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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高中历史课前预习教学方法策略初探 
◆张廷锷 

（陕西省洋县中学）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力倡导高效课堂，向课堂要

质量是每位教师追求的目标。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今天大家熟悉的杜郎口、洋思、宜川课堂教学模式，基本上提到
“先学后教”，这说明大家对先学很重视，笔者所在的学校派人
到宜川学习回来后效仿制作导学案引导学生学习，通过几年的尝
试，我们成效如何——结果不是很满意。难道先学后教的策略是
错的？笔者认为不是！原因是我们所谓的“先学后教”是放在课
堂上的：课堂的模式是学生自学 8 分钟，接着目标任务展示，最
后提问展示。仔细分析，并没把先学和后教区分开来，这仅仅是
对课前预习的一种补充措施，8 分钟看完所学内容比较紧张，哪
有时间去思考？更谈不是去进行所谓的质疑，甚至去“知识拓
展”。真正的“先学”就是要求学生在课前学习，在预习中发现
问题，“后教”就是在学生课前学习的基础上开展教学活动。所
谓“功夫在诗外”就是这个道理，引导学生在课前充分地预习，
才有可能达到高效课堂。笔者通过调查了解有很多学生没有预习
的习惯，即使有也是照抄教材，很少形成自己的东西，还有部分
学生没认识到预习的重要性，为完成任务而预习，有的学生认为
作业都难以完成哪有时间去预习，还有一部分是为完成导学案去
学习，不去思考，更不会在看教材时去提问总结质疑，不具有系
统性。通过调查发现学生预习普遍存在下列问题： 

有的学生预习流于形式，预习的效率非常低。对历史材料阅
读能力、理解能力、观察能力差，针对性不强、有相当一部分学
生不去看历史地图缺乏时空概念。对依据历史材料来解释历史问
题不强。不会在预习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探究活动中不会
搜集资料掌握证据对历史事物进行分析、评价。从而导致课堂自
主合作讨论时就出现发言人少，合作也就是成了形式。难以真正
高效。还有的学生面对预习，就拿出课本甚至教材全解之类的工
具书，把内容往书上一抄就了事，还有的甚至上课时直接拿出教
学全解来用，很少有学生会预习。那么，如何加强对学生预习方
法的指导、真正培养学生的预习能力呢？ 

一、教会学生预习的方法 
大家经常会遇到这种现象：学生上课听讲很认真，但做起题

来却总是无从下笔？原因思维方式不灵活、课前的预习和课后的
复习不充分。在教学中我们常常强调课前预习、课堂学习、课后
复习；课前预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最重要的一环，学生只有在课
前进行充分的预习，才能保证在课堂上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所
以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课前预习的习惯，教会学生预习的方法，
教学生“合理的抢跑”。   

以历史课为例，学生预习前要让其明白本单元的知识结构、
课标要求，使学生提前对历史课的知识有个宏观的了解。避免在
课堂学习中带有盲目性和随意性，主体作用很难充分发挥。 

预习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让学生每人准备一
本预习本，教师课前给学生布置预习作业，然后引导学生预习，
解决导学案中的问题。学生在预习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带到课堂上
来。 

1、预习时，先要把预习设计（依据新课程标准要求）快速
浏览—遍，使自己对新课心中有数，初步感知新课中哪些是—看
就懂的，哪些是看不懂的。 

2、带着问题细读第二遍 
通过第—遍对新课的快速浏览，自己对新课的内容已有了初

步了解，然后带着第一遍浏览时发现的问题和预习设计中的任
务，认真细读第二遍。阅读第二遍时，速度要放慢一些，一边细
读，一边思考与理解，遇到不明白的地方，要停下来反复思考，
实在搞不懂的问题，就把它记下来带到课堂上，听课时再去解决。 

3、要边阅读边记笔记 
第二遍阅读的过程，就是做笔记的过程。预习笔记有两种：

—种是记在书上，另—种是记在本子上。在书上做笔记，就是边
细读，边在书的空白处或有关内容下圈点勾画或批注；在笔记本
上做笔记，就是—边细读，一边把重点和不懂的内容纲要记在预

习笔记本上。 
第二阶段：抛开导学案让学生依据所学教材自己独立完成预

习，在课堂中要求每组选一名代表上台展示，师生共同点评，最
后选出最佳导学提纲并在课堂解决，对学困生的问题在小组讨论
时有可能消化掉，这也提高学优生的能力，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
习氛围。长期坚持效果明显。如： 我们在学习必修一明清两朝
的专制制度这一课，首先从课题入手分析，明清两朝为什么要加
强专制制度？专制体现在哪方面？“文字狱”从谁开始？目的是
什么？基本情况（表现）？影响？在学习抗击侵略的英雄业绩这
一课，引导学生从课文标题入手，抗击侵略，是谁领导、在什么
时间抗击哪些侵略者？结果如何？取胜的原因？郑成功收复台
湾的意义？是什么原因导致外敌入侵？对我们有何启示？带着
这些问题预习就有一定目的性，因为历史课是开卷考试引导学生
阅读理解分析归纳是关键，要学会提问，否则到高考见到材料题
学生就抓瞎，出现答非所问，笔者将之称为“有车票找不到座位”。 

4、要找出重点和疑点 
预习中，—定要把新课内容的重点和疑点找出来，然后把重

点和疑点带到课堂上去，在此之前要把自己的疑惑汇总给组长，
课代表，以使教师做到心中有数。这就是我们备课中提到的“备
学生”；课堂上当老师讲到自己所找的重点和疑点时，一定要一
边听、一边思考，听出老师讲解的思路。经老师讲解后，有些问
题仍不明白，就要抓紧时间和机会向老师发问，直到把预习中找
出的疑点弄明白为止。 

二、检查预习的做法 
检查学生预习课文的情况是预习过程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叶

圣陶先生就说过这样一句话“预习原很通行，但要收到实效，方
法必须切实，检查必须认真”。学生主体地位的确立，预习习惯
的养成，自学能力的提高，都离不开检查预习。检查预习情况的
形式是多样的：有时是课前检查，然后根据检查结果调整备课、
教学进程，有时是课中检查，也就是课堂上围绕解决预习提纲的
问题而展开教学，具体采用以下方式： 

1、让各小组长在课前检查学生的课本和预习笔记，了解动
手情况。 

2、教师可以针对性提问题，让学生回答，了解理解情况。 
3、让学生提疑难问题，进行讨论，了解思维情况。 
4、采用测试的方式进行检查的。比如：在学习某课时，还

可以不出示预习提纲，而是要求学生自己预习，但必须明确告诉
学生，新课之前，要进行测试，这种测试是以小组为单位上台展
示，从学生的测试情况可以检查学生是否有预习并了解学生的预
习情况、合作情况，然后针对测试中出现的问题展开教学。 

总之，课前预习是上好课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提高学生自
学能力的必要途径。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指导学生进行不
同方式的预习，在教学中充分重视课前预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的能力，充分提高课堂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