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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精神就是喜欢问为什么 

——学生质疑精神的开发 

  项志康 

 

质疑与质疑精神是人的创造力之门。同学们要开发自已的创造力，必须打开

这扇大门,必须开发自已的质疑精神，必须培养自已的质疑精神,必须喜欢问为什

么…… 

你想变得聪明吗？你想有所创造发现发明吗？请开发你的质疑精神，请喜欢

问为什么！下面请读一读有关质疑精神的创造故事。 

一、创造的故事 

为什么苍蝇出入肮脏之地而不得病？ 

    为什么苍蝇偏爱粪便污秽之物，它不患病而让人患病。日本孙二教授就是带

着这个“为什么”开始了对苍蝇的研究。 

为什么苍蝇吃完东西，总是留下一个“黑点”才飞走？ 

这个“黑点”是什么？ 

   “为什么”是调动人心理视觉和心智的利器，否则，你不会有真正意义的观

察力，有眼也不会看出问题。对摆在你面前的问题也会熟视无睹。 

经过认真的观察，“黑点”是苍蝇的粪便。于是问题又来了。什么东西吃了

就要排泄？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其他动物有这个现象。唯苍蝇才有这个超凡的能

力。 

为什么苍蝇会有这个能力？再细致观察，才知道苍蝇的嘴巴非常独特，它是

折叠式、伸缩性的。它可以奉行“边吃、边吐、边排泄”的“三边政策”。所以病毒细

菌来不及繁殖、发作就被吐出来、拉出去了。它快速的消化能力，让世上所有的

动物都望尘莫及。 

仅仅这样，苍蝇就不会生病？为了探究到实质，孙二教授通过化验，提取苍

蝇体内的各种元素，孙二教授惊叹道：苍蝇肚子里竟然能分泌出—种高强度的杀

菌剂，若能提炼出来，要比人类发明出来的金环素、四环素强度高出 l 万倍！ 

苍蝇为什么不会生癌？孙二教授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苍蝇在受伤的一瞬间

能分泌出一种抗癌物质。难道以后人类治癌药物，要从苍蝇体内提取？孙二教授

对此做了如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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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蝇还有什么功能与价值呢？苍蝇还有许多其他的功能和价值。如蝇蛆之壳

是纯度极高的几丁质，提炼出来，每克价值为 27 美元；苍蝇体内的蛋白质和脂

肪含量非常高，一对苍蝇在气温适合条件下，在 4—6 个月之内可生育 2660 亿

儿女。苍蝇惊人的繁殖能力导致一对苍蝇及后代们在 7 个月可生产出 6650 吨蝇

蛆和蝇蛹，可提炼 931 吨干蛋白和 180 吨脂肪。 

正是这些“为什么”，我们可以在人的控制下，让苍蝇这一人人感到厌恶的

东西，化害为利，变害为宝，造福人类。 

（摘自《创新能力教程》 唐殿强主编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70 页） 

二、故事的启示（我的启示——学生谈） 

同学们，读了这一则故事，你有什么感想与体会？这个故事对你有什么启示

和收获呢？ 

假如没有第一个为什么，孙二教授就不会去观察苍蝇，研究苍蝇； 

假如没有第二个为什么，孙二教授就不会解开苍蝇“黑点”之谜； 

假如没有第三个为什么，孙二教授就不会解开苍蝇“边吃、边吐、边排泄”

的“三边政策”之谜； 

假如没有第四个为什么，孙二教授就不会发现苍蝇肚子里竟然能分泌出—种

高强度的杀菌剂之谜； 

假如没有第五个为什么，孙二教授就不会发现苍蝇在受伤的一瞬间能分泌出

一种抗癌物质之谜； 

假如没有第六个为什么，孙二教授就不会发现苍蝇还有很多功能与价值之

谜…… 

可见，没有为什么，就不可能有创造、发现与发明；没有一系列为什么，就

不可能有一系列的创造、发现与发明；没有十万个为什么，就不可能有今天社会

的现代化生活；没有为什么，人就不可能有创造力！ 

那么，什么是质疑与质疑精神呢？怎样才能喜欢上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

题，就请先学一点有关质疑与质疑精神的创造学知识吧。 

三、创造学知识介绍 

质，既询问、责问；质疑，既提出疑问；精神，既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

一般的心理状态。质疑精神，是指人有质疑的意识，质疑的欲望，想质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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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乐于质疑的心理状态；有发现问题的意识、欲望，有形成问题的意识、欲

