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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初中部编版文言文教学为例浅谈语文有效预习指导
策略研究
邹远梅
南城阳光实验中学  广东  河源  523000

【摘要】  预习是初中生学习文言文的重要环节 , 本文针对初中生没有养成良好的文言文预习习惯的现状进行反
思。为改变这一现状 , 笔者探讨了一些文言文有效预习指导策略 , 从而促使初中生养成良好的语文预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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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中生文言文预习的意义及现状
古人云 :”凡是预则立 , 不预则废”。军队打仗要备

战 , 农民耕作要备耕 , 教师讲课要备课 , 学生上课更要
备学 , 这就是预习。预习在学习的整个过程中有着不可
低估的作用 , 是学习知识的一个重要环节。《义务教育
语文课程标准 ( 2011 年版 )》的第一章十二页中有一条
鲜明的基本理念 :“积极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
方式”。即要求学生主动地学习 , 又鼓励学生有独到的
见解 , 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 , 提倡以学生的预习活动 ,
来启动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对于预习 , 叶圣陶先生早
就有过精辟的论述 :“上课之前 , 学生要切实预习”，“要
养成学生阅读书籍的习惯就非教他们预习不可”。可见，
预习的重要性 , 是激发学生求知欲 , 推动学生不断进取
的“前奏曲”。文言文学习是初中语文学习中的一大重
点和难处。在中考中占重要地位 , 所要记忆和理解的内
容繁多。因为其语法概念距离现代太远 ,理解难度很大。
若不做充分预习 , 其难度不亚于学习任何一门外语。所
以，文言文的预习比其他任何一类文章的预习都更为
重要。

但实际上很多初中生对于文言文是不预习或不会
预习 ,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教师。在文言文教学中 ,
教师对学生的自主独立总是放心不下，什么都“嚼烂
了喂”，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没有参与的机会。而在
文言文学习中 , 特别是刚上初中的学生 , 他们认为老师
肯定把文言文讲得十分透彻，上课注意听不就行了吗 ,
为什么还要预习呢 ? 甚至有学生认为自己连文言文都
读不懂 , 预习是浪费时间。事实上 , 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
不可取的。为了取得听课的主动权 , 提高学习效率 , 那
么势必摒弃这种观念 ,重视预习 ,养成良好的预习习惯。
二、言文有效预习策略指导。
（一）  强化教师文言文预习指导。

2.1.1 激趣引路 , 愉悦预习。
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笔者认为要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预习习惯 , 必须先培养
学生的预习兴趣和热情 , 并需要不断呵护。常规的模式
化的预习要求固然需要 , 但是教师千万不要扼杀了学生
预习的自主性，要给学生多一些语文预习自主选择的
权利。比如可以让学生来制定文言文预习的目标 , 可以
改变文言文预习的方式 , 从而让学生保持文言文预习的
热情 , 进而养成良好的语文预习习惯。

(1) 在课堂上适当组织竞赛检查学生的预习效果是
激发兴趣的有效方法。笔者尝试过开展“我的问题有
意思”预习提问竞赛活动，定期给那些能提出“有意
思问题”的学生颁发“最强大脑奖”, 以表彰激励预习
好的学生。如讲《伤仲永》时 , 有个很少发言的学生说
“卒之为众人”的“卒之”用广州话读很有意思 , 把意
思完全读出来 , 原来广州话是古汉语的承载。结果笔者
毫不犹豫地颁发“最强大脑奖”, 这一举动激励了很多
学生。当时班里同学的热情高涨 , 他们预习时反复地研
读，积极思考每个问题 , 讨论并尝试着自行解决。学生
获得认知需要的满足，自然产生兴趣。当然 , 竞赛的形

式有很多 , 如课文朗诵、背诵、默写 , 重点字词的理解
等等，都能激起学生预习的注意力及兴趣。

(2) 让学生学得轻松也是激发预习兴趣的有效方法。
教会学生在预习过程中，一定要把储存在脑子里的文
言知识都调动起来 , 积极促成这种知识的迁移。比如预
习《与朱元思书》, 有许多文言字词是可以促成迁移的。
如“皆”、“虽”、“湍”、“俱”、“绝”等，都是以前学
过的文言词汇 , 把旧知识迁移在新的文言文中学生预
习文章 , 就十分轻松。又如“急湍甚箭 , 猛浪若奔”中
“奔”字，在《三峡》的“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中
学过 , 都是“飞奔的马”的意思。许多学生还从修辞手
法和内容方面比较了两句话的异同。这就是学生有了
深层的文言文知识迁移的能力 , 学起来事半功倍 , 有了
成功感 , 自然就有兴趣了。

