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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课前预习策略之我见
康玉平
东莞市南城阳光实验中学  安徽  亳州  523000

【摘要】  课前预习是一种在学习新课前学生自主先学的学习方式。学生通过长期在文本预习中独自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尝试，可以有效增强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意识。然而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很多初中
学生不重视甚至忽视课前预习，没有养成课前预习的习惯、掌握预习的方法。同时，教师也缺乏对学生课前预
习的有效指导，没能充分发挥预习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那么如何
有效进行课前预习呢？笔者就从教师的角度对学生的预习提出几点优化策略。以期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效果，
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预习习惯，并为学生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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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预习是一种学生自主进行先学的学习方式，
学生通过长期在文本预习中独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尝试，可以有效增强学生的自主、合作、
探究意识。然而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很多初中学生不
重视甚至忽视课前预习，没有养成课前预习的习惯、
掌握预习的方法。同时，教师也缺乏对学生课前预习
的有效指导，没能充分发挥预习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
作用。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那么如何
有效进行课前预习呢？笔者就从教师的角度对学生的
预习提出几点优化策略。以期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效
果，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预习习惯，并为学生终身学
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提出分层的课前预习要求

一般情况下，教师并不干涉学生的预习情况，但
是在监督检查的时候会发现学生的预习效果远远不如
预期。因为部分学生在完成预习作业的时候，只是流
于走形式，应付完成。基于这种情况，教师可以根据
学生学习能力的差异，布置有层级的预习作业。教师
在指导学生预习策略时，要注意学生的年级差异、性
别差异和成绩差异。教无定法，学要常态。教师要结
合具体的教学条件、课堂环境和学生水平，针对性地
选用不同策略进行施教。比如我校的学生是分 A、B、
C 三类的，在明确预习任务的时候，分别要达到不同的
要求。以文言文的预习为例，A 级学生应该先弄懂重点
实词的翻译，同时自己翻译文章，并尝试理解文章的
主旨。而 B 生，应该先弄懂重点实词的翻译，同时自
己尝试翻译文章。C 生只需要弄懂重点实词的翻译。
二、激发学生的课前预习兴趣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课前
预习的过程一般无教师参与和干预。学生应付和敷衍
的现象较为普遍。如何提高学生的课前预习的兴趣就
显得尤为重要。

初中生喜欢活动丰富的课堂，在布置课前预习时，
可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设置多样的任务来提高学生的
预习兴趣。比如：部编版教材语文八年级的《与朱元思
书》和《桃花源记》，可以让有兴趣的同学课前画一幅
画，投影展示或者提前画在后黑板。并画中的内容要
紧贴文本，不要胡编乱造。爱好画画的学生在作画的
过程中已经对课文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读，课前预
习的目标就达到了。而在进行《周亚夫军细柳》这篇
富有情节性的文章，可以让有兴趣的同学，结合文本
改变课本剧，在课堂教学中，插入课本剧的表演，
三、组织课前预习经验交流会 

榜样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学生们对于课前预习
都会有自己独到的经验和看法，教师可阻止课上或者
课余时间的经验交流会，让学生分享交流各自预习方
法、预习经验以及心得体会。尤其是学习效果优秀的
学生，他们的分享对于后进生是一种巨大的榜样力量，
进而激发学生探索更多有效的预习方法的热情。而分
享的学生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成就感，促使班级形

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四、教会学生恰当的课前预习方法

语文学习可分为三大板块，积累、阅读和写作。
语文学习的方法，也是有章可循的。常用的课前预习
办法有：

（一）朗读法
针对积累来说，无外乎词语的积累、诗文的背诵

默写翻译等等。对于要背诵的内容，学生必须通过反
复诵读，掌握字词、句子、框架等基础性知识，为语
文学习做好准备。笔者在讲解古诗的时候，课前预习
时要求学生背诵诗歌。“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当学
生们熟读成诵后，教师在带领同学们品析诗歌的过程
中，更容易聚焦较难的问题，课堂教学效率大大提高。

（二）查阅工具书法
课文中的生僻字、词和未掌握的句子，可以查阅

工具书自己解决。课前预习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能
力解决问题，学生有获得新知的喜悦和自豪感，更加
有助于培养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意识。

（三）摘抄法
摘抄是一种最传统的语文学习方法。在阅读的过

程中，遇到精彩的句段，摘抄在本子上，有利于反复
欣赏、反复咀嚼、反复品味，增强自身的阅读理解能力。
这些摘抄的语句会慢慢内化为自身的语文素养，形成
自己的语言表达习惯，从而增强语言表达能力。

（四）批注法
批注就是在阅读时，把自己的理解、思考随即批

注在文中。可以批注精彩处、质疑处、感兴趣处等等。
这种方法方便快捷，需要学生在预习时要有自己的思
考，增强阅读理解能力。

（五）尝试解决问题法
课前预习，让学生带着问题阅读，在预习时尝试

解决部分问题。部编教材的每篇课前面会有预习提示，
后面的都会有几道习题，习题内容一般是有关课文内
容概括、写作手法总结、精彩语句积累、重点语句理
解等。例如：在部编教材九年级语文下册第九课《鱼我
所欲也》的“预习”部分，给出了两个问题，“你记得
八年级学过的《< 孟子 > 二章》吗？回顾下文章的主要
内容和语言特色。”“熟读课文，尝试用自己的话说说
课文的大意。”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有关语言特色，一个
是课文大意，这些问题的解答，恰恰检查了学生的预
习情况，反应了学生对文本的理解程度。
五、适时的检查反馈学生的课前预习

学生的预习作业需要老师的跟踪检查反馈，促使
学生已经发生的预习行为得以维持并发展为预习的习
惯。为学生终生学习打下基础。

综上，笔者就从教师的角度对学生的预习提出初
中语文课前预习的几点优化策略。以期提高课堂教学
效率和效果，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预习习惯，并为学
生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
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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