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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眼抓关键  品读悟主旨 
——低年级语文课堂教学抓住关键词句理解文章主旨初探 

◆刘景婧 

（南宁市江南区富乐小学） 

 
摘要：一、二年级学生处于小学阶段的低年级段，对文字量较多的文本

阅读，不能很好地理解文章主旨。对低年级语文教师来说，用抓关键词

句理解文章主旨的课堂教学方法，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快速切入文本，为

低年级学生步入中高年级的阅读做好准备；还能以语文课堂教学为桥梁，

搭建学生与阅读的康庄大道，真正做到“慧眼抓关键，品读悟主旨”。 

关键词：低年级语文；课堂教学；关键词句；文章主旨 

 

 

正文： 
《语文课程标准》(2011 版)对第一学段（一、二年级）的阅

读要求是：“结合上下文和生活实际了解课文中词句的意思，在
阅读中积累词语。借助读物中的图画阅读。能阅读浅近的童话、
寓言、故事，向往美好的情境，关心自然和生命，对感兴趣的人
物和事件有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并乐于与人交流。”[1]一、二年级
学生处于小学阶段的低年级段，受认知范围、思维模式、生活环
境等制约，导致学生不能适应文字量较多的文本阅读，不能很好
地理解文章主旨。对低年级语文教师来说，探索一种高效的课堂
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快速切入文本，积累理解文章主旨的方法，
为步入中高年级做好准备，是低年级阅读教学的当务之急。而“关
键词句”指的是能够让学生感受深刻，对表现文章主旨有较大作
用的词句。本文从语文课堂教学的角度出发，以人教版课标本二
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第 27 课《寓言两则》中的《揠苗助长》为例，
试着探索抓住关键词句理解文章主旨的方法，力求做到“慧眼抓
关键，品读悟主旨”。 

一、借助动画，抓关键字解题 
（一）抓住动画片的关键信息，有利于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小学低年级段的学生形象思维能力较强，抽象思维能力较

差，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教师在语文课堂教学时，可以适当选取
小学生感兴趣的、与课文内容相关的动画片，作为教学导入，这
样既可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也可以让学生对文章内容有初步
的了解，还能训练学生抓住动画片关键信息的能力，可谓“一举
三得”。 

比如，本人在人教版课标本二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第 27 课《寓
言两则》中的《揠苗助长》的教学时，特别选取了《揠苗助长》
的动画短片作为导入，学生在短短几分钟的动画片中，不仅对将
要学习的寓言故事兴味盎然，还在观看过程中明白了故事大意，
抓住了“农夫”“禾苗”等关键信息。特别是在观后感的自由交
流中，学生们弄清了“寓言”与“神话”的区别。这都为后续的
语文课堂教学做了极好的铺垫。 

（二）抓住题目的关键字，有利于了解文章大意。 
“关键词句”指的是能够让学生感受深刻，对表现文章主旨

有较大作用的词句。而题目是一篇文章的“眼睛”，能在很大程
度上体现文章的主旨中心，题目中的关键字更有利于学生了解文
章大意。 

我趁着孩子们观看动画短片后的兴奋心情，让他们带着对
《揠苗助长》这则寓言故事的强烈印象，思考“揠”和“助”分
别是什么意思？孩子们经过独立思考，大多数能理解“揠”是“拔”
的意思，“助”是“帮助”的意思。这时，结合之前观看动画短
片时的“农夫”“禾苗”等关键信息，教师就可以顺水推舟地引
导学生推导出《揠苗助长》的故事大意是“一位农夫把禾苗拔高，
希望能帮助禾苗长高”。这正是抓住“文眼”，快速切入文章中心
的高效方法之一。 

二、小组合作，抓关键词比较异同 
《语文课程标准》认为：“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语文

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生的个体
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充分激发
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1]在此要求下，教师采取小组合作的方式，有利于学生在进一步
的语文学习中自主探究，攻克较有难度的问题。 

