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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学习过程中，预习是非常重要，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和理解能力都是十分重要的。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应该有意识地采取相

应的方式培养学生预习的习惯。通过预习，可以让学生在学习中有更深地理解和思考，可以更好地学习语文。本文首先分析了预习的方法，

然后分析探讨了学生应该预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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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阶段的语文学习中，好的预习就是指对即将要学习的内容有

一个整体的了解，对其中的基本知识有一个基础的了解。这样学生在学

习的过程中会带着问题学习，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可

以让学生在课堂上注意力更加集中，教学质量也会变得更高。 

1 正确预习的方法 

1.1 用有趣的形式朗读课文 

在小学阶段的语文学习中，朗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教师应该

告诉学生在预习一篇课文时，首先应该通读课文。由于小学生比较贪玩，

经常坐不住，因此教师可以让小学生以一些比较有趣的形式来朗读课文，

比如结成小组，对话朗读等。教师应该布置朗读的任务，就是能够顺畅

地朗读整篇课文，对课文中的生字生词等进行查阅。 

1.2 边读边记笔记 

教师应该告诉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随机记笔记，勾画内容。对于

比较容易理解的好词好句应该勾画出来，对于比较重要的词语需要将其

对应的近义词和反义词记录下来，对于一些不懂的或者有疑问的地方要

重点勾画出来，并将自己的问题写在旁边，以便在课堂上可以重点听讲

这部分的内容。通过这样的形式，可以让学生在上课之前对课文的基础

知识和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教师便有充足的时间带领学生学习好词好

句，带领学生更深刻地学习课文。 

1.3 勤动手 

在预习课文的过程中，学生会遇到很多基础性的问题，比如生字生

词，不理解的典故等。教师应该告诉小学生遇到这种情况下，要自己动

手进行查阅，这样可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拓宽学生的视野。 

2 预习的内容 

2.1 预习目标 

在学生开始每篇课文的预习之前，教师都应该告诉学生预习的具体

目标是什么，让学生对预习产生的效果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可以帮

助学生更好地完成预习任务。并且要告诉学生，一定要独立完成老师所

留的预习作业。 

2.2 读顺文章 

学生在第一遍读课文时的预习目标就是将课文读顺，预习内容和预

习目标是呼应的。为了实现读顺课文的目标，学生在第一遍通读课文的

过程中，应该将不认识的字和词语进行标注，并且要查阅字典，将相应

的读音和含义记录在词语旁边。学生在读课文的过程中，可以将不理解

的词语标注出来，可以采用圆圈勾画的形式。学生应该将课文中出现的

四个字的词语和成语标注出来，可以采用波浪线的形式。学生应该将课

文中出现的关联词标注出来，可以采用矩形框的形式。学生还应该将课

文中出现的多音字标注出来，将多个读音和对应的词语标注在该字的旁

边。在朗读课文的过程中，要能够通顺地读每一个句子，如果有一些句

子不容易读通顺，可以用斜线标注出需要进行停顿的词语等。 

2.3 读通课文 

学生读第二遍课文的目标就是读通课文。学生在读第二遍课文的时

候，应该根据单元导读中的内容了解对这篇课文的要求。然后应该了解

这篇课文的作者是谁，什么时候完成的这篇文章，写这篇文章的背景是

什么。在了解完这些内容之后，学生应该再次阅读课文，同时完成课文

后面的作业要求。将课文中重点的句子和段落等进行标注，并且要有相

应的理由。同时学生还应该分析课文中都应用到了哪些修辞手法，将其

对应的句子标注出来，分析这篇文章 精彩的地方是哪里以及相应的理

由是什么。对于课文中不理解的地方，重点标注出来，以便可以更有针

对性地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解。在完成以上内容之后，学生还应该阅读课

文后面出现的链接中的内容。 

2.4 读透课文 

学生读第三遍课文的目标是读透课文。首先应该在前两遍通读课文

的基础上，进行第三次阅读，此时应该划分文章的段落，记录每一个段

落的主要内容，并且要分析整篇文章的内容以及作者想要表达的中心思

想等。每位学生在读每篇课文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感兴趣但是不理解的地

方，在读第三遍的时候，学生可以根据这些知识查阅资料，或者使用辅

导书等，通过这种形式可以促进学生自学和理解的能力，还能让学生更

愿意去学习，更愿意主动地去查找资料。另外，学生不仅要能朗读课文，

还要根据每一段、每一句的情绪去朗读课文，做到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对于一些不理解的地方，可以将心中的疑惑标注和记录下来，在课堂上

听老师讲解，和老师同学讨论交流等。 

3 总结 

综上所述，在小学语文教学的过程中，预习对于学生的语文成绩、

语文素养和自学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教师应该告诉学生正确进行预习

的方式，包括以有趣的形式朗读课文，边读边画，并且在预习过程中要

勤动手等。还要告诉学生每一遍读课文的目标以及预习的具体内容，可

以让学生更好地把握预习内容，可以高质量地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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