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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点”切入  “点”读文章 
——通过关键词解读文本的方法浅谈 

◆郑春梅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尧岗小学） 

 
摘要：培养学生的独立阅读，关键在于引导学生找到最能激发他们思维

的“点”，而这个“点”就是一篇课文中最关键、最敏感的词汇——关键

词。每篇课文都有关键词，它们或揭示了文章中心，或概括了文章内容，

或揭示了文章的情感。从关键词入手，引导学生抓住关键词进行阅读可

以更好的实现教学目标、解读文章、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让学生更好地

对课文内容进行思考和理解。在本学期的教学实践中，我对以关键词为

“点”切入文章来引导学生解读文本的方法进行了一些尝试。 

关键词：以“点”切入；品读句子；文本阅读 

 

 

一、以“点”切入，解读课题 
题目是文章的“眼”，读懂文章的题目对课文主要内容的把

握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学生对课文内容的了解。因此，从题目
下手引导学生学会找课题的关键词是最常用的阅读方法。 

如在执教《彩色的非洲》一文时，学生很容易就能找出课题
的“点”——“彩色的”，通过“彩色的”这一“点”学生能很
快解读课题，知道本课重点描写的是非洲的色彩，课文将会给我
们展示出一个色彩斑斓的非洲。同时，学生也会对题目产生疑问，
会提出一些问题，如：为什么说非洲是“彩色的”？非洲有哪些
美丽的色彩？这样，学生能从题目中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并能
围绕重点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又如《童年的发现》一文，在两个
课时的教学实践中，我的第一环节是提取课题关键词“发现”，
围绕“发现”二字，学生提出“发现了什么？”“怎样发现的？”
“他发现后心里有什么滋味？”的质疑，带着自己提出的问题去
初读课文，解疑“发现”，可以激起学生阅读课文的兴趣。紧接
着第二环节让学生追踪“发现”，在学生了解“发现”的内容后，
感知“胚胎的发育规律”这一发现过程：梦见会飞——请教原因
——痴迷研究——大胆猜想。第三环节是让学生品读“发现”，
在品读的过程中也是通过寻找关键词的方法让学生去感悟作者
的心情变化。第四环节是证实“发现”。最后是重塑“发现”，让
学生回顾全文，对人物特点进行评价，对文本进行再次提升和整
合。这样，全文的教学设计都是从课题的“点”切入，来对文章
进行解读。 

学生带着由题目的关键词引发的问题进行探究，由“要我学”
变成“我要学”，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也能更好
的整合课文内容，把握课文的结构与中心。在学习过程中，学生
始终处于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对课文有更深层次的感
受、理解、欣赏和评价。 

二、以“点”切入，品读句子 
理解句子是理解文章的基础，我们的语文课本中有许多名篇

佳作，他们往往都有一些含意深刻的句子，这些含义深刻的句子
更是理解文章主题、体会作者思想感情的关键，所以，把这些含
义深刻的句子弄懂，对读懂课文也是很重要的。理解含义深刻的
句子方法有很多，其中，抓住关键词，以“点”切入来体会作者
蕴含在语句中的态度及含义也是常用的方法。 

比如《桥》一文描写洪水的句子中，我们可以找出拟人的关
键词“咆哮”、“狞笑”、“狂奔”、“放肆”、“势不可当”等来体会
到洪水的凶猛无情，从而感悟老汉无私奉献、舍小家为大家的精
神。同时，课文的关键句“他像一座山。”是对老汉形象的比喻，
理解句子中的关键词“山”，这是一句比喻句，把老汉比喻成“山”，
既写出了老汉面对洪水时如山一般沉着冷静，又体现了老汉在人
们心目中“靠山”的地位。只要这个“点”切入的好，学生就很

容易把握老汉的形象。又如《金色的鱼钩》一文最后一句话“在
这个长满了红锈的鱼钩上，闪烁着灿烂的金色的光芒！”这句话
中，有两个看似矛盾的关键词：“红锈”和“金色”，如果能够理
解出“红锈”是因为鱼钩的存放时间长而长出了红锈，而“金色”
则代表着老班长为革命事业、为战友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崇高的革
命精神和高贵的品质，学生就能品读出鱼钩上虽然长满了红锈，
但是它记录着老班长那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闪烁着老班长那金
子般的思想光辉，昭示着老班长忠于革命、关心同志、舍己为人
的精神令人敬佩，永垂不朽。 

所以说，在语文教学中，抓住句子中的关键词来品读句子是
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理解了关键词，就更容易抓住作者的弦外
之音。而且，学生在解读关键词时，会对文章进行较为深入的研
读，这样，就能够达到以“点”切入，品读句子，进而直达文章
心脏部位的效果。当有了这些作为铺垫，学生再去阅读文章时，
就能成竹在胸了。 

三、以“点”切入，感悟全文 
关键词是指在句子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词语，而不是固定的某

一类词，关键不关键，需要根据句子意思去判断。曹明海有言：
“词语是沉默而孤立的，当它没有进入一定的语言关系中时，它
只具备辞典上的抽象意义。而当它处在一个特定的语言环境中
时，这个词就会被另一些词唤醒，具体的意义开始觉醒。”我们
不仅可以从句子中找关键词，也能从全文中提取关键词，通过这
个关键词来切入文章，感悟全文。 

比如《与象共舞》一文，文中有许多词语都表达了人与象和
谐共处的美好画面，这些词语都是作者精心构思而成的，所以我
们可以通过找这些关键词来感悟文章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如最
后一个自然段的教学，引导学生找出词语“感染”，学生通过思
考“感染”的根源，在思考中想象“人群和象群混杂在一起舞之
蹈之的热烈气氛”。或者找出“陶醉”一词，引导学生充分的阐
述“陶醉”的理由，并在讲述中回顾全文，感受象在泰国的特殊
地位才能感受象完全放心地与人类和谐共处的原因。 

此外，我们还可以将从全文中提取的关键词进行整合，引导
学生将这些关键词连词成句、连句成段，连段成篇，既能训练学
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又能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如《自己的花是让
别人看的》一文，提取文章的关键词“家家户户”、“花朵朝外”、
“花的海洋”、“奇丽的景色”、“奇特的民族”和“人人为我，我
为人人”。通过这些关键词，学生可以感受到德国是一个爱花的
民族，德国养花的方式与众不同而形成了一道奇丽的景色，升华
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一“奇特的民族”。将这些关键词
连词成篇，可以起到浓缩课文主要内容的作用，既可以帮助学生
深入理解课文内容，又能让学生从中悟得做人的道理，同时也能
让学生感受到文本的价值取向。 

因此，在语文教学中，通过抓住关键词这一“点”来切入全
文，可以删繁就简，扣住教学的主旨，从而达到统领全文、升华
情感、落实语用的教学目的，使语文的学习变得更加简单、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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