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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基于自学视域下小学语文阅读预习设计 
◆马小燕 

（西宁市北小街小学  青海西宁  810000） 

 
摘要：小学语文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可见培

养阅读能力是极其重要的。阅读教学中普遍存在着教师讲学生听,教师问

学生答的现象。这样,不能从实质上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学生的词汇、说

话、朗读、概括、思维能力都得不到真正的提高。下面谈谈我的几点浅

见。从精选预习内容, 创设学生自学环境, 优化预习形式, 丰富学生自学

视野, 创新预习实践, 塑造学生自学品质分析了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预

习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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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文教学包括听、说、读、写四大模块,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 

阅读教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语文新课改》的要求, 对
小学语文高段阅读教学越来越重视。阅读是提高学生自我学习能
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培养学生全面成就的重要途径。如何使阅
读效果更佳, 需要我们教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通过加强阅读方
法来引导学生发展正确的学习习惯, 不断体验学习的自主性, 获
得知识的乐趣, 使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养成良好的阅读兴趣, 
从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一、小学语文课前阅读预习的重要意义 
课前阅读预习是学生指按照一定的学习要求和课前指导进

行的一系列工作, 学生可以通过相关课程预习新课程, 这种方法
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点掌握的全面些。课前阅读预习可以使学生在
学习课文之前对写作背景, 作者信息和文章中涉及的相关内容
有更清晰的理解。其次, 适当的预学习可以提高学生的自我学习
能力, 这对于发展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 
课前阅读预习能使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收集课前相关数据, 
这在小学生的知识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学生课前做了充分预习, 
不仅提高了教学效果, 为大量阅读创造了条件, 而且学生通过预
习, 掌握了预习方法和步骤, 提高了自学能力, 使阅读起步训练
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二、精选预习内容, 创设学生自学环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艾德佳•富尔说:“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

字的人, 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
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
指出:“实践终身学习原则的唯一之路就是每个人都能学会学习, 
终身教育和学习社会必须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不断进行四
种学会的基础之上, 这就是: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合作;学会
生存。这被称为当代教育的‘四大支柱’。”俗话说:“凡事预则
立不预则废”, 这则警句对于学习同样适应。在语文阅读教学中, 
教给学生良好的预习方法, 提高学生的阅读自学能力, 对教师的
教学工作往往会发挥事半功倍的成效。 

精选预习内容, 创设自学环境是教师阅读预习设计的第一
步。以一年级上册的《雪地里的小画家》为例, 教师可以从以下
三方面入手。1.用圆圈画出会写的字, 组两个词, 用横线画出会
认的字, 多读几遍。2.朗读课文, 看看课文中出现了哪几个小画
家, 他们分别画了什么?3.青蛙冬天会冬眠, 还有哪些动物会冬
眠?一年级的小朋友们刚刚接触小学阶段的语文课程, 学习能力
相对较低, 难以接受刻板生硬的教学方式。这就要求教师要从学
生的实际出发, 在指导新课预习的时候, 教师在黑板上画出“竹
叶”“梅花”“枫叶”“月牙”等图案, 让小朋友们思考可能与课
文有什么关联。接着进一步指导小朋友们“雪地”说明是哪个季
节呀?“小画家”们在冬天究竟都画了一些什么呢?他们不怕冷吗?
让小朋友们按照老师提供的预习思路进行预习, 读不通的地方
可以同桌讨论或查阅字典, 尽量独立完成预习。值得注意的是, 
教师在教学中要遵循学生的年龄特点, 对于低年级学生就要尽

可能地多作指导, 为学生们创设预习的良好氛围。对于中高年级
的学生, 则需要给予他们更多的自信和自主权, 有区别地加以对
待。 

三、优化预习形式, 丰富学生自学视野 
《语文课程标准》提出:“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 必

须面向全体学生, 使学生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语文课程应培育
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 指导学生正确地指导和运用语
言, 丰富语言的积累, 培养语感, 发展思维, 使他们具有适应实
际需要的认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
阅读教学不仅仅是对文本的准确解读, 在理解的过程中, 学生可
以接触到作者描述的丰富多彩的生活, 体会文本中所蕴含的思
想感情, 这样不仅丰富了学生们的生活经验, 对于学生文化素质
的提升, 思想道德修养的提高都是大有裨益的。 

俗话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教育学中也明确
规定教师要做到“教学有法, 教无定法, 贵在得法”。主体对客体
的认识必须经过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 经过由具
体到抽象、从部分到整体、从表面到本质的过程。优化预习形式, 
丰富学生自学视野是第二步。当前小学语文预习有默读、查问、
朗读、摘抄、思考这五种形式。教师尽可能要灵活选择多种预习
形式。以五年级下册的《杨氏之子》为例, 为学生们设计“当个
小翻译”的预习单。 (一) 1.甚:很、十分。2.惠:同“慧”智慧的
意思。3.乃:就、于是。4.设:摆设。5.示:给……看。6.未:没有。 (二) 
品味书香。孔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
雀是夫子家。”如此设计不仅提高了预习质量, 也为今后文言文
学习做了铺垫。 

四、创新预习实践, 塑造学生自学品质 
瑞士著名教育学家皮亚杰强调儿童发展的本质是主体通过

动作对客体的适应, 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他指出, 真正的
学习是学生主动的、自发的学习, 而不是教师传授的学习。正确
的教育能够加速儿童的发展。他曾指出:“良好的方法可以增进
学生的效能, 乃至加速他们的心理成长而无所损害。”《小学语文
课程标准》指出:“积极探讨自主、合作、探究式的学习方式, 改
变过去的传授式学习方式, 把学生看作学习的主体, 发展的主体, 
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预习是课堂学习的重要前奏和铺垫, 但内容不宜过多, 否则
容易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 导致学生学习的不自信。创新预习实
践, 塑造学生自学品质是阅读预习设计的第三步。以三年级上册
的《花钟》为例, 在学习本篇课文前, 教师可以让同学们观察、
分析一年四季花卉开放的时节和姿态。尽可能地选择文本中描写
的花卉进行观察。有条件的学校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们去植物园参
观, 共同探讨花卉绽放的奥秘。让同学们不仅画出课文中的“花
钟”, 有兴趣的同学还可以小组合作、同桌合作共同补画出一天
甚至一年中的“花钟”。当然, 教师也要注重知识的迁移, 与单元
学习园地中的四季歌进行联系, 以儿歌的方式让同学们记住更
多的植物等。 

小学阶段语文阅读预习习惯的培养和预习能力的提升并不
是一蹴而就的。因此, 在小学语文阅读预习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
该树立长远意识, 不要急于求成, 学生自学能力逐步提高, 语文
水平就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提升。本文主要分析了自学视域下小
学语文阅读预习设计的相关策略, 在阅读教学中, 仍然应该坚持
以学生为本, 尊重学生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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