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鄞州区惠风书院校长陈舒
恩和大多数家长的观点一致：假
期预习，能让孩子更快适应新学
期。“在新学期到来之前，自主预
习一部分新的学习内容，既是一
种良好的学习习惯，又能更好地
促进新学期的学习。从我的教学
实践来看，特别是从中年级开
始，学习难度、深度、广度都有所
增加，提前预习的孩子，带着自
己的思考，能更快适应学习，上
课参与度高，成就感强，学习也
更自信。反之，没有预习的孩子，
则会跟不上上课节奏，出现‘掉
线’的现象，长此以往，会影响后
续学习。”

那么，如何预习更科学更有
意义呢？从语文学科来看，陈舒恩
有三点建议分享给家长朋友们：

第一，大声朗读课文。朗读
对于培养良好的语感能起到重要
作用。如果您的孩子能做到正确、
流利地朗读课文，说明他已认识
字词，对文本有了大致理解。这
里，不建议硬性规定让孩子提前
背诵课文，甚至默写课文。

第二，积极主动思考。在朗
读课文之后，可以思考：课文写
了什么？作家是怎么写的？为什
么这样写？带着鉴赏的眼光预习
新的课文，能提升自己的读写素
养。现在，图书市场有很多《教材
解析》之类的教辅材料，这里特
别提醒家长，不建议让孩子在没
有经过独立思考之前，照搬照抄
参考资料。

第三，大胆质疑提问。古人
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
疑则大进。”因此，预习时，鼓励
孩子在不懂或质疑的地方打上
问号，带着自己的问题和困惑走
进课堂，听课的质量、学习的效率，
一定会大大提高。这种学习习惯和
思维品质，也能让孩子终身受益。

鄞州实验中学数学老师、宁
波市名师蔡卫兵认为，预习并不
是要“提前学会”，而是为了培养
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主动探究
品质。假期时间有限，若想通过

“提前学会”来“抢跑”，不过是
囫囵吞枣，开学后在课堂上，学
生失去探索知识的兴趣，反而不
利于孩子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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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没多久，老师就反映孩

子上课走神，难道是他假期里没预

习过的关系？”“我们家孩子预习

了，但也就读读课文，到底怎样预

习更科学？”近日，有不少家长表达

了此类困惑。

假期预习，是否能让孩子更快

地适应新学期？老师们又有怎样的

说法？近日，本报记者做了个调查，

有近 1000 名家长参与调查。

此次调查，1-2 年级段家长占比
47%，3-6年级段家长占比23%，初中
段家长占比30%。在“预习能帮助孩子
尽快适应新学期吗”这个问题上，
78.29%家长选择“能”，18.5%的家长选
择“不一定，要看孩子性格”，仅3.21%
的家长选择“不能”。

调查数据显示，大约有64%的孩子
在假期里做了预习。此外，学生在不同
的学段，对预习的态度也不尽相同。超
过半数的一到二年级的家长表示，在假
期里，孩子有预习过新学期的内容。这
个比例随着孩子学龄的增长而提高，三
到九年级的孩子，这一比例超过七成。

另外，一到六年级的学生以预习语
文、数学、英语为主，七到九年级的学生
预习科学的比例明显提高，有六成以上。

一位四年级家长江女士说：“每次
学期末或假期刚开始的时候，新学期教
材都很抢手，家长买回去就是为了方便
孩子预习。以之前的经验来看，孩子语
文学习任务较重，开学后时间往往不够
用。我的要求是，假期里至少做到读熟。
数学就让他自己看，不懂再问我，但计
算题会提前练起来。”

一位初中家长认为，小学阶段，特别
是低段的课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家长
给孩子做预习，可以发散一下思维。像语
文，可以延伸点内容，让孩子真的爱上语
文。高年段，特别到了初中，除了预习，
复习也很重要。

那么，对于做过预习的这些孩子，
他们会预习多少呢？调查中，约七成孩
子预习了1-2个单元，近两成孩子预习
了大约半本教材，预习完整本教材的有
10.33%。

调查还显示，有一半以上的家长表
示，老师会在假期布置预习作业。家住
镇海的王女士有个二年级的孩子，她
说：“我们语文老师布置的预习作业比
较少的，建议孩子在开学前一周预习下
第一单元的内容。孩子预习后的确更自
信了，上课回答问题比较积极。有了一
个好的开头，希望能形成良性循环。”

但也有家长反映，孩子没预习，新
学期适应得也还好。吕女士的孩子在鄞
州某学校读三年级，她说：“因为假期里
家人都轮着阳，孩子的学习全靠他自
觉，而且老师没有布置预习作业，他能
把寒假作业做完就挺好了。但开学后他
会按老师要求在每次上新课前预习下，
我看他也能跟上老师的节奏。”

如何引导学生预习也是不
少老师的关注重点。记者在采访
中发现，不同年级的老师，观点、
做法会有些差异。

小学低段的语文课文并不
长，内容也简单，有老师认为，假
期里并不需要做太多的预习工
作。周金晶是海曙区古林镇中心
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老师，虽然放
假前她没有布置预习作业，但是
开学后，她依然发现有不少学生
对课文进行了预习。周金晶认
为，老师在课堂里讲的知识点，
有的是易错点，老师会根据教学
经验突出重点。“希望孩子们不
管预习与否，上课时都要认真
听。如果小朋友错过了这些内
容，反而得不偿失。”

屠璐璐是象山县鹤浦中学
初三的语文老师，她认为，高段
语文学科由于课文篇幅较长，让
学生们提前通读全文、熟悉生字
词较为重要，这样可以节省宝贵
的课堂时间。对于文言文的预
习，屠璐璐也比较看重。“我给班
上的同学制定了文言文和古诗
词的预习计划，在预习时间上，
我会建议同学们抓住早晨的时
间，通过朗读的方式，在预习中
熟悉生字词，并能对文言文的内
容有初步的了解。”

屠璐璐表示，她不推荐学生
过早地运用参考书了解全文的
含义。“如果学生一味依赖参考
书上的解析，以参考书代替自己
阅读理解，而不经过思考，长此
以往，学生们会懒于思考，最终
导致阅读提高不了分数。”

文科需要多读多看多背诵，
与理科的学习方式有所不同。鹤
浦中学的数学老师钱申达认为，
在教学内容相对简单的情况下，
他并不推荐学生提前预习。

“有些同学自认为懂了，容
易在课堂上开小差。只有在面对
比较难理解的知识点，我才会布
置提前预习的作业。”鄞州区下
应街道中海小学的数学老师董
云斌也表示，如果学生预习时缺
乏必要的探究，就会少了一些

“走弯路”的过程，也就是思考的
过程。学数学的“捷径”，是让孩
子一开始就多走一点“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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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习能不能让孩子
更好地适应新学期？
78.46%能，孩子会更自信
3.16%不能，上课可能会分心
18.37%不一定，要看孩子什么性格

1.
寒假里，你家孩子预习了吗？
没预习过:35.84%
预习过: 64.16%

3.
对于预习的孩子，
寒假里预习了多少内容？
整本教材:10.33%
大约半本教材:19.48%
1-2个单元: 7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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