在学生了解了《揠苗助长》的故事大意后，我让学生以小组
合作的方式找一找：哪些词语或句子表明了农夫揠苗的原因？并
画下来。学生经过小组讨论，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又引导
学生抓住关键句“禾苗好像一点儿也没有长高。”里面的关键词
“好像”，猜测“好像”的意思；并比较“禾苗好像一点儿也没
有长高。”“禾苗一点儿也没有长高。”这两组句子的异同。学生
在联系上下文的猜测、比较中，理解了“好像”在这句话中的意
思是“农夫以为禾苗没长高，实际上已经长高，只是不明显。”
并读出怀疑的语气。而没有“好像”的那一组句子，意思是“禾
苗真的没长高”,要读出肯定的语气。 

就这样，学生在抓住关键词进行对比读的过程中，联系上下
文就很容易明白，农夫“揠苗”的根本原因是他太心急，不顾禾
苗的生长规律，想用人为的方法让禾苗加速生长。 

三、多种形式，抓关键句品读心情 
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

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多种形式的朗
读，为学生深入理解词句含义、区别字词之间的细微差异、感受
人物的心理活动，提供了有效的语文实践途径。也让学生学会运
用多种阅读方法，培养良好的语感，注重情感体验，发展感受和
理解能力。而关键句的品读，更能贴近文章主旨中心，让学生在
多种形式的“读”中切实感受人物的心情变化，将“品读”落到
实处。 

（一）抓关键词，表演读出心情  
在学生理解了农夫“揠苗”的根本原因之后，我再次让学生

带着问题“农夫接下来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继续自读课文，
找出有关农夫动作和语言的关键句，从中筛选出关键词“巴望”
“焦急”“自言自语”等，并引导学生紧紧抓住关键重点词语“焦
急”，通过造句、朗读、加上动作表演读等方式，读出农夫的“焦
急”心情。这个教学环节同时训练了学生的筛选信息能力、朗读
能力，而关键词的理解让这两种能力的训练培养变得较为简易可
行，让二年级的学生也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人物的心情。 

（二）抓关键句，男女赛读出不同语气。 
当学生体会到人物的心情之后，教师应当更进一步，让学生

带着“农夫那么焦急，那他想出了什么办法？”“当筋疲力尽的
农夫回到家里，他又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等问题，一步一步
地引出农夫“助长”的办法，并让学生联系上下文，抓住关联词
“一边喘气一边说”，理解体会农夫既辛苦又得意的心情。 后，
要特别注意区别理解，同样是写“说”，课文却根据农夫的想法
和心情，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比如：拔苗之前，农夫是“自言
自语地说”；而拔苗之后，农夫是“一边喘气一边说”。这时，男
女赛读更能激发学生的好胜心，让学生在赛读的教学环境中，抓
住关键句，更深入地体会人物的心情，读出不同的语气。 

四、合作探究，读演结合悟主旨 
通过前三个“慧眼抓关键”环节的运用，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
紧紧抓住关键词句，经过“初步了解文章大意、小组合作比较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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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多种形式品读心情”等步步深入的“品读”过程，文章的主
旨中心也呼之欲出。这时，教师只需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
生在合作探究、自由讨论的氛围中得出《揠苗助长》的启示，即
“做事要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不可急于求成。”并让学生在整
个故事的读演结合中，再次回顾故事过程，学生对主旨的领悟也
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结语： 
“慧眼抓关键，品读悟主旨”。从语文课堂教学的角度出发，

教师设计出重点问题，让学生沿着文章思路，层层深入，抓住关
键词句理解文章大意、故事冲突和人物内心，并在多种形式的品
读中领悟文章主旨。这次低年级语文教学课堂抓住关键词句理解
文章主旨的有益尝试，不仅让我在语文教学上有所突破，喜获
“2017 年南宁市江南区教师教学技能大赛第一阶段一等奖、第

二阶段二等奖”的好成绩，更让学生切实掌握了一种高效的阅读
方法，为低年级学生步入中高年级做了良好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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