至问题解决，这是有
效学习的路径和策略。只有让提问的“链
条”成为思维发展的线索，会“问”善“答”，
才能开启未来之门、智慧之门。

教育专家讨论如何让未来一代拥有思考和探索的能力

一堂好课
要让学生产生更多问题

上海市特级校长、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校长 许军

提问—回答—追问
开启智慧之门

上海市特级校长、上海市黄浦区蓬莱路

第二小学校长 余祯

鼓励思辨
让孩子天马行空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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