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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出版的《名师解惑丛书》推出后受到广大专

家与教师的一致好评。在实验与使用过程中，也反馈许多问

题。因此，从去年开始，编委会组织人员对书稿进行了部分修

订，修订后：

１．时效性加强，更加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主观能

动性。

２．时间性与可操作性加强。鉴于较强的理论性与学生阅

读兴趣的矛盾，在修订过程中将语言更加简练化、趣味化。

３．增加了互动性。学生间积极的互动才能达到良好的学

习阅读效果，如果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和质疑，您可

以随时登陆我们的网站（ｗｗｗ．ｃｎｅｅｄｕ．ｃｏｍ），通过相关栏目

直接与专家交流沟通。

本系列丛书在修订与更新过程中参考了众多作者的相关

文字资料，特此致谢。

本书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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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学应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为学生创

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鼓励学生选择

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新课程对教师“教”及学生“学”的理解

跟原来的观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新课程要求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引导学生，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从而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为了适应当前教学改革的需求，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

应该重新端正思想和态度，尤其是学生更应发挥其在学习中

的主体作用，以便更好地提高学习效率。

“学会了”主要突出的是教师的主导作用，而“会学了”更

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的发挥。因此，《学会了还是会学了》这

本书就体现了在教与学的统一活动中，在教师组织和引导的

主导作用下，学生作为学习和发展的主体，应该使自己的能力

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学会了还是会学了》这本书从教给学生学习方法、教与

思的结合、培养学生的兴趣、教给学生复习的方法这四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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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学生进行了必要而充分的指导。书中主要通过四个章

节来进行阐释：

第一章“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是通过对常见的学习方

法的分析及用各种实例对学生进行了切实可行的指导，主要

强调的是让学生能掌握适当的学习方法，也就是“会学了”。

第二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主要强调学与思

的结合。在学习中，学与思要结合，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这是

学习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同时指明了学生要成为课堂中的主

人，要做到“会学了”。

第三章“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主要强

调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因为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是体现以

人为本，达到学生主动学、乐意学的最佳动力。

第四章“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是通过对复习方法的

分析，教给学生复习的技巧，使学生在复习环节中能真正达到

“会学了”的层次。

《学会了还是会学了》这本书抓住了许多为人熟知的名人

范例及学生在学习中出现的真实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使

书中观点的阐释更具有针对性和说服力。

全书针对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重点介绍了多种切

实可行的方法及改进措施，为学生在学习中充分发挥其主体

作用提供了良好的帮助。

苏　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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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之以“渔”的方法和重要性

一、课前预习的方法与重要性

（一）预习的方法

１．预习法

预习，就是上课前的准备工作，是学习过程的第一个基

本环节。预习，能为新知识的学习扫除障碍，提高你的听课

水平，增强自学能力。

做好预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疏通内容

疏通就是将所学教材内容先看一遍，疏通文字，大体了

解教材的基本意思。

（２）摘录重点

摘录就是将教材的重点和要点抄录在预习笔记本上，

或者在书上有关的地方划上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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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质疑难题

质疑就是对所学教材上不理解或含糊不清的内容可以

在书边打上“？”，也可以记在预习笔记本上，以便上课时向

教师提出或注意听老师讲解。

（４）求解答案

求解就是在学习前查找和阅读有关参考资料，对提出

的问题自己试着解决。

（５）回想知识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把课本合上，将独立看过并初

步理解的内容回想一遍：课文共讲了哪几个问题，主要思路

是什么，还有哪几个问题不清楚，等等。这样既可以加强理

解和记忆，又能起到检查预习效果的作用。

预习的结果，应该写成笔记的形式，以便上课时有所依

据。做预习笔记的方法，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不拘一格，灵活

多样。

２．资料卡片法

做资料卡片是积累知识最简便、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卡片采用单页形式，分门别类，每张记下某类学科的某一问

题或某一知识要点。它携带和记录比较方便，因为体积小，

平时放在口袋里，你走到哪里可以记到哪里。同时，卡片便

于分类，便于携带和整理，检索起来比较容易。由于卡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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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些优点，许多爱读书的人都喜欢用卡片的方式来积累

