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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6_87_E8_BE_85_E5_c64_96949.htm 叶圣陶先生曾经指出

，练习阅读的最主要阶段是预习。指导预习是学法指导的一

个重要环节，通过预习中的学法指导与训练，可以使学生逐

步形成“展卷而自能通解，执笔而自能合度”的能力。安华

水老师总结了十种旨在指导学法的预习方法：1.审题法就是

从审清题意入手，去掌握文章的内容和重点。如预习《小青

石》一文，可以先让学生思考，这篇童话故事中有哪几个角

色？你喜欢谁，为什么？课文为什么要用“小青石”作题目

？这样使他们在自读时就有了正确的思维定向，一开始就能

抓住重点，不致于错误地领会文章的内容，并能领会审清题

意的作用。2.拈词法顾名思义就是对文章里的关键词语进行

推敲、咀嚼。如《一夜的工作》中有一组贯穿全文的词语：

“劳苦”和“简朴”。这两个关键词从思想内容上揭示了文

章的主旨，在思路和结构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全篇的

文眼和核心点。拈住了这两个词，就是抓住了这篇文章的文

眼，可以获得纲举目张的效果。预习时，要求学生紧紧抠住

这两个词，摸清作者的行文思路，学生可从中感触到作者感

情发展的脉络，领会作者的写作意图。3，图解法即以图画的

方式对文章的结构和内容作比较直观的图示，以解剖其纵横

联系，突出事物的本质。如《跳水》这一课的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要搞清楚事物和环境是怎样联系的。这种联系又是怎样

发展变化的？结果怎样？教师可用线条组成阶梯状，形象直

观地把文章故事情节发展的层次和由发生到高潮、由高潮到



结局的变化展示出来，再让学生按图索骥，熟读课文填要素

，这样对于抽象思维尚不发达、长于形象思维的小学生来说

，最能激起他们的阅读兴趣，使他们从形象的感知中理解课

文的故事情节，弄清事物和环境的联系，学习作者谋篇布局

的方法。4.类比法即把阅读过的同类型文章或一组同类文章

，拿来作类比分析，使学生的视野跳出一篇文章的范围，在

类比分析中举一反三，获得对某方面知识的规律性认识，培

养自学能力。例如五年制小语七册的三则寓言：《拔苗助长

》、《守株待兔》、《叶公好龙》，指导预习时，就可以采

用类比法，以一篇带一组。先以《拔苗助长》为例，揭示学

习方法，教给学生寓言的规律性知识，让学生围绕题眼抓关

键语句，弄清为什么要“助”？怎样“助”？“助”的结果

怎样？说明了什么？从而了解什么是寓言和寓意。其余二则

，学生就能通过类比分析，找到共同点，然后依照第一篇寓

言的学习方法，无师自通。5.实验法即对常识性的课文，辅

以必要的演示实验，使学生通过实验演示弄懂课文中涉及到

的自然科学知识，为深入理解课文内容打下基础。例如《捞

铁牛》讲的是关于浮力的知识，学生不易理解，预习作业就

可以采取布置学生做‘捞铁牛’实验的方法，通过水的浮力

实验，让学生获得感性认识，了解怀丙是怎样根据浮力的定

理，采取恰当的措施，把铁牛捞起来的。这样既增强了学生

学习课文的兴趣，又加强了学科间的横向联系，扩大了学生

的知识视野。6.摘录法就是根据训练的重点，有目的地一边

阅读一边把自己所需要的有关内容，分门别类地摘录在一起

，进行归纳，以便理解课文，抓住中心。如预习《田寡妇看

瓜》时，可指导学生把有关描写田寡妇、秋生、王先生的土



地占有情况、生活状况的内容，按土改前后不同时期分别摘

录下来。这样学生就能从摘录的内容中很容易看出事物和环

境的联系，懂得环境变了，人也变了。7.提纲法即运用预习

提纲，为学生安排一条理解课文的探索路，使学生在提纲的

“定向”作用下，独立地进行翻查、分析、综合、体会，对

课文内容有所领会、有所发现，久而久之，逐步形成自学能

力。如《狼牙山五壮士》一文可以借助课后习题为预习提纲

，让学生在熟读课文（第五题）、掌握字词（第四题）的基

础上，复习旧知识（第一题抓主要内容），解决新问题（第

二题抓中心，第三题抓详写）。8.激兴法就是让学生通过游

戏、表演、观察活动等喜闻乐见的形式，预先感触情景，对

课文有关内容有更直接的领会。如《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

课文，可以预先布置学生担任课文中的角色，在课堂上表演

，让学生进入课文描写的情景，在不知不觉的情和知的渗透

中快乐地学习，又在“乐学”的过程中学到学习的方法。9.

导疑法即抓住教材内在的矛盾，去引导学生发疑问难，逐步

使学生自能发疑、辨疑、解疑。如《草船借箭》可抓住诸葛

亮对鲁肃说的一段话的矛盾处发疑：诸葛亮为了三天内如期

交箭，一方面向鲁肃求援，要借二十只船；另一方面又要鲁

肃不要把借船的事告诉周瑜，诸葛亮为何只避周瑜，而不避

鲁肃？要从诸葛亮前后矛盾的语言中去剖析周、鲁为人的不

同，了解诸葛亮的知己知彼、料事如神，并从中学会怎样发

现事物的矛盾和分析问题的方法。10避读法即指导学生在自

读中除遇到深奥而又是关键的非解决不可的问题外，对一般

不影响课文的次要问题，暂时不能解决的作为存疑，避而不

读，有些属于无关紧要的内容，也可以避开它跳过去，以保



证阅读的速度，从而培养从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避轻

就重的处理能力。如《落花生》，讲了种花生、收花生、吃

花生、议花生四件事。前三件事写得很简单，而议花生的情

节写得很详细，是课文的重点所在，自读前，就可以给学生

提出：“在尝花生的收获节上，父亲出了什么话题让大家讨

论？哪些人说了，谁的话是主要的？”并要求学生在规定时

间内找到答案，这样学生就会把种、收、吃花生这些内容一

眼带过，直插议花生这一详写段，很快就能抓住主要内容，

从中归纳出文章的中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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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