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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文单元要素探索理解词语的方法
——以统编小学语文三年级第一学期《秋天的雨》为例

周　吉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上海普陀区　201800

摘　要：近年来，小学语文愈发关注单元整体学习。统编语文教材每单元围绕阅读和写作要素探究同类课文的学习

方法，提升学生语文综合能力。本文以统编小学语文三年级第一学期第二单元《秋天的雨》一课为例，结合单元要

素，探索理解词语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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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分析

三年级是小学阶段的过渡年级，语文学习重点从低

年级的字词句转向中高年级篇章结构理解。在字词理解

方面，教师应适当放手引导学生自主理解学习，学会用

多种方法理解课文中难懂的词语，学会方法的迁移。

2案例描述

2.1课堂教学片断一：联系生活实际理解“钥匙”。

师：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词语“钥匙”（出示钥匙图

片），谁来说说钥匙在我们的生活中是用来干什么的？

生：钥匙是用来开门的。

师：课文中把秋天的雨比作一把钥匙，它把什么打

开了？

生：它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

师：我们可以联系生活实际来理解课文中难懂的词

语。秋天下雨后，大自然发生了变化，就像一把钥匙，

悄悄地打开了秋天的门。

2.2课堂教学片断二：图片理解“你挤我碰”。

师：“你挤我碰”是什么意思呢？谁来说一说？

生：“你挤我碰”就是你挤一下我碰一下，谁也不让

着谁的意思。

师：（出示果树图）看，为什么橘子、柿子在“你挤

我碰”呢？

生：因为橘子、柿子很多，所以挤在了一起。

师：我们从图片中就能知道“你挤我碰”的意思了。

2.3课堂教学片断三：动作理解“频频”。

师：菊花真美呀！它们在秋雨里频频点头。你能不

能做做点头的动作？那频频点头呢？ 

（生不断点头）

师：频频点头就是不断地点头，我们可以通过做动

作来理解它。秋天的雨滴在菊花的花瓣上，使得菊花不

断地点头，就像是在感谢秋雨一样。

2.4	课堂教学片断四：图片理解“五彩缤纷”。

师：秋天的雨有这么多美丽的颜色，真是——？

生：五彩缤纷

师：“五彩缤纷”除了指颜色多，还有没有更多的意

思包含在里面呢？（出示多种颜色图片）我们看，这些

颜色，还有没有什么共同点？ 

生：这些颜色都是非常艳丽，非常明亮的。

师：课文中出现了那么多亮丽的颜色，原来“五彩

缤纷”不仅指颜色多，而且指色彩绚丽丰富。

2.5课堂教学片断五：联系上下文理解“勾住”。

师：水果散发出香甜的气味，小朋友的脚常被那香

味勾住。你能结合课文，

说说句子中“勾住”是指什么呢？应该选择哪个

选项？

出示：句子中的“勾住”指的是（    ）

A.小朋友常被有香味的水果树绊住脚。

B.水果好闻的香味吸引了小朋友。

C.水果香甜的气味让小朋友的脚也变香了。

生：句子中的“勾住”指的是水果好闻的香味吸引

了小朋友。

2.6课堂教学片断六：找近义词理解“加紧”。

师：哪些动物、植物在为入冬做准备？他们是怎样

准备的？

生：小松鼠找来松果当粮食，小青蛙在加紧挖洞，

准备舒舒服服地睡大觉。松柏穿上厚厚的、油亮亮的衣

裳，杨树、柳树的叶子飘到树妈妈的脚下。

师：小青蛙在加紧挖洞，“加紧”就是——

生：赶紧、赶快。

2.7课堂教学片断七：理解“阅读链接”中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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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课后阅读链接中有一篇短文，选自德国乌纳雅

