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期素质教育下小学语文预习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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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教育部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

行）》，在我国的基础教育上落下了重重的一笔，改革

基础教育迫在眉睫。基础教育改革也进一步转换了师

生之间的主客体关系，要求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

引导的课堂教学，打破传统、落后的教育模式，强调

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动性，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少年

强则中国强”，只有改变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才能激

发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思维转换，而不仅仅局限于有

限的课堂。因此，预习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一环，有

着重要的意义。

一、 预习的含义

大多数师生都认为预习是一种课前学习，即在正

式学习之前的准备工作，旨在最大化地跟进课堂学习

的效率，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与学生的学习质量。在

新时期的素质教育改革背景下，预习能充分发挥学生

的自主思考能力，在遇到问题时能根据自身的学习状

况，思考诸多天马行空的解决方法，能在正式的课堂

中提出观点并分享给他人，极大地提高了创新意识和

创新能力。教师也能很好地发挥其引导力，及时弥补

学生的不足之处，纠正某些错误的观点，在学生提出

的正确观点上，再用简短的言语讲清知识点，可谓一

举两得。

预习虽然有利于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但是有些

学者认为“预习弊大于利”，他们认为人们仅仅看到了

预习之后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表现，而没有看到课堂

之外，预习增加了学生的课外负担，延长了学生完成

课外作业的时间，长时间的脑力劳动后，预习反而没

有多大的成效；另外，完成预习减少了学生在课堂上

的求知欲，反而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

由此可见，预习是一把“双刃剑”。如何把握预

习的度，似乎成了一个重要的平衡点。但是笔者认为，

新时期的教学是以素质教育为重点、以学生为主体的，

预习的最终导向应该是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动性，而不

是提高课堂气氛或减少教师的主体性，更不是增加学

生的学习负担。预习不是一项作业，而是一种意识，

它不仅仅是一种学习的能力，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自

强、自主、自立的品格。例如，在即将面对未知事物时，

能拓宽自己的思维，提高行事的正确性，而不是随机

应变、临时抱佛脚等。这样的一种预习意识，才是新

时期素质教育所需要的，有利于学习是其次，终身受

益才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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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预习是一种课前准备工作，一方面有利

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却增加了学生学

习的负担。在新时期素质教育改革背景下，如

何把握预习这把“双刃剑”，保证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的有效发展成为教育界的焦点。文章旨

在探讨小学语文教师该如何看待预习，并分析

了预习的重要性以及提出预习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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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预习的重要性

素质教育的实施是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结果，在

这个网络发达、信息爆炸的时代，学生的视野已经不

能局限于单一的教科书，这也就要求教师的教学要有

所改变、有所创新。但教学的创新也只能满足课堂教

学的丰富性，现代教学要突出“以学生为本”，这是广

大教师更需要关注的问题。

( 一 ) 预习能够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预习作为课前学习的准备工作，是课堂教学不可

缺少的环节之一。预习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课堂教学，

但对课堂教学却是一种基础、一种铺垫，就好比楼房

再高再好，地基支撑不住，再添砖加瓦也终不是万全

之策。因此，预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课堂教学的质

量。例如，学生能通过预习熟悉教科书课文内容，熟

读生字词，就能流利地朗读课文，体会文章的用意，

简单地认识到文章的中心思想，而不是遇到生字就卡

壳，既影响阅读，又阻断了思路。当学生利用课堂时

间去翻看字典寻找答案时，就已经影响了教学的进度，

这对教师与学生来说都不是一个理想的课堂教学现象。

因此，做好预习工作能有效抓到教师所传授的重难点，

形成高效率的学习模式。

( 二 ) 预习能够增强学生的自主能动性

新时期素质教育下的学生观，把学生当作独立个

体的人，充分肯定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学生是

学习的主体，而每一个学生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

能笼统地使用单一的教学方式去引导学生。“填鸭式”

的教学已经成为落后的教学模式，教师必须树立“以

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认识到学生的主体地位。预

习对学生来说是课堂之外的一个学习过程，这个过程

鲜有教师的指导，更多是自主学习、自我思考的过程，

因此，预习的过程对学生的自我认识、自主能动性具

有重要的影响。首先，学生通过预习能清楚地认识到

自己的能力，理解的地方可以简单地进行再记忆，不

理解的地方则可以通过加强记忆、翻阅书籍等方式进

行学习。其次，预习是鲜有教师参与的学习方式，没

有教师先入为主的讲解，学生便可自行发挥想象力，

激发自身的灵感，结合自己独有的视野，避免刻板的

教科书式的答案，最终形成创新式的见解。因此，预

习对于增强学生的自主能动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 三 ) 预习能使学生终身受益

“活到老，学到老”诠释了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学习不应局限于学校，还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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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培养学生学会学习既是生存的需要，也是 21 世纪

