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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小学低段如何进行语文的有效预习 
◆赵应丽 

（瑞丽市芒沙小学） 

 
摘要：小学是学生人生成长的关键期，对于学生未来的学习、生活甚至

是社会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如何学习，就必须在教师的正确引

导下有效的进行。预习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更是语文教学中的

一个重要环节。通过课前预习，能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掌握学

习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动机和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以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学习，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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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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习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更是语文教学中
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课前预习，能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
掌握学习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动机和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
力，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 

我们学校的学生大多是经商和农民工子女，这些学生在性
格、行为习惯、学习习惯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他们的
学习活动总是以被动接受居多，主动参与不够，没有好的学习习
惯，更别说课前预习了。针对这种情况该如何来培养他们的预习
习惯呢？ 

一、让学生明白预习的好处 
1.预习有利于培养探索精神。亦步亦趋地跟着老师走的学习

方式已不能满足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独立自学式的预习正是学
生走向工作岗位，走向社会前自学能力和研究探索精神最好的训
练。 

2.预习有利于培养学习的积极性。坚持不懈地预习，学生的
许多见解、判断经过老师的验证是正确的，就会增强学生的学习
兴趣。学生在预习中的问题要在课堂上寻找答案，也会激起学生
的学习兴趣。 

3.预习有利于提高课堂的听讲效果和做笔记的水平。学生在
对教材有了了解后，做到胸中有数，在课堂上容易抓住听课的重
点，笔记也会记得清晰明了。 

4.预习有利于提高分析综合能力。刚开始预习的时候，也许
只停留在对教材浏览一遍的基础上，但随着经验的积累、学习的
深入、课堂听课的启发，就会迅速提高预习的效果，学生的自学
能力也会逐步提高。在学生分析综合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学生
就能逐步抓住教材的重点，把握教材的核心，突破教材的难点。 

二、要妥善安排时间。 
我们要想让学生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关键在于让他们掌握

科学的学习方法。课堂学习是从预习开始的。预习就是在教师开
始讲课前，学生独立地学习新课内容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帮助
学生把握课堂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自己能力，并锻炼
学生独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最好在前一天晚上预
习第二天要上的新课，这样印象较深。预习应在当天作业做完之
后再进行。时间多时，就多预习，钻得深一点；否则就少预习，
钻得浅一点。切不可每天学习任务还未完成就忙着预习，打乱了
正常的学习秩序。 

三、预习的方法 
不同年级的学生学习能力不同，教师指导时注意预习内容难

易适度，采用先扶后放，循序渐进的培养措施，逐步提高学生预
习的能力，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要有弹性要求，每次布置的预习任
务可以有必做项和选做项。这样既照顾到优秀生的发展，又使中

下层学生不至于遇难而退。 
如：二年级的语文预习方法可分为识字部分和课文部分。识

字部分的要求是：1.对照课后要求“会认”的生字，在文中找到
并用铅笔圈出要求会认的字。2.对照课后要求“会写”的生字，
在文中找到并用红笔在字下标“△”。3.对照课后词语表，在文
中找到并用红笔圈出来。再读一读。4.拼读并自主识记“我会认”
和“我会写”的字。（从音节、音序、部首、结构、识字方法五
方面进行识记，不会的地方打“？”，上课时提出并解决） 

课文部分的要求是：1.给课文标出自然段。2.读课文至少三
遍。3.完成预习卡。其中预习卡的一二题为必做项，剩下的题为
选做项。 

附:人教版二年级语文上册第 15 课《大禹治水》预习卡 
1、给我会认的字注音。 
洪毒蛇兽伤灾难继续退被耕恢 
2、按要求填空。 

会写的字 音节 音序 部首 结构 组词 
洪      
灾      
难      
道      
认      
被      
业      
产      

3、按照下面的提示，讲讲“大禹治水”的故事。 
洪水使人们生活痛苦。 
鲧用筑坝挡水的方法，没有治好洪水。 
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 
禹用开通河道的方法，带给人们治好了洪水。 
四、预习的检查 
学生的自制力弱，要求他们长期坚持而形成良好的习惯，必

须靠监督来保证。建立“学校、家庭”共同监督的评价管理体系，
也是促使学生养成良好预习习惯的重要途径之一。 

1.教师评价教师可以通过随机课堂提问、小测验、预习作业
检查、课下交谈等方式了解学生预习的情况，并给予及时的反馈
和肯定。也可通过激励评价的方式，让学生在评价中获得满足、
愉悦和成功的体验，对后续学习更有信心，进而培养学生良好的
预习习惯。 

2.生生互动评价引导学生进行生生之间的互动评价，以此达
到以预习方法为目标的互相交流、互相借鉴的学习效果。在交流
过程中，学生不仅会完善自己的预习，还有助于小组同学之间的
互相帮助。 

3.家长评价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因此，小学生良好预
习习惯的培养，决不是学校一方的事，要让家长参与其中。让孩
子感受到父母的关爱，让家长看到孩子的成长。有的预习作业可
由家长签名，起到督促的作用，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预习习惯。 

总之，真正有质量的预习不仅能极大地提高教学效率，而且
能促进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将使他们终身受益。正如乌申斯基
所言：“良好的习惯是一个人一生所储存的资本，这个人一生便
享用它的利息。”做好了语文学习的预习，一定能提高语文课堂
学习效率，而有效率的学习，对减轻学生学习负担、提高学习兴
趣、巩固素质教育的成果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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