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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预习策略初探 
◆邓洪春 

（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芒沙小学） 

 
摘要：通过预习，学生的自主探究、自主学习能力能得到极大的锻炼。

学贵有疑，只有通过预习，学生们带着疑问走入课堂，才能有更大的收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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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文预习意义的再认识 
良好的学习习惯足以影响学生一生的学习乃至成长。重视学

生预习习惯的培养是搞好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预习”这一环
工作抓得好，就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这样一来，就可
以全面提高学生的学习素质。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说：“学生通过预习，自己阅
读课文，动了天君(指大脑)，得到理解，当讨论的时候，见到自
己的理解与讨论的结果正相吻合，便有独创成功的快感;或者见
到自己的理解与讨论结果不相吻合，就作比量短长的思索;并且
预习的时候绝不会没有困惑，困惑而没法解决，到讨论的时候就
集中了追求解决的注意力。这种快感、思索与注意力，足以鼓动
阅读的兴趣，增进阅读的效果，有很高的价值。”这是对预习重
要性的精辟阐述。 

二、语文预习兴趣的激发 
预习是语文学习中重要的一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但

是低年级的孩子们对于学习还没有正确的认识，贪玩，也不懂预
习的重要性和具体要如何预习。所以，我在班上经常强调：课前
预习十分重要，通过预习，能让我们在课堂上有更多的时间做游
戏；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在课堂上能学得轻松、听得明白；也更
好地展现自己的自学能力，增强学习的自信心。 

兴趣是预习的根本动力来源。尊重个体差异，调动全体学生
的预习兴趣学生的个体差异认知、感受、基础和理解理解程度各
不相同，这就要求教师在布置预习作业时，要考虑学生的差异性，
科学合理地设计预习作业。例如我在设计一年级本班的语文预习
卡上，就把题目分成了三类，一、二类题是基础题，所有孩子都
要完成，这样确保所有的孩子都“吃得饱”。其中的第三类就是
选做题，学有余力的孩子可以完成，这样学习能力强的孩子也“饿
不着”。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检查来激发学生预习的积极性。
希望得到教师的鼓励、夸奖、表扬是每个孩子每一天来到学校对
希望得到的收获。学生进行预习后如果能够达到心理上的满足、
情感的喜悦，那么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也会愈来愈提高。所以，教
师对学生的预习作业，每天都要进行检查和评价。 

在检查中，对认真预习学生给予表扬与鼓励，进一步提高他
们预习的积极性；同时，教师应常常与学生交流孩子们在预习中
遇到的挑战和收获，使他们从谈话中学习到更加策略性的预习方
法，对症下药，就能体会到预习的成功，并获得成就感。这样一
来，所有孩子的兴趣都能激发起来了。 

三、语文预习的引导 
低年级的孩子们在课堂上跟上老师的思路还略有困难，要让

他们完全自己预习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老师给孩子们明确预
习要求、提供预习方法、细化预习内容就势在必行。我们将本年
级的预习方法成文，明确预习要求、提供预习方法；同时制作出
预习卡将预习内容细化。比如说对生字的预习，我们明确了预习
时要写出生字的笔顺、音节、组词等等。同时，为了避免孩子们
在预习过程中出现被一个问题卡住的情况，具体说明遇到不会的
地方打上问号，问父母、同学和老师，做到了因材施教，要喂饱
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学习困难生主要是多鼓励，对学生的主动学
习、自主发现大大表扬，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首先，教师要根据课文设计不同的预习内容。不同课文之间
存在差别。把握好本课重点所在是教师布置预习作业时的首要任
务。因此，合理设计预习要求和内容是有效引导的第一步，否则
会让学生失去新鲜感，陷入迷茫和惰性之中。其次，教师设计的

预习问题应当充满趣味性，让孩子们被“吊着胃口”，这样，孩
子们就变“要我学”为“我要学”，预习的效果也会事半功倍。 

具体说来，在实际操作中引导学生预习语文主要是下面两
点。 

第一，朗读。通过朗读了解课文的大概意思，回答：课文告
诉我什么？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介绍了一个什么人，描摹了一
些什么景，告诉我们哪些知识。然后用横线划出生字、词和不理
解的词语。用波浪线划出不理解的句子、你喜欢的句子，或者你
觉得写得好的句子等等自己认为有意义的问题、知识点都可以用
自己喜欢的符号做标记。让孩子们自行发现语文预习的个性和趣
味性，老师也会从孩子们的发现中领悟到自己忽略的一些东西。 

第二，查、问。查阅字典、词典等工具书，或问别人(包括
同学、老师、家长)读准生字字音，口头组词。对于生字要数笔
画、说偏旁、结构，书空或者抄写一遍。还要用各种办法记住生
字字形。包括：象形、会意，加偏旁、减偏旁、换偏旁等等方法。
最后理解要掌握词语，口头说说词语的意思。需要联系上下文、
查工具书等等。 

四、小结 
古人曾说过，学贵有疑，只有带着疑问走进的课堂才是有意

义的课堂，才是生动的课堂，才是学生们渴望的课堂。反思自己
一个学期的实践，在预习卡的设计中更多的尊重学生个性，开发
学生的主动性。在批改预习作业时，更加重在引导，多给出一些
鼓励性的评语。充满关怀的话语，拉近了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也
保护了学生的积极性。学生们也从老师“要求我预习”逐渐转变
为“我想挑战”、“我要预习”。总而言之，掌握一个正确有效的
预习方式，能够使得学生的学习能力得到极大提升。因此作为语
文教师，应该不断探索，创新更多有效的预习方法，让学生的语
文预习效果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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