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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高年级语文课前预习指导的几点体会 
◆李瑞珍 

（瑞丽市芒沙小学） 

 
摘要：课前预习是提高语文学习效率的一个重要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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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习”这一环抓得好，

就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可以全面提高学生的学习素质。笔者积

极实践，尝试采取明确要求、激发兴趣，合理安排课堂示范预习，科学

设计课前预习作业，根据课文巧安排等方法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指导

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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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习，顾名思义就是学生在课前的自主学习。《语文课程标
准》提出“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的理念。 课
前预习是提高语文学习效率的一个重要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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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习”这一环
抓得好，就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可以全面提高学生的学
习素质。 现结合我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语文课前预习指导的
几点体会。 

一、激发课前预习兴趣 
兴趣是 好的老师。学生一但对学习发生兴趣，就会在大脑

中形成优势兴奋中心，促使各种感官，包括大脑处于 活跃状态，
引起学习的高度注意，从而为参与学习活动提供了 佳的心理准
备。小学高年级己学生都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语文老师需
要引导学生在上课之前认真预习，学生在长时间的预习之后会逐
渐构建自主预习的习惯，同时老师还要高度重视预习作业的批阅
和评价。只要老师们重视预习，同学们自然也就重视了。  

二、教会学生课前预习的方法 
每组教材之前，老师们要注重引导学生领会“导读”的内容，

预习时做到有目标、有重点。对即将要学的内容有了整体理解后，
就可以进入课文的学习，具体预习步骤如下： 

（一）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拿到一篇新课文，首先要让学生大声读通读熟课文，了解课

文的概貌。例如：五年级上册 25 课《长征七律》一课在预习时，
学生通过朗读课文，就需把课文读通读顺，读完后知道这篇课文
讲的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事。 

（二）接着标自然段，自主学习生字。 
读准生字字音，认清字形后给每个生字组词，并找出新词，

弄懂词义。运用之前学过的理解词语的方法或通过查找工具书等
理解新词，并在课本中做批注。如《长征七律》一课中，学生可

以直接根据课文注释弄清“逶迤”“磅礴”等词语的意思，而“腾
细浪”“走泥丸”等词语就需借助参考书理解后在文中做批注。 

（三）再读理解，了解课文内容 
再次读课文，了解课文所讲主要内容和所要表达的中心思

想。要求学生利用合并段意、抽主干去枝干、人物串联、三要素
等方法把文章的主要内容概括出来。这样做，可以促使学生边读
边思考。此外，对一些历史性，政治性的文章，教师要引导学生
查阅资料，了解作者写作的时代背景。如《长征七律》一课，由
于长征离孩子们的生活时代久远，为了便于学生们理解课文内容
所以除了了解课文所讲主要内容和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以外，还
可以引导学生们去收集一些关于长征的图片、视频等资料，了解
毛泽东写作的时代背景。 

（四）细读深究，科学设计课前预习作业单 
在学生完成了对课文基础的预习之后，教师可以根据课后练

习、教参等科学设计课前预习作业单，作业单可以包括理解句子
深刻含义；抓住关键词语，用圈划批注的方法深入领会课文的中
心思想，体会文章的写作特点等等，启发学生质疑问难。 

三、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加强学法的指导。 
如分层分段的方法指导，概括主要内容、归纳中心思想的方

法指导，以及培养学生品词品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
使学生把课堂上学到的学习方法运用到课外预习中去，逐步形成
自学技能。 

四、争取让家长参与预习的指导与监督 
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必要补充，是一种不能代替的力量，

加上预习大部分在家里进行，因此要争取让家长参与预习的指导
与监督，这样我们的预习才会高效。 

总之，语文预习多在课外，看似较难调控，但只要教师善于
思考，敢于实践，切实落实指导规范，让学生在更积极主动的状
态中预习，真心喜欢预习，踏踏实实预习，从而养成良好的预习
习惯，定能取得应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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