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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语文教学中，科学有效的预习，不仅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时有助于提升学生学习效率。新课程改革背景下，

小学语文教师要科学指导学生预习，培养学生正确的预习方法和良好的预习习惯，促使学生语文学习效率的提升。本篇文章就从培养学生的

提前预习习惯来进行论述，促进学生们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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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预习，是语文学习的重要环节，是上课前的准备，更是培养学

生学会学习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先学后教，以学定教”成为教学趋势

的今天，课前预习成为小学语文教学的一种时尚，有效预习也能够帮助

老师提高上课的效率，从而让教学变得更加高效。 

1 提高预习作用的认识和意识，调动师生主动性 

预习，是教学的前奏。有些教师对于预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

不算是主要的课堂教学部分，只要按照教学的几大环节进行预习，就算

完成了预习的任务。教师走预习套路，但忽略了其中存在的隐形问题，

如设定的目标是否与学生的认识相符，是否与新课改的指向相符，对于

一些内容是否可以进行整合，做到简单明了，不断优化教学结构。是否

需要对某一内容进行深入挖掘，延伸其知识内涵，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拓展学生的视野。除此之外，教师还需要布置预习任务，让学生

参与到预习中。为了打破传统预习模式，即教师布置，学生被动预习；

简单识记生字词，学生的主动性得不到发挥，等等。激发学生预习主动

性，是当前教师面临的一个思考问题，如何对这一教学不可或缺的环节

进行有效设计，如何调动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能够学会预习，让预习

真正成为学生顺利课堂学习的开门钥匙。因此，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

需要对于语文文本的预习认识到位，提高重视度。不能浮于表面，而是

要从传统模式中走出来，实现“柳暗花明”。如，教学“卖火柴的小女孩”，

教师预习时，要考虑到现代学生与文本发生时间的疏离感，这是学生融

入文本之前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教师给学生布置预习任务时，鼓励学

生上网、查阅作者创作背景、作者其他的童话故事等，让学生发动自我

主动性，从而拉近与文本的距离，较为容易的理解小女孩为什么会有如

此的悲惨遭遇，这是社会的不同。有了前期预习的认知，无论是教师还

是学生都会与文本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从陌生到熟悉，到挖掘内在文

学价值，为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奠定基础。 

2 扎实基础，鼓励学生多读 

对于文本的预习，不是简单认识生字词，最为重要的是就能够提前

理解文本，才能促使学生在正式授课时跟得上教师的讲课节奏，而不是

因为预习不到位，上课时教师一问三不知，或者是原本稍加理解就可以

明白文本含义，但是有的学生预习，没有方向感，对于文本也是一知半

解，即便对文本中那句话自己感触最深，那个段落自己最为喜欢等，这

一情感初体验的过程，学生实际上是缺失的。为了让学生预习有效果，

教师鼓励学生在尚未明白文本含义的时候，可以先进行大声朗读，从多

次朗读中让“其义自见”。读准音，读通顺，不漏字，不加字，这是预习

文本的基本要求，而要读书课文，并且了解文本最终表达的内涵，就需

要学生多读多思。只不过从熟读课文到了解文本大致内容是个预习的关

口，却也是顺利教学的重要伏笔。当学生预习时，并没有充分读课文，

就会导致课堂朗读磕磕巴巴，不仅不流利，还自行加字减字，一看就知

道没有好好预习，期待学生知晓文本“其意”显然不可能。因此，鼓励

和引导学生在预习阶段就多读，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从而知晓文本

其意，从而为顺利课堂学习做好铺垫。 

3 问难质疑，融会贯通 

教师要鼓励学生在预习过程中，随时记录自己产生的疑惑和不解的

难题，这就是说，让学生能够质疑问难，从而使得这些问题成为催动学

生兴趣和求知欲望的原动力。正所谓：发现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

重要。当学生在预习中产生疑惑，并将这些问题记录下来，亦或者是在

课堂大胆表述出来，就表明学生正在积极的思考问题，同时因为问题得

不到解决而不断地探究。在预习中，学生也有可能通过多次诵读，终于

解决了自身的疑惑，出现“柳暗花明”的一幕，自然心中充满了一种愉

悦感，同时，因为自身解决了疑惑，就会自行对文本更为细致入微的探

究。有的学生将自己难解的问题留在了记在本子上，带问题听课，要更

有专注力，为了能够解决心中疑惑，学生就会有目的的选择听课重点，

当自己的预习时的疑惑被解决了，学生体验到的是豁然开朗的境界。当

学生就同一题材、写法相同、结构相似的文章进行预习，并掌握了一定

的有效预习方法，在遇到同样的文章时，就可以将所掌握的预习方法融

会贯通，把握好预习的度，并能够保证预习的有效性。 

总之，当很多时候，教师和学生对于预习的关注度不高时，自然小

学语文教学就会出现效果不佳、质量不高的现象，此时，寻根问源，看

是不是预习存在问题，没有发挥好预习作用。教师预习秉承推陈出新的

理念，精研教材和学生；学生预习，给予学生更大的空间和时间，让他

们自主选择方法，借助各种阅读工具等，不仅铲除生字词的障碍，还能

够做到对预习文本的理解，从而真正为课堂教学蓄势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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