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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初中数学预习课教学模式的建构 
◆龙  全 

（贵州松桃大坪场镇中学  554103） 

 
摘要：预习是数学教学的重要环节，也是学生学好数学不可忽略的学法

之一。笔者经过探索实践，建构“学习教材——自主练习资料——查阅

——尝试提高”的预习课教学模式，其理念体现新课改提倡的“发现学

习、探究学习、合作学习、自主学习”的学习方式，对培养学生的自主

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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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预习是数学教学的重要环节，也是学生学好数学不可忽略的

学法之一，因此每位数学教师都会重视，并对学生悉心加以指导。
开展预习这一学习活动，也是体现新课改提倡的“发现学习、探
究学习、合作学习、自主学习”的学习方式，对提高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很有帮助。根据学校本期改革晚自习的要求，把预习当
成完整的课来实施，因此，如何构建数学预习课模式是笔者和本
年级学科组同行应积极思考和探索的课题。 

二、初中数学预习课教学模式的建构 
经过笔者的实践探索，确定数学预习课教学模式为以下四个

环节：学习教材——自主练习资料——查阅——尝试提高。 
下面就每个环节的具体做法和要求简述如下： 
（一）、学习教材（自学） 
1.明确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时间 10~15 分钟。 
2.学习要求：这一阶段对学生的要求归纳为培养五种能力

即：能分析关键字句和符号标记；能读懂字意，句意，式意，例
题意；能分析写出标题；能找出教材中的主要句段；能用不同颜
色笔画出重点和注意事项。 

3.这一阶段还要求学生独立完成，阅读时做到“三读”： 
第一遍粗读：即扫清文字、符号障碍，了解本节大概内容。 
第二遍细读：即读句，逐句解释，把课本中某些省略了推理

依据或中间运算补写出来并对课本中重难点加圈加点作记号。 
第三遍精读：即在学生基本掌握教材知识，完成练习后，再

重点分析关健词，重点句子，归纳总结和写学习体会。 
预习的重点内容，包括概念、定理、公式、计算、画图、推

理过程及心得体会等可以要求学生写在预习本上，供下一环节交
流使用。 

4.教师行为：这一阶段教师不做任何提示，甚至不刻意去布
置预习提纲。教师只在教室巡视，观察学生出现的问题、错误，
为新课点评积累素材。对于自学、探究等有困难的学生，教师应
以眼神、语言、手势给以激励。 

（二）、自主练习资料 
1.自主练习要求：完成教师出的导学案。导学案的内容不宜

过多，难度适中，做完后即公布答案。时间 10 分钟左右。 
2.教师行为：设计有针对性的导学案，目的是为学生学习新

课指路。通过统计、分析学生的导学情况，反馈预习效果，了解
存在的问题。 

（三）、查阅 
1.查阅的内容：对新知识的归纳、理解；对问题的独特见解

和新颖解法；预习的新方法、新发现；学生暴露的错误与不足等。
时间 5~10 分钟左右。 

2.查阅的形式：学生可在讲台上利用黑板演绎推理、讲解说
明，也可借助教具演示说理；同时也可以借助课外资料与网络搜
索进行佐证。 

3.教师行为：这一环节教师应深入到学生心理内部，以同感
的态度，积极倾听学生查阅过程与结果。对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教师应采取封闭的鼓励性技巧，对学生加以赞许和肯定，使学生
感到亲切，甜美，让学生在愉悦的心境中体验成功的快乐。 

（四）、尝试提高 
1.尝试提高的形式：以小组（每组由 4~6 人为宜）开展交流，

由组长主持，每次交流可有好、中、差三人发言，时间 8~10 分

钟。 
2.尝试提高的内容可为： 
收获——本节所讲解的什么内容、要解决什么问题、采取的

什么方法、重难点及关键是什么；也可谈本节所需的旧知识是什
么，解决问题的思路及依据是什么…… 

疑问——本节知识中不明白、不清楚的地方，以及自主学习
中的疑点…… 

心得——本节预习中的发现、规律、技巧，归纳的思想方法，
预习中的新方法、亮点及成功的体验…… 

3.尝试提高的要求：交流时组织有序，发言依差、中、好的
顺序进行。发言时，其他同学要学会尊重，认真聆听别人的见解，
做重点记录，并作补充发言；对于存在的疑问，优秀同学可进行
解答和讲解，或小组讨论、辨析等。下自己的看法或弄不懂的地
方与问题，最后确定听课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或打算，以提高听
课效率。 

4.教师行为：教师可选择一、两个小组，认真聆听学生争论
的焦点问题、讨论的重点内容和存在的普遍错误，准确把握重难
点和关键，使课堂点拨做到有的放矢。同时，也可就交流有困难
的小组进行引导和鼓励，以期达到“助人自助”。 

三、几点注意： 
1、关于预习课环节的选择： 
预习课应根据课程内容多少、难易程度大小，在环节步骤和

时间分配上进行取舍和调整。 
2、关于预习课与新课的衔接： 
通过预习后的新授课，它不是预习后的简单重复，而是预习

基础上的提炼、拓展和延伸。笔者认为新课中应严格遵循“三讲
三不讲”原则：学生对基本概念、规律的理解和运用，出现错误
或易混淆之处要讲；学生新旧知识断线之处要讲；学生解答不完
整、知识抓不到要领、思路阻塞之处要讲。三不讲是：已学懂的
内容不讲；似懂非懂的内容不讲，通过组织讨论解决；没有熟练
的技能技巧不讲，组织他们练习，在训练中体会和培养。 

3、加强对学困生的辅导，防止两极分化。 
关注学困生在预习课中的表现，有意识地观察他们看书和做

练习，从中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多给予他们展示的机会，以逐步
改变他们在学习中的被动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