学习型社会的需要。在飞速发展的时代，事物瞬息万

变，需要学生具备强大的适应能力，而学校的教育也

不能只是单纯地传授知识，还需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

力。预习虽然是一项准备工作，但是机会往往是留给

有准备的人的，如果学生掌握了预习的能力，就在一

定程度上锻炼了自己对社会的适应能力，通过预习简

单地了解周围的环境，认清自己的能力，找到合适的

机会，从而避免处处碰壁的风险，在团队中既能独当

一面，又能带领队伍解决问题。因此，预习并不只是

一件学习上的小事，更是使学生终身受益的能力。

三、 小学语文预习的有效策略

预习如此重要，语文教学必须紧抓预习，提高教

学质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师在平时的预习指导中，一定要严格把关，不能敷

衍了事，掌握预习的有效策略，形成一个可持续循环

的学习圈。

( 一 ) 增强学生的预习意识
学生很少充分认识到预习的重要性，更多的学生

认为这是一种作业式预习，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教师

应尽量转变学生的这一观点。例如，让一组学生在课

后进行预习的准备，另一组反之，然后在正式的课堂

上分别提问两组中的学生，对照学生各自的回答，让

其余的学生进行评价，使学生认识到预习的重要性。

在此次课堂后，再轮流交换组别进行预习，之前参与

该实验的学生已经意识到了预习的重要性，即使此次

自己不在需要预习的组别，也能自觉地进行预习，逐

渐形成预习意识，在以后的课堂交流中，让其他学生

和教师刮目相看。

( 二 ) 因材施教，采取合适的预习方式
语文的学习贯穿人的一生，人际交往、读书写字

等都需要掌握良好的表达能力和语文基础知识。因此，

教师需要因材施教，采取适合学生的预习方式。小学

低年级的学生思维是单纯的、直接的，教师在布置预

习任务时，切勿烦琐，务必简单易懂。例如小学语文

三年级上册的《古诗三首》，古诗中有诸多生字词，掌

握生字词的读音是学习古诗的首要条件，熟读生字词

便是预习的关键。这样的预习使学生能流畅地朗读古

诗，体会古时人们在私塾读书的氛围，教师在课堂上

能够更专注于带领学生领悟古诗的韵律和情感。到高

年级时，学生对语文课程有了更多的认识，已经掌握

了大部分的字词，开始通过写作文的方式表达自我的

思想情感，好奇心和求知欲也会有所增强。这时教师

要适当地开始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动性，尝试利用课堂

的前三分钟时间让学生进行小组交流，把各自预习的

过程和结果分享给小组成员，求同存异，达成相对一

致的观点，既体现了团队精神，也起到了互相监督的

作用。

( 三 ) 注重预习的评价
只是布置预习项目和预习方式，不足以培养学生

的积极性，更需要有评价的参与。评价的结果要避免

使用“标准化的判断”进行估量，防止“刻板答案”

淹没学生的想象，言之有理即可。教师要做到多元化

的评价，从学生的角度看问题，尊重每一个学生的回

答，最大限度地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而不是以自我

为中心，以偏概全地评价。例如，当教师想了解学生

的预习情况时，可通过检查预习笔记、听说读写、提

问问题等方式，大致了解全班学生的预习成效。教师

可以当面表扬完成预习并回答合理的学生，提高学生

的成就感，而对于回答不标准或未预习的学生也不能

进行指责，应该引导其形成正确的回答思路，或在课

后反思此次预习项目的难度是否合理，及时调整预习

的方式。

评价的主体并非都是教师，其他学生或者家长都

可以加入评价的主体。让学生评价能促进学生之间的

友谊，形成互助的关系；让家长评价，能使家长认识

到自己孩子的不足，及时弥补，更能促进亲子关系的

融洽，因为家庭教育也是孩子成长的重要环节之一。

通过大量的阅读和研究，笔者对小学语文的预习

进行了相对详细的论述。关于预习，尤其是在新时期

素质教育改革背景下，除了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动性，

培养学生预习的能力，更多的是教会学生人生的道理，

而不是“刻板知识”“作业式预习”。因此，笔者认为，

预习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更是学生终

身受益的基石。（作者单位系南宁市文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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