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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5_99_E8_82_B2_E5_c38_56120.htm 第一节 指导学生学习 一

、指导学生修学课程 中学生在校学习以接受师授、 学习课程

为主。 科学的修学方法应该依次按照预习、 上课、 复习、作

业、小结进行。五个环节形成一个周期，各个周期衔接交替

，不断地循环往复。 (一)指导学生预习 1.初步通读教材 了解

教材梗概是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是预习的基本凭借。通过

预习教材，了解下节课 将要教学哪些新知，其基本内容、背

景和思路是什么，新知是怎样引入的，主要解决什么问 题，

要做到心中有数。预习所用的时间不宜过多，了解不宜过详

，不可代替听课。 2.提前思考 利用工具书，扫除拦路虎。还

要看看需用的旧知是否掌握，有无遗忘。遗忘的要复习一 下

，应知而不知的要补一补。同时，把将要学的新知与有关的

旧知联系起来。提出问题，初 步探索答案。有的习题可以试

做，有的可以做点预习笔记。也可以在自己书上划批注，找

出 重点，明确难点，抓住疑点。 (二)指导学生提高课堂学习

的效率 1.调动各种器官接收教学信息 上课时要眼、耳、鼻、

舌、身全都参与，手脑并用，看、听、想、记、做、说结合

。要 指导学生善于集中注意力，又要善于分配注意力。要边

听边看。听要听准、听全、听懂，既 要听老师讲，也要听同

学发言、答题、提问；要注意看老师的手势、表情、板书演

示，又要 结合看教材。要边听边想，在头脑中加工整理，不

断地找疑解疑。要边听边记忆，听时要有 记忆要求。要边听

边笔记，不遗漏要点和重要的细节。 2.紧跟老师思路 上课听



讲，主要是听老师讲授的思路。思路就是思考问题的路线，

一般思路都包括提出 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三个环节

。重点多在开场白、结束语、关键点、总结概括和所 提要求

上。 要提醒学生善于抓重点， 在重点之处特别集中自己的注

意力。 在听老师讲的时候， 跟着老师想，使自己的听讲思维

与老师的讲授思维同步。要搞清楚老师讲的是什么问题，这 

个问题是怎么提出的，是怎么分析的，一共有几层意思，各

层次是按什么顺序推导的，层次 之间有什么关系，问题最后

是怎么解决的，为什么这样解决。 3.做好课堂笔记 要有详有

略，恰当选择。推理性较强的宜详，叙述性较强的宜略。与

教材差异大的和老 师的新见解宜详，与教材基本相同的宜略

。要详记思路轮廓、纲目要点、论点论据、论证过 程、推导

逻辑、图表数据、典型事例、重点难点、基本结论。 (三)指

导学生掌握科学的复习方法 1.忆一忆 复习开始，先回忆一下

老师讲授的内容，提高复习的针对性，然后再看书看笔记。

回忆 时也可以用笔记录要点，使回忆有个支撑点。 2.读一读 

首先要读教科书或主要参考书， 然后再读其他参考书。读参

考书时要围绕当前所学内容 阅读其中有关章节，不可盲目乱

看。 3.理一理 整理校阅课堂笔记，核实补充修正，标划重点

，加上心得批注。也可概括提炼，另记复 习笔记。 4.查一查 

自我诊断，找出学习缺陷，及时补漏，避免欠债。针对自己

的学习情况，确定个人重点。 5.想一想 复习要侧重理解，扩

展学习深度。要围绕教师讲授的和书上的思路进行思考，找

问题， 求答案。有些重要例题可以亲自做一下，有些重要概

念可以亲自表述一番，有些重要定理可 以亲自推导一遍。 (

四)指导学生做好作业 1.审题与做题 就计算题来说，第一步把



题目字面看准无误，第二步分析明显的和潜在的已知未知，

第 三步认真探索解题思路。 把审题后得出的解题思路有条不

紊地表达出来。推理要合乎逻辑，数据要准确，表达要 清晰

。 3.检查与改错 要培养自我检查的能力和习惯， 独立地分析

答案并进行验算。要熟练地掌握各种检验方 法。 常见的错误

有审题失误、思考不周、表达不准、概念混淆、计算粗心等

等。总体来说， 不外概念原理性错误与技巧疏漏性错误。 前

者关系到知识的科学性和智力因素，后者关系到 科学素养和

非智力因素，都应高度重视，努力防止和纠正。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