(3) 让学生用多种方式来演绎课文也是激发预习兴
趣的有效方法。如讲《木兰诗》时 , 学生用动漫的形式
展现了代父从军的巾帼英雄花栏的形象 ; 预习《核舟
记》中的“船头 " 那一段 , 学生居然想出扮演苏东坡、
鲁直、佛印 , 再现“大苏泛赤壁”; 预习《水调歌头》
时 , 学生用唱流行歌的形式快速解决了背诵的难题。每
当笔者布置这些预习任务时 , 各小组都热火朝天地去准
备。总之预习内容形式新颖别致 , 预习思想民主开放 ,
就会激起学生的预习兴趣。

2.1.2 教会方法 , 明确方向。
文言文教学应倡导预习 --- 质疑 --- 讨论 , 强调

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中心，让学生自己去探究课文 , 发现
问题 , 然后采取合作、探究式教学方法，通过师生互动 ,
最后解决问题。如讲《与朱元思书》时 , 课前布置学生
根据学案自学课文 , 书面完成“预习热身”部分的内
容。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自学步骤 :

(1)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 , 结合文下注释和工
具书 , 力求读准字音 , 把握朗读节奏，在此基础上完成
“预习热身”中的第 1 题 , 给生字词注音，并抄写一遍。

(2) 再读课文，结合文下注释和工具书 , 自己尝试
疏通文句 , 把你不理解的词、句在课文中作上标记，并
写在“预习热身”第 4 题下面的空白处 , 以便课堂上向
同学、老师请教 ; 在此基础上完成第 3、4 题 , 解释重
点词和翻译重点句。

(3) 跳读课文，在文中标出作者感慨的句子 , 尝试
课前背诵这些句子。如“鸢飞淚天者，望峰息心 ; 经纶
世务者，窥谷忘反。”

(4) 搜集、筛选与本文作者及写作背景有关的信息 ,
完成“预习热身”第 2 题 , 简介作者 , 并结合這些信息
再读课文 , 整体感知课文内容，感受作者热爱大自然 ,
鄙弃功名的情怀。 

经过这样的指引 , 学生就知道课前怎样预习一篇文
言文,通过读(读课文)。查(查文下注释和工具书)、写(在
文中批注 )、做 ( 书面完成预习题 )、问 ( 提出疑难问题 )
等方式初步学习了一篇文言文 , 带着问题走进课堂 , 为
高效课堂作了很好的铺垫工作。

2.1.3 关注反馈 , 温情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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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预习习惯的培养中 , 教师的检查反馈有着不
容忽视的作用。及时检查学生的文言文预习情况 , 对培
养学生的预习习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笔者一般这样做:
查看学生的书本预习记录 , 学案以及进行课内提问检
查。检查后都要对该次预习情况进行评讲 , 以鼓励推动
学生下一次的预习。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马卡连科曾
经有这样一句话 :“用放大镜看学生的优点 , 用缩小镜
看学生的缺点。”在批改预习笔记或与学生对话交流时,
笔者曾经很沮丧 , 学生的理解能力真低 , 离答案差距如
此之大,而且有些学生总做不完。于是在“恨铁不成钢”
的心态下 , 笔下的红叉打出手，全班“中”及”中 +”
遍布开花 ,向学生反馈时 ,批评那些老完不成作业的人。
但一段时间后笔者发现不仅“鞭策 " 过的问题依然存
在 , 而且学生的积极性也降了许多。反思后，笔者实施
激励性评价和温情式评价。作为老师应当尊重学生的
预习成果 , 善于捕捉他们预习作业中的亮点 , 多加赞誉
和鼓励，多给红旗笑脸或翘起的拇指，或者写上“你
是一个认真的孩子”“你的见解很独特”;“你的想法很
好 , 老师都自愧不如呢”等等。老师应把这些激励、期
待、关怀的语言,通过预习作业评价,流淌到学生的心中,
学生就会因此而产生一种巨大的成功感。

预习习惯的培养尤其要关注中下层学生 , 创造机会
让他们体会到预习的快乐。比如降低预习要求 , 让他们
有成功感。不能坚持时 , 给以科学的惩罚 , 如请学生在
课间批改作业或剥夺玩游戏一个星期等。有规有矩才
能成方圆。此办法必须通过班委会 , 尤其是中下层学生
的同意 , 这样操作起来才有成效。
（二）  增强学生文言文预习意识。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 :“什么是教育 , 简单一
句话 , 就是要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那么 , 课前预习
作为一种良好的习惯对初中生的学习 , 以及良好性格的
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

