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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数学课前预习的有效布置 

牛爱民 

（河南省确山县三河街道后楼小学  河南确山  463200） 

摘要：小学数学作为学生初级学习的阶段的主要科目，对学生的学习习惯、学习能力、思维能力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数学是一门逻辑性强的工具学科，要想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充分利用好课前预习就非常重要。那么如何提高小学生数学课前预习
的有效性就成为了一线数学老师都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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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课前预习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能

够培养小学生养成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的好习惯，而且学生在预

习过程中可以锻炼自主学习能力，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学习效率，

增强了学生对数学学习的自信心，更有助于学生积极的投入到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活动中。但是有些老师发现部分小学生的预

习效果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这是因为小学生由于年龄偏小，

没有掌握正确的预习方法，所以就需要小学数学老师在进行课

前预习布置时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设计，从而使学生

在小学数学课前预习时效率更高，效果更好。 

一、培养小学生预习兴趣 

小学阶段的学生活泼好动、好奇心强但自控能力差，所以

就需要小学数学老师要有侧重的进行学习习惯的培养。首先就

要调动起小学生对课前预习的兴趣，进而来逐步培养学生养成

课前预习的良好学习习惯，来提升小学生预习的能力。数学老

师在进行课前预习布置时要从小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以及认知

水平出发，设计难以程度适当但是形式多样的预习单，采用先

扶后放，循序渐进的方法，来逐步提高小学生的预习能力和预

习效果。比如三年级学习《统计》时，老师需要学生学会搜集

数据，并对数据来进行简单的整理和分析，然后绘制统计表，

最后根据绘制的统计表来制定决策依据并给出相应的建议。数

学老师就可以在课前预习时引导学生搜集自己感兴趣的数学，

比如有的学生搜集了不同超市的不同促销活动中某款零食的价

格;有的学生搜集了同学们的身高;有的搜集了市场上不同水果

的价格等等。将数学预习与学生感兴趣的内容结合起来，很容

易调动起小学生数学课前预习的积极性。 

二、因课而异，设计预习任务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老师在进行课前预习布置时要根据不

同的教学内容来设计不同的预习任务。小学数学教学中涉及到

数学概念教学、实践教学以及计算教学三部分内容。概念教学

需要小学生在课前预习时让学生数学概念内容，并根据概念去

列举出生活中的具体事例，来启发学生去发散思维。实践教学

主要侧总与学生借助所学的数学知识和生活经验，通过独立思

考或者小组合作的方式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以及

解决问题，所以老师在布置课前预习任务时就要侧重于引导学

生去通过调查、收集、整理来找到与下节课要学习的知识内容

相关的材料，为学生深入进行知识的理解和探究做好铺垫。而

计算教学主要以提高及学生运算能力，掌握运算原理为主，所

以在进行着类型数学课前预习任务布置时就要让学生在练习计

算中去总结运算原理，然后鼓励学生去质疑和探究。 

比如學习小数时，数学老师可以让学生在课前预习时思考：

小数加小数如何计算？你可以自己结合生活中的实例来出几道

关于小数加法的计算题吗？在小数加法的计算过程中，你觉得

需要注意哪些内容？学生在老师精心设计的课前预习任务中掌

握小数加法的方法，对于计算过程中的要点也已经有了初步的

认识，在学生课堂进行学习时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提升了小

学生的课堂教学体验。 

三、因人而异，掌握预习梯度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由于学生的学习能力、理解能力以及

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不同，所以导致老师布置相同的预习任务

时有的学生轻松、高效的完成，而有的学习预习时间长，效果

差，久而久之这部分学生对预习产生抵触和排斥心理。这种现

象的出现是由于老师没有正视学生的差异性，对于预习和复习

的关系没有做好把握，导致学生未能养成良好的复习和预习习

惯。所以数学老师在进行课前预习任务布置时要正视学生的能

力差异和基础差异，同时培养学生养成先复习后预习的好习惯，

在预习内容布置上做到因人而异，把控预习梯度，时能力强的

在预习中能够启发思维，锻炼能力，能力差的能够查漏补缺的

基础上对新知识进行先学，从而使各层次学生都能够体会到课

前预习的价值，体会到良好的学习习惯带来的不同的学习效果，

从而树立起小学生数学学习的信心，感知先预习再学习的乐趣。 

比如学习鸡兔同笼时，老师可以让学生在课前预习时让学

习能力差的自己找到一到两种计算方法，学习能力好的学生发

散思维看看能找到那些简便方法来进行计算。老师鼓励学生大

胆的进行想象，发散思维，看看谁想到的计算方法运算又简单，

想法又新颖。学生在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能力下对这道经典

题目进行课前预习，不仅能够使能力差的学生通过预习也能够

掌握基础的思考方法，同时也能使能力强的学生在课前预习时

感知到挑战性，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从而实现了整体预习效

果的提升。 

总结： 

综上所述，老师在布置课前预习任务时要充分考虑到学生

的差异性和年龄心理特点，要有在调动起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基

础上，有针对性的进行预习任务布置，这样才能保障小学数学

课前预习的效果，使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在预习中也能够得到思

维的锻炼，使学习能力差的学生在课前预习能够体会到数学学

习的乐趣，进而提高课前预习效果，提升了课堂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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