望，有提出问题的意识、欲望的心理状态；质疑精神，就是喜欢问为什么，乐于

问为什么，头脑中装有很多为什么。 

具有质疑精神的人，每到一处都能提出很多为什么，每看到一现象都能提出

很多为什么，每遇到一事情都能提出很多为什么，每学习一知识都能提出很多为

什么，每参加一学习活动都能提出很多为什么，每参与一休闲活动都能提出很多

为什么。 

创造源于问题，要创造首先要质疑，提出为什么,提出问题。一个人如果提

不出为什么，发现不了问题，也提不出问题，那就难以开展创造活动，难于有所

创造、有所发现、有所发明。 

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

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

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

真正进步”。提出为什么，提出一个问题之所以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这是

因为：第一、提出为什么，提出问题，首先要敢于摆脱陈旧学说和传统观念的羈

绊。第二、提出为什么，提出问题，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第三、提出为什么，

提出问题，可能酝酿着科学上新的突破和革命，成为科学大进步的起始点，成为

科学新分支的生长点。第四、提出为什么，提出问题，不仅确定了研究工作的主

攻方向、制高点和突破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解决问题的行动方案、步骤

和方法。 

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曾指出：“做科学工作最使人感兴趣的，与其说是问

题的解决，恐怕不如说是问题的形成。”“提出问题”、“形成问题”都是从质疑开

始，从“问为什么”开始，要质疑首先必须有质疑的精神、质疑的欲望，想质疑，

愿意质疑，乐于质疑；必须有问为什么的欲望，想问为什么，愿意问为什么，喜

欢问为什么，乐于问为什么，然后才有可能创新、创造。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曾指出：“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

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人民教育家陶行

知《教育名言集》孙培青等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 年 11 月第 1 版)发明创

造的起点在疑问，在质疑，在问为什么，没有疑问、质疑、为什么，就没有发现

发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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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程界首次获得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WFEO）“优秀工程建设奖”的

发明大王包起帆认为“一个人无论在什么岗位，创新理念、创新精神不能丢”、“创

新最重要一点是敢于质疑，没有质疑就没有创新。”（2009 年 11 月 10 日《文汇

报》），没有质疑，没有疑问，没有为什么，就没有创新、创造，质疑精神是创新

创造的原动力。 

我国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钱伟长曾指出：“我们要培养满肚子都是问题的

人，这种人是我们国家需要的。培养博士生就是使一个没有问题的人变成有问题

的人，也懂得力所能及来解决问题。”“我不是天才，我的学习是非常勤奋的，我发

现很多东西我还不懂，需要，我就学。”学生学习就是要喜欢问为什么，喜欢质疑，

喜欢提出问题；学生学习就是学会问为什么，学会质疑，学会提出问题。 

1957 年物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认为“做学问，要学

问；要学答，非学问。”学生到学校学习，学思想、学道德、学知识、学文化、做

学问，就要喜欢提问，喜欢问为什么；学习提问，学习问为什么。 

同学们，你学习了上述有关质疑的创造学知识与六位科学家、发明家、教育

家关于质疑精神的论述，对质疑与质疑精神一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你又有什么

新的感想与体会？上面的论述对你又有什么启示？你是否更喜欢问为什么了？

是否更喜欢质疑与质疑精神了？ 

那么，你怎样开发自已的质疑与质疑精神，怎样培养自已的质疑与质疑精神

呢？怎样才能喜欢上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请积极参加下面有关的创造性

实践探索活动吧。 

四、创造性实践探索 

2009年下半年上海市中学创造教育研究所开展中小学学生创造性素质现状

的调查，对上千名中学生与教师调查发现：62.14％的中学生对老师说的内容、

教科书、练习册、其他事物等从来没有质疑的精神、态度与习惯。其中，仅有

23.34％的教师认为“学生对老师说的东西敢于质疑”，37.86％的学生认同“对

于老师或课本上的说法，我时常表示怀疑，并可以感知和发现其中的一些问题”。调

查结果表明，当前中学生的质疑精神比较欠缺，需要注重开发与培养。 

同学们，假如你原来质疑精神比较好，一直喜欢问为什么的,请保持和发扬

你的质疑精神，更喜欢问为什么。假如你原来质疑精神比较欠缺，一直不喜欢问

为什么的,请积极参加到下述活动中，开发与培养你的质疑精神，开发与培养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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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问为什么。 

