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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语文课前预习的有效性策略 
◆李龙梅 

（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芒沙小学） 

 
摘要：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我国的教育也在不断的发展，小学教学已

经成为了各方关注的重点之一。小学时期是一个学生形成其思想品德和

行为习惯的重要时期，因此老师必须要重视这个阶段的学生学习。有效
的课前预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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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培养学生养成良好

的课前预习习惯的必要性出发，简单谈谈小学语文教学中课前预习的几
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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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新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以学定教。一直以来，在
小学语文教学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对课前预习都不够重视。
其实，预习是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激发学生求知欲，推
动学生不断进取的“前奏曲”，也是提高学生自学能力的必要途
径。课前预习不但可以使学生初步了解课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使学生对文本产生兴趣，激发强烈的求知欲。我认为要做好
课前预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初读课文，自学生字词 
小学生的思维能力还没有发育成熟，因此在学生预习过程中

要注重循序渐进，通过知识的不断积累，提高学生对于文章的理
解程度。所以在预习课文时首先要初读课文，学生可以采用自己
喜欢的方式进行阅读，既可以出声朗读，也能默读，通过这样的
方法让学生对课文内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和学习即可。读完第一
遍课文后，要对生字和生词进行预习：在课文中勾出带生字的词
语，给课文后面要求会写的字注音并组两个词（一个词为课文里
的，另外一个是课外扩词），并标出自然段序号。在预习过程中
老师要鼓励学生将自己不懂的内容进行标记，在之后的课堂教学
中就能够在老师进行教学时重点听自己不懂的地方。 

例如，课文《爬山虎的脚》中，让学生在课堂开始前进行预
习，先读课文，读完后给段落标上序号；之后进入生字词的学习。
首先勾画出带生字的词语，如“均匀”“痕迹”。然后对课文后面
要求会写的字进行注音，并组两个词，如“痕迹、伤痕”，标好
后再读一读。在预习的过程中将文章中自己不认识的字和词通过
查字典的方式进行学习，并且让他们进行课文的初步理解，在大
意理解过程中要让学生将自己觉得难懂的地方画出来，然后在课
堂上老师讲到相关内容时学生就可以有意识的认真听这一部分
内容，解决学生的学习问题。老师还可以让学生在课前查阅相关
知识和资料，让学生在课堂上进行分享，这样不仅能够调动学生
积极性，也可以促进学生共同进步。 

二、再读课文，理清重点 
读第二遍课文时，要求学生正确、流利地进行朗读，但是实

际教学中发现，学生在阅读课文时很容易就遇到自己不认识的词
语，他们就会停下来查阅这个词念什么，这种阅读方法虽然让学
生可能学会了这个字，实际上却让他们忘记了前面的课文所讲的

内容，导致他们在查词完毕之后又回过头重新阅读，降低了阅读
效率，老师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学生通读能力的培养，当学生在
文章中遇到一些生词时，跳过或者是先放一放，要做到将课文流
畅的进行朗读，并且需要采用出声朗读的方式进行阅读，让学生
在进行阅读的同时能够掌握文章的重点，完成导学案相关问题，
提高他们的课文理解力。例如《祖父的园子》中，文章主要通过
什么描写顺序进行描写？文章中所写出的园子的明显特征是什
么？这些都是学生通读文章就能够了解的问题，从而让学生的通
读更加高效。在学生完成了课文通读之后，立即完成导学案。老
师还可以进行学生课文朗读成果的检验，让学生通过合作交流的
方式发表自己的看法，促进学生共同进步。 

三、精读课文，了解大意 
读第三遍课文时，要求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语文新

课程标准》指出：课程目标九年一贯整体设计。在四个学段又分
别提出“阶段目标”，体现语文课程的整体性和阶段性。课程目
标根据“知识与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
度设计。三个方面互相渗透，融为一体，注重语文素养的整体提
高。在语文教学中，如果我们能够抓住有感情朗读这一环节，并
充分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同时参与活动，使学生目视、口诵、耳
听、心思，从多方面立体化地感知教材，就一定能加深学生对教
材的理解与体会，看到课文的别具匠心和文章的要义，领悟到文
章的妙处，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如《颐和园》一文，“昆明湖
静的像一面镜子，绿的像一块碧玉，游船画舫在上面慢慢地滑过，
几乎不留一丝痕迹”。学生在朗读时仿佛置身其中，充分感受到
作者用词的准确和我国世界遗产的美。 

学生在预习时，除了能够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还得清楚课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如果说前面自学生字和解决课
文主要问题是局部，那归纳课文主要内容则是从整体上对课文进
行掌握。将课文读熟，用简洁的语言写出主要内容，写出自己的
想法、感受和体会。文章经过这样反复、用心地阅读，学生对文
本有自己独特、深刻的见解和感悟，对进一步的听讲有很大的帮
助。 

结语：课前预习是重要的学习方法，也是良好的学习习惯。
有质量的预习不仅能培养学生勤于思考的学习习惯，还能提高学
习效率，使他们终身受益。教师要把自学方法交给学生，把学生
主动权还给学生，把自主时间还给学生，这样学生才能够在获得
知识的同时，逐步提高自己的思维水平和探索能力，使其真正成
为学习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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