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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有效教学“课前先学”方法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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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前先学，就是在教师简明扼要地出示学习目标、提出自学要求、进行学前指导后，学生在老师指导下根据自己的

情况有计划地进行先学、练习。在学生充分先学后，提出问题，然后师生、生生之间才能在课堂上互动式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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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先学”的解释
课前先学，就是在教师简明扼要地出示学习目标、提出

自学要求、进行学前指导后，学生在老师指导下根据自己的
情况有计划地进行先学、练习。在学生充分先学后，提出问
题，然后师生、生生之间才能在课堂上互动式的学习。

二、“课前先学”方法
（一）设定教学目标
课前先学教学目标的设定，根据自己的教学实际来安排，

比如针对不同文体分别对待：学习论述文，“高中课标”必
修课程“阅读与鉴赏”“课程目标”说：能阅读论述类、实
用类、文学类等多种文本。根据不同的阅读目的，针对不同
的阅读材料，灵活运用精渎、略读、浏览、速读等阅读方法，
提高阅读效率。

这些目标，教师在课前先学时设计都要明确体现，才能
使课堂教学有的放矢。
（二）感知文本内容
教材是实施教学目标的阅读范本，是语文知识的载体，

课前先学应成为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师要要求学生
课前进行文本知识的汲取，为提升课堂教与学的效率做准备。

比如：学习《咬文嚼字》前可布置：“咬文嚼字”这个成
语的含义是：过分地斟酌字句（多用来指死抠字眼儿而不领
会精神实质）。这不是一个好词，贬义。朱光潜却在文中大肆
鼓吹“咬文嚼字”，这是为什么呢？朱先生是怎么理解“咬文
嚼字”的？

课堂上，请学生把课前先学查到的“咬文嚼字”意思说
出来。一般情况下，学生能够回答。

学生通过课前自主阅读文本，能设身处地地体验和理解
文章，对文章的思想感情倾向作出自己的评价，品味文章中
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提高了自己的欣赏品味和审美情趣。
（三）精心设计“学习点”
课程标准强调：“注重基本技能的训练，给学生打下扎实

的基础。”因此，教师在课前先学中强化语基环节必不可少。
课前该让学生读的就要读，该背的就要背，该练的就要练。
教师要尽量让学生探究，抓住课文中的重点词、句、段，品
读、细思、揣摩、体悟，该细嚼的地方细嚼，该慢品的地方
慢品。为此，教师作为课前先学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促
进者，要从教学规律和学生实情出发，精心选择和设计好课
文的“学习点”，更好地激发学生自主阅读、合作探究，更利
于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更能把学生的思维引向
深入。
（四）用好课前提示及课后的练习
当课前先学每篇课文时，用好课前提示及课后的练习，

均是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的很好资料，决不能忽视它的导
学作用。

如《谈中国诗》课后练习第二题：
课文用了许多精妙的比喻，献出作者的幽默与睿智。找

出你最喜欢的比喻，说说它们的含义和表达作用。

对于课前先学，教师重在了解掌握；学生贵在展示分享；
对课后练习，课前检查可以用同学互查、组长检查、小组交
流、教师抽查的形式；课前批改可以用快速浏览、抽样批改、
单题批改、面批快改等灵活多样的批改形式，激发学生完成
自学作业的兴趣，提高学习质量。
（五）设计学习收获
教师可在课前先学中设计学习收获。这一环节意在强化

学生的价值、情感体验收获。这样做既满足学生的心理需要，
又使他们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巩固和运用。这种课前先学
充分地调动、激发了学生求知的欲望，往往能收到比预想还
要好的教学效果：学生自主理解，感受文章的内容和情感，
获得自己的独特体验和发展。

高中语文课本中的古今论述文都有这样的篇章。《劝学》
中“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也”告诉我们，
荀子劝学是“劝”人们首先要学习做人。《师说》让学生在理
解韩愈的观点上，还要认识到：当今的“传道”，即老师教授
学生做人的道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
学生做一个具有社会道德的人，为社会、为他人造福。《咬文
嚼字》学生不仅能够领略朱光潜先生精妙的思想，“无论阅读
或写作，我们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咬文嚼字”是
一个成语，它一般被当作贬义词来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
它的解释是：“过分地斟酌字句（多用来指死抠字眼儿而不领
会精神实质）。”但在朱光潜先生的这篇文章里，它却是个褒
义词，指在阅读文章或写作时，要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精
神。实际上，我们学习语文，就需要这种“咬文嚼字”的精
神。只有如此，我们在读一些好的文章时才能领会作者的匠
心；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写出文质兼美的好文章。《说“木
叶”》让学生了解诗歌语言具有暗示性的现象，产生暗示性的
美学原理，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积淀，热爱中华传统文化，
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谈中国诗》培养高尚的情操，热
爱生活，热爱诗，热爱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借助在品味诗句
时的审美体验，体会我国古诗词优美的意蕴，唤起学生对古
代文化的热爱。

这些篇章，只有通过课前先学，学生的自主参与，才会
产生强大的学习内驱力，才会对学习产生真正的兴趣，加深
价值、情感体验收获。

三、高中语文有效教学“课前先学”应注意事项
老师要进一步转变教育观念，深入钻研教材，备好课。

老师课前先学要求对教学目标和先学指导的设置都非常具体，
可操作性强。老师要注意提出问题的难易程度及提出问题的
方式，激发学生独立思考或小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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