第一，同学要敢于批判，积极开展批判活动。同学不要盲目相信教科书、教

师说的一切，不盲目崇拜权威；敢问为什么，敢刨根问底；敢问是否有问题？是

否有不足？敢想是否还有更好的？是否还有什么？多年前曾有一位肝癌患者家

属质疑：“肝癌开刀会不会把癌赶跑？”当时一位著名的专家觉得可笑，多年后

他反思，觉得很有几分道理。好多不敢怀疑之处，恰恰是创新创造之点。同学们，

不管什么事情，都要积极开展批判活动。 

第二，同学要独立思考，认真进行独立思考活动。同学不要盲目服从，不人

云亦云；要认真、仔细、独立地观察；要独立地、科学地分析事物，审视概念、

判断、推理是否正确；要思考事情的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怎样做、还有什

么。同学们，不管什么事情，都要认真进行独立思考活动。 

第三，同学要不断质疑，要积极开展刨根问底活动。同学要从现象、事实中

质疑，看现象、事实是否真实，陈述的是否正确，是怎样发生的，其中是否还有

问题；要从概念知识中质疑，看其是否合理，是否准确，是怎样产生的，是否还

有问题；要从规律、原理知识中质疑，看其是否还有不足，其适用条件如何，是

怎样推理出的；要从知识的应用中质疑，看其应用是否正确，应用的条件是否具

备，应用的策略方法是否恰当，应用的数据是否正确；要从知识点的现象、事实、

概念、规律、原理间的关系、联系中去质疑，看是否有联系、有关系，是怎样的

关系与联系等。同学们，不管什么事情，都要积极开展刨根问底活动。 

第四、同学要善于质疑，学会问为什么，不断开展问为什么活动。同学要善

于质疑，就是要提高自已的思想认识水平，树立先进的学科思想观念；就是要拓

展自已的知识面，促进自已知识较为渊博；就是要学会观察，抓住关键；就是要

积累资料，增加思维的材料；就是要进行发散思维、求异思维。同学要善于质疑，

就是要诱发自已从无疑中产生疑问，发现问题；就是要引导自已形成问题，进一

步找到核心问题，找到关键问题；就是要引导自已不断质疑，不断地发现问题，

逐步地形成问题群。同学们，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不断开展问为什么活动。 

第五、同学要培养质疑问难学习习惯，持之以恒地开展质疑问难活动。质疑

问难的学习习惯是指同学在学习中能自觉、主动地发现疑问、表述疑问、提出疑

问与发展疑问，能对学习中的疑点问题进行反复质问、钻研、探究，能针对学习

中的疑点问题询问他人、请教他人，和他人共同探究的学习习惯。同学要持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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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地自我培养质疑问难学习习惯。同学们，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持之以恒地开展

质疑问难活动。 

第六、同学要建议老师营造质疑的良好氛围，积极开展对老师教学提建议的

活动。一是建议老师营造民主的氛围。师生之间、学生干群之间、成绩优劣学生

之间、男女学生之间要平等；师生之间要相互尊重，老师要特别尊重喜欢质疑、

提问的人，无论学生成绩优劣；师生之间要相互信任，老师要特别信任喜欢质疑、

提问的人；师生之间要相互友好，老师要特别友好地对待经常提反对意见、不同

意见的学生。二是建议老师营造宽容的氛围。老师要宽容不同见解的学生，宽容

质疑思考错误的学生，宽容对老师提了错误意见的学生，宽容不同个性学生的不

同的学习行为，宽容学生善意的出格行为。三是建议老师营造和谐氛围。师生、

干群、优劣学生、男女学生之间要相互帮助，相互支持；要虚心倾听，换位思考；

要友好地议论、讨论、辩论；要求大同存小异，善意待人。四建议老师营造批判

的氛围。老师要引导、诱发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质疑、争论中应对事不对人，

探究问题，淡化人际；老师教育教学中如有错误，不当之处，应勇于承认错误；

老师教学中有时要存心设置错误，诱导学生批判质疑，引导学生敢于坚持真理，

勇于修正错误；老师要实施民主教学；老师要对学生进行激励性评价。同学们，

不管什么事情，不管什么时候，都要积极开展对老师教学提建议的活动。 

五、创造性实践拓展（学生思考拓展） 

同学们，你进行了上述有关质疑精神开发的创造性实践探索后，还有什么有

关质疑精神开发的创造性实践拓展活动？ 

如建立《为什么班报》，你怎么思考并建立? 

写“为什么日记”，你怎么思考与撰写? 

进行每周一问活动,你怎么思考与实践? 

开展每日一问活动,你怎么思考与实施? 

实行每课一问活动,你怎么思考与操作? 

请谈谈,你还有什么有关质疑精神开发的创造性实践拓展活动?…… 

六、创造性作业（学生读后思考练习） 

(一)请你仔细观看神舟九号飞船与天宫一号成功分离照片，认真思考提出问

题，比较谁提出的为什么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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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你读了本节“质疑精神就是喜欢问为什么”的内容后，请对学科学习内

容提出十个为什么。 

（三）你读了本节“质疑精神就是喜欢问为什么”的内容后，请对生活中遇到

的现象、事物提出十个为什么。 

（本文为《初中学生创造力开发》课程中的一节内容） 

（项志康系中国创造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创造学会创造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

书长，上海市创造工程研究所聘研究员，上海市中学创造教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上海市特级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