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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学生预习“学情”工作流程在全程备课中的意义

——读钱和生老师《中等职业学校语文全程备课论》的思考

所谓“学情”，钱和生老师在《中等职业学校语文全程备课论》是这样解释

的：“学情”是指学生个体或学生群体在某一个单位时间内或某一项学习活动中

的学习状态，它包括学习兴趣、学习习惯、学习方式、学习思路、学习进程、学

习效果等诸多要素。

过去传统的备课由于以单一的传授知识为目的，所以在备课过程中，教师只

见教材，不见学生，只研究教材，不研究学生，以至在确定教学目标、选择教学

方法上，往往是以教材为中心。即就是我们过去原则上也强调要求教师备课要“备

学生”，但就如何具体地“备”，并没有提出精确的行为要求。所以，教师在备课

时，往往只对学生做一般的了解，或仅仅在开学初对学生做一般性的基础性特征

了解。

教学论的原理告诉我们，课堂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学生获得学习的成功，促进

学生的发展。而学生的个体都是在自己已有基础上实现发展的。同时，“学生已

有的知识能力水平和学习准备状况是教师施教的基础，教学只有建立在学生现实

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教与学之间的沟通才能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备课

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课堂教学的过程符合于学生的认知水平，符合学生在学习中的

意向性，以至突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利于教师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

切实调动和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效地指导学生获得学习上的成

功。

为此，中等职业学校语文全程备课作为语文课堂教学活动的前期准备工作，

首先必须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找到新知识与原有相关知识的结合点，并

弄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即对语文学科知识结构进行分析。

二是要对学生自身条件做实质性分析，了解学生现有的认知能力，摸清学生的底

子，搞清学生的学习需求。简单地讲备课既要“备教材”——研究教材，搞清学

科知识体系中各知识点的关系；也要“备学生”——研究学生，把握学生先学“学

情”。因为学生学习起点和程度直接影响学生新知识的学习程度，所以对学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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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起点的正确估计是设计适合每一个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过程的基本点。其具体

意义在于：

——通过学情把握，才能了解学生学习的内心兴趣、学习内在需求等学生学

习中的意向性问题，才能便于我们在教学中郑重考虑这些问题。

——通过把握学生的学情分析，可以及时、准确地了解学生现有的认知、技

能、情感等方面已达到的水平状况，使课堂教学方案的设计不再停留在“零”的

基础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教学中的重复无效劳动。

——在学情分析中，可全面了解学生先学的情况，掌握学生的学习需要（学

习需要是指学习者在学习方面目前的状况与所期望达到的状况之间的差距，也就

是学习者目前水平与期望达到的水平之间和差距）。根据这个情况教师可以对原

先的备课构想进行适当的调整，将教学结构中的部分环节进行科学的取舍，从而

突出重点，增强教学的目的性和针对性，促进学生对新旧知识间的同化与顺应。

——通过学情的分析，对班级学生个体间的差异才有比较透彻的了解。这有

利于教师设计课堂教学方案时能注意面对全体学生，打破以往课堂模式封闭、僵

化、一刀切的局面，取而代之采用更加开放、灵活、多样的课堂结构，实现因材

施教、因人而异，不拘一格，促进每个学生都在原有基础上取得最优发展。

一句话，把握学生先学学情再备课，减少了课堂教学方案设计的盲目性和随

意性，提高了科学性和目的性，使课堂结构顺乎学情、顺乎客观实际，在最大程

度上与学生相吻合，并使教与学产生共振，得以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