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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谈预习作业对小学语文学习的重要性 
◆王  鹏 

（贵州省晴隆县碧痕镇新庄小学  561411） 

 
摘要：预习作业是每位语文教师都会布置的，如让学生提前读课文、预

习生字等，这些都是语文教师经常布置的预习作业，而我则认为这远远

不够。预习是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叶圣陶先生也说过“教

是为了不教”。而且，语文不同于其他学科，没有规律可循，学生需要不

断地去摸索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因此，预习作业着眼于学生

的现在，放眼于学生的未来，都需要教师特别重视。教师要重视预习作

业的设计，通过预习作业教会学生预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

生的自学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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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教授五年级学生，他们都是自愿完成预习作业。有这
样的学习 度做支撑，我的语文课基本上都是学生自己分析讲
解，且不是优等生唱主角，而是全员参与。这是因为我在设计预
习作业时已经把优美、重点的句子画了波浪线和笑脸，所以学生
拿到预习作业后就有了底气，都想在同学面前展示一番。现在我
班的语文课，学生已经变“要我说”为“我要说”，常见的场景
是下课了还有学生在讲台旁排队，要把他们上课时没来得及发言
的内容讲给我听。学生学习语文有这样的成效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经历了长期的锻炼过程。因为从三年级开始，家长和学生都
头疼预习作业，我所做的就是坚持，直到四年级下学期才逐渐有
现在这样的成效。这期间，我坚持做到以下几点。 

一、重视与坚持 
教师重视的，学生不会轻慢，家长也会另眼相待。我从三年

级开始布置预习作业，一直坚持到六年级， 初学生恐惧，家长
头疼。以以前两个毕业班为例，我反复宣讲完成预习作业的好处，
并把以前学生的优秀作业拿来给家长和学生传阅，鼓励学生坚持
完成预习作业。同时，我要求学生每天都总结预习作业的完成情
况，让学生和家长感受到老师对完成预习作业的重视程度。另外，
我还坚持每天及时、认真地批改学生的预习作业，并向家长通报
成绩。 

二、降低标准 
初，我看重学生对待预习作业的 度，对完成预习作业稍

好的学生大加赞扬。三年级开始，我布置的预习作业以基础知识
的学习为主，包括生字、近义词、反义词、多音字、解词和句析
等。只要学生的预习作业稍有亮点，我就用各种方式予以鼓励和
表扬，帮助学生树立学习语文的自信心，调动他们完成预习作业
的积极性。 

三、教给方法 
课堂上讲解课文时，我先引导学生从各个角度分析句子，再

根据每个单元的教学重点，指导学生逐步理解句子的内在含义。
每个单元的第一篇课文，我采用“教”的方式，而带有星号的阅
读课文，则让学生按照教的方法自己摸索着分析理解， 后完全
放手，由学生自行发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段时间后，有
些学生只写预习作业中自己擅长的部分，总是关注相同类型的句
子，忽视预习作业中的其他要求。这就需要教师及时给予引导，
使学生从他人优秀的预习作业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认知。 

四、杜绝抄袭 
初，即使我三令五申，有的家长还是默许孩子参考教辅资

料完成预习作业，这跟孩子哭闹，家长为了省事就把手机给孩子
玩是一个道理。我始终认为，独立思考是学习的前提，所谓的借
鉴是大忌。其实，教师只要细心观察，就容易发现学生完成的预
习作业是不是抄袭的。如规范的语言或句子，有些连教师都不能
准确地写出来，所以一看就知道是“借鉴”的。对于有此现象的
学生，我及时批评、讲明道理，并马上与家长联系沟通。 

五、成绩上不封顶 
评价学生的预习作业，我曾给出 A 和 18 个“+”的 好成

绩，并在学生写得好的地方画上波浪线和笑脸。同时，每天都举
行加分仪式，仪式感会让学生更加重视预习作业。如每到要给学

生完成预习作业的情况加分时，就会有不少学生跟打鸡血一样亢
奋。“获得 A 和 3 个‘+’的同学站起来。”“获得 A 和 4 个‘+’
的同学站起来。”“获得 A 和 5 个‘+’的同学站起来。”……越
到后面站起来的学生越感觉自己是位英雄，伴随着其他学生“哇”
的叫喊声，这种心理上的被仰视感，促使他们为了保持荣誉而继
续努力。 

六、及时扩散 
评价学生的预习作业后，我及时地把成绩发送到班级的 QQ

群和微信群，并请优秀作业的学生家长拍照上传（教师拍照和家
长拍照的意义不一样），使其他学生也能从中借鉴学习。所以，
家长们推崇的学霸，理由之一便是“经常拍照上传预习作业的同
学”，从而促使其他学生积极地完成预习作业。 

七、引导带动 
再差的班级，也会有优秀的学生。如班级中的刘同学，她的

预习作业写得很认真，提升了她的语文成绩和语文•教研视点在
班级中的威望。和刘同学成绩相仿的几个学生受到感染，纷纷向
她学习，积极完成预习作业，可这时中下水平的学生还是不为所
动。于是，我抓住契机，表扬一中下水平的学生较好地完成了预
习作业，这样就促使其他中下水平的学生也努力奋进，现在他们
是较好地完成预习作业的主力军。随着不断的坚持，越来越多的
学生不再把完成预习作业当作负担，而是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玩的
游戏，他们 开心的就是下发预习作业后数自己有几个“+”了。 

八、名字命名 
经过预习作业的锻炼，学生对所学的课文基本上都能理解到

位，甚至文章的精髓不用我提示也能轻松领悟。这个班级在低年
级的时候，语文成绩在年级排位靠后，但从四年级开始，语文成
绩不仅位居年级第一，而且逐渐拉大与其他班级的距离，因为学
生不仅能较好地完成试卷中的阅读分析题，而且作文水平也要略
胜一筹。这得益于预习作业中每次的句子分析，锻炼了学生理解、
分析和语言组织、表达的能力。 

结束语： 
长此以往，学生对于文字的驾驭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作

文水平自然也随之提高。预习作业提升了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动
性，不仅让学生探究到了适合自己语文学习的方法，体会到语文
学习的乐趣，还因成绩的提高，带动了其他学科的学习，从而收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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