各布的《太阳时钟》。短文中有许多有新鲜感的词语，老

师以“缺乏”为例，我会这样说：我用找近义词的方法

理解“缺乏”，缺乏的意思是“缺少”。请你学着我的样

子，理解短文中的词语说一说。

生1：我用找近义词的方法理解“赐予”，这个词语

的意思是“给予”。

生2：我用查字典的方法理解“迁徙”，这个词语的

意思是“迁移，改变居住的地方”。

生3：我用联系上下文的方法理解“生物钟”，这个

词语的意思是候鸟有自己的作息时间。

生4：我用查资料的方法理解“蓟类植物”是一种

草本植物。

师：同学们，你们已经学会了用不同的方法理解

词语。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你掌握了哪些理解词语的

好方法？

生：我学会了借助注释、查字典、联系上下文、联

系生活实际、找近义词……

3案例反思

3.1基于单元要素理解词语

《秋天的雨》这篇课文选自统编语文教材三年级第一

学期第二单元。第一单元的阅读要素是：阅读时，关注有

新鲜感的词语和句子。第二单元的阅读要素是运用多种方

法理解难懂的词语。第二单元在第一单元的基础上对字词

理解有了进一步要求，第一单元要求找到并积累词语，第

二单元在此基础上要求运用多种方法理解词语的意思。

3.1.1本单元理解词语的方法

通过本单元几篇课文的学习，学生能够总结理解词

语的方法。常见方法有查字典、查资料、借助注释、近

（反）义词、分合法、借助音像（图片）、联系上下文、

联系生活实际、做动作、想象说话。每种方法各有侧重

点，学生要学会根据不同类型的词语选择合适的方法。

(1)查字典：适用于多数规范词语。

(2)查资料：适用于有一定历史背景、较生僻的词。

(3)借助注释：适用于古诗文或现代文中生僻的词语。

(4)找近（反）义词：适用于双字形容词或意思比较

明显的三、四字形容词。

(5)分合法：适用于词语中单字能够组词理解的词语。

(6)借助音像（图片）：适用于有画面感的词语。

(7)联系上下文：适用于上下文中有相关内容涉及的

词语。

(8)联系生活实际：适用于生活中容易举例的词语。

(9)做动作：适用于理解动词的意思。

(10)想象：适用于有语言、动作等想象空间的词语。

3.1.2本单元课文理解词语的梯度

本单元有4篇课文，每篇课文中都有若干需要学生

理解的词语。表格中罗列了每个词语相对最适合的理解

方法。《4.古诗三首》主要运用了借助注释的方法理解词

语，个别词语可以运用其它方法。《5.铺满金色巴掌的水

泥道》主要运用联系上下文和联系生活实际的方法理解

词语。《6.秋天的雨》要理解的词语比较多，方法比较多

样，后文详述。

3.1.3篇课文理解词语的方法难度递增，趋向于更加

丰富和灵活。

课文 词语
方法

借助注释 借助图片 联系生活实际 联系上下文 找近义词 做动作 查字典 想象说话

4.古诗三首

坐 √

擎 √ √

斜 √ √

生 √
橙黄

橘绿
√

萧萧 √

挑促织 √

篱落 √

5.铺满金色巴

掌的水泥道

明朗 √ √ √ √

水洼 √ √

熨帖 √ √

凌乱 √ √

6.秋天的雨 钥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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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文 词语
方法

借助注释 借助图片 联系生活实际 联系上下文 找近义词 做动作 查字典 想象说话
你挤

我碰
√ √ √

频频 √ √ √

五彩

缤纷 √ √ √

勾住 √ √

加紧 √ √

*7.听听，秋

的声音

歌韵 √ √

叮咛 √ √ √

歌吟 √ √

3.1.4本课中理解词语的方法

《6.秋天的雨》要理解的词语共6个，分别是“钥

匙、你挤我碰、频频、五

彩缤纷、勾住、加紧”，采用不同的方法理解。本课

词语都能用查字典的方法理解，故下文主要论述其它方

法。

（1）联系生活实际理解“钥匙”

“钥匙”是一个名词，学生能在日常生活中见到钥

匙，这个词语的难点不是在于理解“钥匙”的本意，而

是联系生活实际理解“钥匙”在文中的意思。钥匙在生

活中是用来开门的，不难理解文中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

法把秋天的雨比作打开秋天大门的钥匙。

（2）理解“你挤我碰”

①	借助图片

教师出示果树丰收图，学生通过观察图片知道“你

挤我碰”是挤在一起的意思，突出秋天的果子很多。教

师出示图片，学生看到果子挨挨挤挤的样子一目了然。

②	联系生活实际

“你挤我碰”是一个动作，但是不是单个人的动作，

用做动作的方法不太方便理解。但是，学生在生活中可

以看到很多“你挤我碰”的场景，如挤公交车、节日马

路上人山人海，学生可以列举生活中的例子来帮助理解

词语。

（3）理解“频频”

①	做动作

“频频”是个副词，文中用来修饰点头这个动作，说

明菊花点头的频率很高，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表现菊花

开得很茂盛。学生通过加快速度做点头这个动作理解

“频频”就是代表频率快。

②	找近义词

“频频”的近义词是“频繁”，这两个词语的难易程

度差不多，有一定词语积累的学生可以使用找近义词的

方法理解词语。

（4）理解“五彩缤纷”

①	借助图片

出示秋天的景物图片（银杏叶、菊花、稻谷、枫

叶、橘子），学生通过观察了解秋天的颜色不仅多，而且

明亮。“五彩缤纷”和“五颜六色”是不同的，它还带有

“闪亮”的意思。

②	联系生活实际

生活中很多事物都是五彩缤纷的，如烟花、花朵等，

还可以说五彩缤纷的世界、五彩缤纷的生活。学生能通

过联系生活实际的方法理解词语。

（5）联系上下文理解“勾住”

“勾住”是个动词，在生活中很容易理解，难点在

于理解“勾住”在文中的意思。采用选择的形式，请学

生选出“勾住”在文中的意思，即“水果好闻的香味吸

引了小朋友。”不难理解文中“勾住”就是“吸引”的意

思，和我们平时理解很不一样，让学生直接表达可能有

困难，故采用选择的形式更符合学生年段特点。

（6）找近义词理解“加紧”

“加紧”特别适合用找近义词的方法理解，“加紧”

即“赶快、抓紧、赶紧”的意思，学生对常用词语“赶

快、抓紧、赶紧”比较熟悉，找近义词也是学生比较熟

悉的理解词语的方法。

3.1.5理解词语方法迁移

结合课后阅读链接中《迁徙的季节》一文，进一步

巩固理解词语的常用方法。《秋天的雨》课文中难懂的词

语比较固定，所选词语由老师根据学情挑选纳入课堂教

学。《迁徙的季节》一文由学生选择自己难理解的词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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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理解词语的方法，教师课前也有预设，如“赐予、

迁徙、生物钟、蓟类植物”。学生能够运用自己本单元所

学用合适的方法理解难懂的词语。

词语 方法 词义

赐予 找近义词 给予

迁徙
找近义词 迁移

查字典 迁移，改变居住的地方

生物钟
联系上下文 候鸟有自己的作息时间

联系生活实际
我每天7:00起床，21:00睡

觉，很有规律。
蓟类植物 查资料 菊科蓟属的草本植物

学生学习课文不仅仅为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更重

要的是要学会围绕单元要素将本课中所学的方法灵活运

用于其它文本学习之中。老师在日常教学中要教会学生

不断总结方法，做一个会学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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