资料，储备知识。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在读书治学中曾做了

一万多张卡片。他认为做卡片不但能巩固知识、增加记忆，

而且“能把很多的史料、不同的记载，提纲挈领地串起来，就

可以发现问题，经过认真研究，解决一些问题”。著名的法

国科幻小说作家凡尔纳，一生写的小说就有１０４部。当时，

人们传说有一个“写作公司”在为凡尔纳写作，不然，一个人

怎能知识渊博到写出那么多作品？有个记者执意要揭开这

个“写作公司”的秘密，于是登门拜访。凡尔纳把记者领进

自己的房子，指着好多柜子说：“喏！这就是你要找的‘写作

公司’。”记者好奇地打开一个柜子：里面分门别类地放满了

卡片，卡片上密密麻麻地记着各种资料，仅这一个柜里就有

卡片两万张。可见，卡片虽小，作用却是很的大。

卡片制作很简单，可以自己制作。简易的办法是，将

１６开的白纸对裁两次，就制成了白卡片。在卡片的上方分

门别类，左上角为类别，右上角为编号，题目写在中间。每

张卡片的字数一般在２００字左右，字数较多时，可记在二三

张卡片上。卡片要分类装入卡片盒或纸袋里，便于使用。

对于学生来说，资料卡片一般分为三种：

（１）生字新词卡———这种卡片是学生学习语文和外语

的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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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文摘卡———摘录名言佳句、谚语格言、精彩片断、公

式定理等。

（３）随感卡———记录平时读书和生活中的感想和体会。

使用卡片积累资料，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每张卡片根据内容确立一个题目，无论是摘录还是摘

要，都要力求简洁明了。

卡片的大小要统一，字迹要清楚，以便于存放。

卡片做好后，要及时进行分类归档。为了便于检索和

保存资料卡片，最好把卡片集中存放在卡片目录盒内，卡片

目录盒可以自制，也可以到商店去购买。卡片的排列通常

按照内容的体系分类排列。在每一类卡片前插上一个指引

卡，标明这类卡片的性质和内容，这样检索起来就方便了。

（二）课前预习的基本步骤及其重要性

１．预习的目的和时间的选择

预习的目的主要是初步理解新教材的基本问题和思

路；复习、巩固和补习有关的旧概念、旧知识；找出新教材中

自己不理解的问题。预习的时候最好做点笔记，把自己觉

得不理解不明白的问题记下来。预习的好处有四：第一，预

习能培养学生的自学习惯和自学能力，增强其独立性，减少

依赖性；第二，预习中发现问题，找出疑难点，带着这些疑难

点去听课，能减少盲目性，增强听课效果；第三，经过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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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课文有了初步了解，在课堂上就有充裕的时间对老师讲

授的内容进行思考、消化，有利于深入了解课文内容，当堂

巩固知识；第四，重复是加强记忆的基本手段，课前预习就

等于先学习了一遍，有利于加强记忆。

预习中要有侧重点，主要了解课文的一般内容，找出疑

难点，并标上记号，听课时就有了针对性。

预习从时间和内容上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１）课前预习———指上课前预习下一节课的内容。

（２）阶段预习———用一个比较完整的时间，把下一阶段

要讲的一章或几章的新课内容自学一遍。

（３）学期预习———指开学前，在假期中预习下学期的学

习内容，这时往往需要浏览整本书的内容，做到心中有数。

预习的作用主要是熟悉一下要学习的新知识体系，摸

清自己的特点，并采取相应措施，以便使自己的学习可以站

在全局的高度上来进行，这种预习一般利用节假日进行。

预习时间一定要安排合理。什么时间采用哪种预习方

法，每次预习要花多少时间，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预习就

不会起到好的效果。

低年级学生的预习，不应该过多过难，不要深入学习课

文内容的细节，否则会有反效果。因为，预习过多过细，会

出现这样的情况：老师拼命讲课，学生却觉得“我都学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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