2.2.1 组建小组 , 合作预习。
我们学校推行的阳光 ABC 快乐小组合作学习法非

常棒 , 在预习时，小组合作一起预习 , 以优带差 , 互相
启发互相促进，靠“组织的力量”形成预习的浓厚氛
围。对不同层次的学生一般有不同要求。

以《醉翁亭记》一文为例 , 对于文言基础较差的
学生来说 , 本文有许多重要的词汇 , 如“名之者谁”的
“名”字，“醉翁之意”的“意”字，“得之心而寓之酒
也”的“得”和“寓”字等，还有一些基本的文言句式,
如“环滁皆山也”、“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 , 醉翁亭也”
等，学生要掌握这些句式就需要花费不少工夫 , 因此 ,
笔者要求这些学生着重对基础知识的认真预习。这样，
学生能够做到借助预习，对文章进行通顺的翻译 , 理解
文章的意思。

对于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 , 笔者还提出更高的预习
要求。例如，对于《醉翁亭记》中成语的预习。如“峰
回路转 "、“醉翁之意不在酒”“水落石出”等，学生可
以把它们圈画出来 , 加以理解记忆。此时 , 学生发现这
些成语言简意深，片语传神 , 与所描写的复杂多变的景
物和情景相映成趣。

此外 , 笔者发现个别学生挖掘了文章的主旨 , 作者
的”乐”: 一是“山水之乐”, 并因“四时之最不同 , 而
乐亦无穷也”; 二是“宴酣之乐”，近取“山肴野蔌”，
佐酒“非丝非竹”, 众人 “起坐喧哗”，太守颓然其间 ;
三是 “乐人之乐”, 故作文以记之。三乐归一，都是”
与民同乐”。学生通过预习 , 关注这些内容 , 深入理解
了本文的主旨“醉翁之意不在酒 , 在乎山水之间”, 更
在乎“乐民之乐”。笔者认为个别学生恰恰代表预习对
语文素养较好的学生产生的效果。

2.2.2 讨论质疑 , 交流感受。
笔者上课的前五分钟不讲课而是让预习小组进行

关于预习内容的讨论。五分钟后 , 开始课前提问 , 提问
的对象是不定的 , 提问的内容有对课文的理解 , 也有对
课文的难点、疑点的提问。还特别重视学生在阅读过
程中 , 要善于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读出自己的感受 ,
注重和同学交流自己的体会 , 并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如预习《孙权劝学》时 , 让学生准备谈谈自己对吕蒙和
仲永的看法。吕蒙先是“不想学习”, 后来是“知错能
改”, 最后是令人“刮目相待”; 仲永“天资聪慧”，后
来是“没有学习”，最后“泯然众人”。让学生明白 :“一
个人的成长除了先天禀赋外 , 更需要接受后天的教育
和自身的努力学习。”学生也明白了今后自己学习的方
向。

实践证明，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来预习 , 用现代意
识融入文言文的阅读 , 既能加深学生对文言文的理解 ,
又能增强学生感性和理性的认识。

2.2.3 自主探索 , 创造预习。
经过初一的演练 , 学生能逐渐地体会和把握到设置

预习题的角度、思路、做法 , 并逐步内化为独立预习的
能力。笔者一般到初二就鼓励预习小组，自主设计预
习的题目 , 只有亲自动手做好积累 , 学会凭借注释和工
具书理解大意的方法 , 落实自主学习 , 实现由教师设置
题目到学生自主设置的转变 , 体现预习的自主性和创造
性。如此反复的经过一段时间的预习习惯的培养 , 大家
积极主动投入预习 , 真心喜欢预习 , 踏踏实实预习 , 养
成了良好的预习习惯 , 自学能力得到了增强，时间一长 ,
学生习惯养成了 , 自然就能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 , 真正
做到“教是为了不教”,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若是不
能够坚持，良好的习惯之舟就会搁浅 , 甚至倒退 , 就前
功尽弃了。

在探讨文言文预习习惯的培养策略过程中 , 笔者还
有许多困惑 , 如怎样设计思维导图 , 来让学生整理资料
提高理解与识记的效率 ? 怎样组织学生互相批改预习
作业来减轻教师的负担 ? 如何把握预习题的量度 , 让学
困生吃得下 , 优等生吃得饱 ? ...... 要今后认真研究思考。

总之，就学习过程而言 , 教师只是引路人，学生是
学习的真正主体,是学习活动中的“主角" 。古人云:“授
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学生要培养和锻炼自学能力 ,
就得掌握自学的方法 , 特别是养成预习的良好习惯，不
仅能提高听课效率 , 更能培养自己的自学能力 , 对智力
的开发是十分有益的。虽然培养学生的预习习惯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 , 但它一经形成 , 学生将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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