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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预测阅读，即猜想性阅读，它具有未知性，游戏性，趣味性的特点，是儿童非常喜欢的一种阅读策略。预测能有效激活学生已有的
知识和经验，激发学生对于文章的理解力。预测在单篇阅读与整本书阅读指导中常有运用。统编教材从三年级起，每册安排一个策略单元。
三年级上册第四单元是新教材的第一个阅读策略单元——预测。通过“依托故事《总也倒不了的老屋》学习预测”“自主阅读《胡萝卜先生的
长胡子》练习预测”“运用预测续写故事《小狗学叫》”等系列活动安排，有序地让学生学预测、练预测、用预测，逐步形成关键的阅读能力
和持久的阅读动力。教者如何教预测阅读策略这一单元呢？作为一线老师的我，边学习，边实践，觉得要做到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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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方法，不是教概念 
前些日子，听好几位老师执教了《总也倒不了的老屋》一课，其中，

有老师在上课的开始便直接告诉学生，什么叫预测？预测，就是读者在
阅读过程中根据文本内容、自身背景知识以及生活经验，对文本后面的

情节发展、结局、人物命运、作者观点等内容进行推测，并在阅读过程

中寻找文本信息验证自己的推测，在推测与验证中不断推进阅读。接着，
讲什么叫批注。学生被动的学，听得很是吃力，老师教得也很吃力。听

后，我很疑惑，我们的语文课能这样上吗？特级教师李吉林说过：“阅读

教学是学生心灵的对话。”语文的课堂上应该激发学生情感，学生从内心
与文本达到共鸣，而不是机械地灌输概念。特级教师唐婉说得好：阅读

策略教学，教方法而不是教概念。一语中的，学生掌握方法才能更好的

阅读。《总也倒不了的老屋》一课是一篇很有意思的童话故事。课文共有
七处旁批，都是模仿儿童真实的阅读心理所作的预测，提示学生可以在

什么地方预测，可以预测什么。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一边阅读，一边预测。

“总也倒不了的老屋”，题目就给学生留下了新奇的想象空间，“老屋有多
老了，有一百岁的老人那样老吗？”“老屋为什么总也倒不了呢？”你读

了课题猜想到什么？一学生说：我猜想，老屋倒下了，因为“老”屋老

了，时间长了，东西总会坏的。另一学生说：我猜想，老屋没有倒下，
因为课题直接告诉我们了“总也倒不了”。是的，学生是有预测能力的。

不是学了这一课，学生才开始预测的，预测是一种自然存在的阅读心理。

关键是引导学生建立主动预测的意识，提高预测的能力，知道预测是有
依据的。 

例如：一边读一边预测，老屋会答应小猫的请求吗？ 

A 学生预测：不会。因为题目就是“总也倒不了的老屋”。 
评价：根据题目来预测故事，是最直接的方法。板书：题目 

B 学生预测：不会。因为小猫非常可怜，它没有一个安心睡觉的地

方。 
评价：根据文章内容中的一些线索来预测故事，真好！板书：线索 

C 学生预测：会。因为老屋已经一百多岁了，它随时会倒下。 

评价：老屋已经活了一百多岁了，会倒下也是意料之中的。 
D 学生预测：不会。因为老屋就像一位慈祥的老人，她很善良，她

应该会答应老屋的请求吧! 

评价：根据书上的插图来预测故事情节。板书：插图 
小结：我们在阅读时，可以根据题目、内容中的线索和插图，来预

测接下来的故事情节。 

在学生阅读的同时，顺着学生阅读经验、题目、内容中的线索和插
图来预测故事情节的发展，水到渠成，润物无声。既让学生读有兴趣、

读有情感、读有所悟，又培养了他们预测阅读策略的意识和能力。预测

阅读策略，教方法远远好于教概念，学生学习了预测方法后，在“自读
课文”和“课文阅读”中进行练习和巩固，让“预测”真正地落地生根。 

2 重过程，不是重结果 
新教材三年级上册第四单元对预测的学习作了有层次、有梯度的安

排。《总也倒不了的老屋》是指导学生如何预测，教给学生预测的方法，

《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小狗学叫》则留给学生更多预测的空间。在此

过程中，教者要保护学生预测的兴趣，重视预测的过程。孔子说：“知之
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阅读的兴

趣，学生才能变被动为主动，自觉地投入到阅读中来。预测过程中，预

测的内容可能跟故事的实际内容一样，也可能不一样，只要积极预测了，

预测有一定的依据，正确与否都要给予肯定。预测的正确与否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积极地开展预测。有时由于教师自身对于阅读教学中预测概念

的理解不全面，给学生预测设置了条条框框，导致预测训练流于形式；
有时教师没有找准预测和文章训练切入点或者没有关注学生现有的知识

和经验等原因，导致学生阅读兴趣锐减，达不到增强理解和激发思维的

效果。《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一课故意隐去了故事后面的情节，学生不
仅可以一边读一边预测，还可以对故事后面的发展展开丰富的想象，既

可以预测鸟太太的做法，也可以预测胡萝卜先生还可能遇到谁，他的长

胡子还可以做什么等等，增强了预测的开放性。对于故事的结尾，有学
生预测：鸟太太得到了长胡子，非常开心；冬天快要来了，胡萝卜先生

的长胡子正好可以剪一段做跳绳用；家里的书很多，长胡子还可以用来

捆书；周末到了，原来钓鱼线太短了，长胡子还可以用来作钓鱼线……
天有多大，想象就有多神奇。在学生预测时，教师不要轻易否定学生的

预测结果，可以先让学生说说自己是怎么得到这个结果的，同时肯定学

生预测的积极性，保护学生预测的兴趣。在学生预测讨论后，教师再出
示原文，让学生对比，哪些是一致的，哪些是不同的。通过《胡萝卜先

生的长胡子》练习预测，培养学生预测的习惯，提高预测的能力，学生

还能收获到更多的阅读乐趣。 
3 多元评价，不是单一肯定 
评价是对学生课堂表现的一种评判与回应。对于阅读策略单元，教

师尤其要关注评价，注重多元评价，更好地激发学生思维发展。新教材
在课文的选择上很有讲究，《总也倒不了的老屋》《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

结局都是出人意料的，都是拓展学生预测思路的范例。《小狗学叫》则引

导学生预测课文的 3 个结局，对于学生是一次思维的挑战，对于教师也
是一种考验，同时师生对 3 个不同结局来预测，充满期待。在学生预测

时，及时对学生作出评价，评价应该是多方面的，更促进学生阅读能力

的提升。 
例如：猜第一种结局时，大多数学生都猜狗学会了牛叫，狗很失望，

它想学狗叫可是它学会的是牛叫。 

我相机评价：你们会读书，能够根据课文内容来预测，不过，如果
结局都被你们猜到了，那就没有意思啦！ 

我接着引导：你见过会学其他动物叫的的狗吗？你觉得这是一只怎

样的狗？这是一只有语言天赋的狗，它学什么语言都能够学会。 
你再来猜一猜？…… 

学生的想象丰富，我评价到：你们不仅会读童话故事，也是编写童

话的高手。读一读罗大里作家的原文吧。 
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是需要教师循循善诱，慢拨细引的。教师具

体恰当的评价语，既能肯定学生的优点，也能指出不足，为其指明努力

的方向，学生从而看到自己的能力和进步，增强学习的信心。学生在教
师的点拨引导下，经历自悟自得的过程，更好地掌握预测阅读策略。 

通过这一单元的学习，希望学生将“预测”这一阅读策略转变为一

种有意识的阅读策略，能在阅读过程中不断主动地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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