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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阅读教学切入点运用的实践和探索 
◆黎洪南 

（广东省肇庆市第十一小学  526040） 

 
摘要：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三者之间对话的过程，在这个平等

对话的过程中，用怎样的话题和方式开展对话，从什么地方开始对话，

这就是教学的切入点。在教学中，教师首先要用自己的慧眼，找准分析

的切入点，既要给学生思考的空间，激活学生学习的潜力，又能使教材

内容生动形象地在课堂中得以再现。只要我们用心思考，用心创造，根

据不同的课型，创设不同的阅读教学的切入点，阅读教学就肯定会精彩

纷呈，事半功倍，大大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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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教学切入点？就是指教师在阅读教学中的突破口。阅
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三者之间对话的过程。在教学中，教
师要用自己的慧眼，找准分析切入点，既要给学生思考的空间，
激活学生学习的潜能，又能使教材内容生动形象地在课堂中得以
再现。下面就阅读教学的切入点对上好阅读课谈几点体会。 

一、从课文题目中抓准切入点 
大家都知道，题目是文章的眼睛。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抓

住文章的题目，就能迅速切入文章内容，也是打开文章心灵之窗
的最有效的途径。例如，教学《蟋蟀的住宅》这篇课文，在学生
读完课题后，首先引导学生围绕课题提问：课题的中心词是什
么？这个中心词在文章中起什么作用？在学生回答中心词是“住
宅”，“本文的内容是写蟋蟀的住宅怎样得来的和它的住宅有什么
特点”后，接着问：题眼是哪个词？学生大声回答：“蟋蟀”。然
后启发提问：“人类住的房屋才叫住宅，为什么作者把蟋蟀住的
地方也叫住宅呢？”“究竟作者是何意？”让学生通过认真阅读
课文来思考解决。这就为课文的学习确定了方向，也为师生互动
学习课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有些课题要从课文的中心思想和渗透情感线索来考虑，可以
用反题意切入。例如教学《再见了，亲人》一课，从了解“亲人”
的意思入手，当学生知道亲人是只指有血缘关系的人时，教师问：
“朝鲜人民与志愿军有血缘关系吗？”“那么志愿军为什么要称
朝鲜人民为亲人呢？”让学生通过找资料读课文的方法，用事实
来证明“朝鲜人民与志愿军战士虽然不是亲人，但就是亲人，而
且胜似亲人”。最后通过有感情读文，还可以加深体会对“亲人”
更高层次的理解。 

二、从课文的开头或者结尾的关键词句中抓准切入点 
有些课文开门见山，开始段总是对全文进行总概括，且总有

可以带动对全文理解的词句。例如《观潮》这篇课文的一开始就
提出：“钱塘江大潮，自古以来被称为‘天下奇观’。”这是概括
课文的重点句，也是课文要告诉我们的主要内容。教师首先要引
导学生抓住“天下奇观”这个关键词语，并且要很好地理解这个
词语，然后引导学生顺着“为什么称钱塘江大潮为‘天下奇观’
呢？”这个思路去读、去想，理解每个自然段的内容，特别要抓
住课文中那些说明钱塘江大潮怎样“奇”的重点词、句、段来理
解。这样，既为学生指明了思维的重点，又为这节课的阅读教学
明确了方向。 

此外，还有些课文关键词在结尾处。例如《中彩那天》一课，
最后自然段有一句是“成年以后，回忆往事，我对母亲的教诲有
了深刻的体会。”教学中就可以抓住“母亲的教诲”这个词语，
引导学生读书品味课文，体味母亲说了一句怎样的话？体味课文
是从那些内容表现母亲的教诲所起的作用。从课文结尾处抓准了
切入点，这样对整节阅读课教学就会得心应手，也起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三、从课文的过渡段（或过渡句）中抓准切入点 
课文的过渡段（或过渡句）对文章内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在阅读教学中，只要引导学生把握住文章的过度段（或过渡句），
就能更好地理解全文的内容。例如，在指导学生阅读《秦兵马俑》
一文时，在学生齐读课题后，教师问：这篇课文是围绕哪一自然
段展开来写的呢？这一段有什么特点？在学生说出 “兵马俑不

仅规模宏大，而且类型众多，个性鲜明”后，再引导学生合作探
究课文又是怎样抓住“规模宏大”“类型众多，个性鲜明”的特
点来描写的？这样就为生生合作探究、解疑提供了交流的平台，
为理解文章的内容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从课文的中心句中抓准切入点 
对高年级的学生来说，找中心句不难理解。课文的中心句对

文章起到提纲挈领，总结归纳，深化内容的作用。在教学中，只
要引导学生抓准课文的中心句，就能更准确地领会全文的主要内
容。抓住中心句这个突破口，教师在把握教学重难点上就更准确
了。例如，在指导学生学习课文《一夜的工作》时，教师一开始
就采用直奔课文中心的教学法。指出：本文有一个特点，全文都
是围绕着一句话展开写的，这句话对课文起着总结归纳的作用，
这句话在哪里呢？请找出来。当学生说出“他是多么劳苦，多么
简朴”后，再引导学生开展讨论：课文哪些内容是写周总理工作
劳苦的？哪些内容是写周总理生活简朴的？由于目标明确，小组
成员讨论十分热烈，发言踊跃，很快就解决了问题，达到了事半
功倍的目的。 

五、从课文的插图中抓准切入点 
课文中的插图色彩鲜艳，形象生动，富有童趣。课文插图大

多所表现的都是文章中最精彩的片段，有的再现课文的主要内
容，有的再现故事的高潮，有的再现主人公的形象……这些插图
不但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能帮助学生认识事物，理解课
文内容，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讲读课文时，必须引
导学生从插图抓准切入点，让学生进行形象思维，然后过渡到抽
象的语言文字，这样设计更有利于唤起学生学习课文的兴趣。例
如《观潮》一课的插图有两幅，第一、二幅图画的内容分别是人
们盼望大潮到来和大潮汹涌而至的场景。教学时，教师先引导学
生观察画面所叙述的内容，然后直接切入文章重点段第三、四自
然段，让学生边读文边看图，引导学生品味文章前后的内容，理
解钱塘江大潮的确是“天下奇观”。 

综上所述，只要我们用心思考，用心创造，根据不同的课型，
创设不同的阅读教学的切入点，阅读教学就肯定会精彩纷呈，学
生学得开心，老师教得省心，事半功倍，大大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但是，选择切入点还应注意的问题是：第一，切入口要精到
巧妙。一篇文章，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有无尽的味道，切入点越小，
越便于师生集中有限的时间突破重点难点。第二，切入点要提纲
挈领。好的切入点是能够发散和收缩全文内容的，所以选择切入
点之前，必须要整体把握教材，全面了解学生。第三，切入法要
富于变化。具体操作起来，因课而异，因人而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