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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第二学段语文课前自主预习的有效性”探究 
◆喊  用 

（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芒沙小学） 

 
摘要：课前预习课文是学生自主学习的表现，是小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

高的展现，从根本上来说课前自主学习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的

课堂效率。它是学生自己学习、自己动脑、自己理解的过程。那么，有
效的课前预习方法则是提高学习效率的重要途径，它可以帮助学生把握

新课的内容，了解重点，增强听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如何养成课前预

习的习惯？怎样预习才有效？针对第二学段学生的特性和语文课程标准
要求，本文从以下几个方法对小学中年级语文课前自主预习的有效性进

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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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习是学生自主学习课文,提升自学能力的重要方法,它在学
生的语文学习能力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预习是学生离开教师
的情况下开展的自主性学习,它既是教师以学定教的重要铺垫,又
是学生自主理解课文的重要通道。对于小学中年级学生来说掌握
了有效的课前自主学习方法是非常必要的，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
个环节给予学生指导，从而行成习惯。 

一、整体感知，初学生字词 
“整体—部分—整体”是阅读教学的基本原则。预习课文也

应当如此，首先要着眼于整体，先对文章的大致内容有个整体了
解，对课文中的字词有初步的概念，才能有效快速的去学习生字
词。所以预习课文时，先教给学生阅读的方法，用自己喜欢的方
式去阅读，在读的过程中明确“粗知文章大意”即可，不会读的
字词可以略过，不必去深思熟虑，“轻松阅读”激发学生的阅读
兴趣是关键。然后，学习生字词。新课标中对第二学段的识字与
写字提出要求：养成主动识字的习惯。有初步的独立识字能力。
会运用音序查字法和部首查字法查字典、词典。那识字该用什么
方法，对于小学中年级学生来说现阶段的预习和低年级学段的预
习肯定不一样，要让他们独立识字，养成识字习惯，就要有学法
指导。 

例如，《富饶的西沙群岛》一文中，学生在初步整体感知后，
让他们学习生字，就要一步一步地教会学生学习生字。引导学生
认识课后生字表的内容有：识字表、写字表及词语表，这三块内
容的学习侧重点也各不相同，不是所谓的读一读就叫预习了，而
是按口诀顺序进行指导：一认字、二学写、三圈词。一认字就是
把我要认的字从读拼音、偏旁结构和组词这三方面去学习，而组
词的勾画是从课文中找出来的。主要是培养学生语感，从课文中
勾画也是强化学生的识字。例如，在识字中认识了“富”和“饶”，
再从课文中勾画“富饶”一词，就记得牢，读得流利，同时对自
己不会读的字也可以利用字典来解决。二学写是给写字表里的字
标注拼音，主要是巩固拼音和巩固识字，接着组词，一个是课文
中的词，另一个是自己课外积累的，同时对书写笔画有疑问的字
可以圈起来。三圈词是把课后词语表中的词语从课文中圈出来。
本课就有 27 个词语，用彩色笔从文中圈画出来，这样为学生在
读课文时，能更好的在语境中理解词语的意思。 

二、再读课文，圈点勾划疑 
新课标对第二学段的阅读提出以下要求：用普通话正确、流

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积累课文中的优美词语、精彩句段。在
指导学生预习时再第二次读课文时，要求：一标段、二读文、三
画好词句、四想课后题。根据口诀把自然段标出后，就可以大声
地朗读课文两遍，把文字变成了声音，可以伴之以节奏、韵律、
形象、情感，使人进入了一种美的艺术体验。例如《大自然的声
音》课文插图是带有风的五线谱，图中小朋友的面部表情非常的
享受、欢愉，只有大声地朗读，才能体会到风声、水声、动物声
音的美妙，才有无尽地想象。大声地朗读也能加深对课文的印象，
激发学生的热情和激情，提升自信心。三画好词句，按照要求对
文中的好词佳句做不同的批注。例如，用“——”划出好词，
用～～～划出佳句（精彩句段、比喻句、拟人句等）。《大自然的
声音》一课中描写微风和狂风的句段就可以勾画下来，甚至还能
写出自己的读书体。四想课后题，思维是从问题开始的。课后习
题它是编者经过精心设计和安排而形成的，是课文内容和脉络的
重要线索。预习时让学生看课后习题，动脑思考，寻找答案，遇
到疑问解决不了，打上“？”，这样在上课的时候就能针对性地
听讲或是提出疑问。 

三、拓展阅读，丰富语言积累 
拓展阅读作为第二学段的学生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在预习

时可做的拓展阅读内容很多，例如了解作者、阅读同一个作者的
不同文章亦或是同题材但不同角度去写的文章诗句等，这样可以
拓宽学生的阅读范围，扩大学生的视野，同时这个学段正是学生
大量阅读、大量积累的时段。例如三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猜测和推
想主题，让孩子们一边读一边预测，顺着故事去猜想，从单元主
题出发就可以大量的鼓励学生去阅读。当学完《总也倒不了的老
屋》后，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法布置预习作业——拓展阅读，可
以去阅读《洋葱头历险记》《假话国历险记》《小红人和乌鸦》等
本单元中其他作者的书。这样不仅使学生的阅读之旅充满乐趣，
还能汲取更多丰富多彩、充满想象的故事。这既符合孩子的心理
特点，也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使学生开拓思路，闪出火花，涌
现创意，丰富他们的语言积累。 

结论：小学第二学段的学生掌握了行之有效的课文预习方
法，简单明了的达成了学习目标，完成预习，这样的预习方法在
不断地使用后就会形成预习的习惯。明确了一篇课文不仅要预
习，还知道了该怎么去预习，更好地为课堂服务、养成了自主学
习的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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