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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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指导 

 

.怎样概括主要内容————其他表述方法 32.怎样阅读现代诗歌 33.

怎样阅读古诗 34.怎样阅读浅显的文言文 35.怎样阅读名著  

 

 

一、写人的文章： 

一、抓住人物的语言举止，体会人物的个性和品质。 

二、通过典型事例，分析人物形象。 

三、分析写作目的。正确归纳中心思想。 

主要内容的归纳方法有：综合个段段意，抓关键词句；抓重点段，抓

过渡段句；抓标题等。 

 

   一般写人类文章以人物描写为主，通过对人物在具体事例中的言
行举止，心理活动及细节的描写，反映人物的性格特点和思想品质。

在阅读此类文章时，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分析人物的外貌。 

   外貌描写是作者对人物容貌、神情、姿态、服饰等方面的描绘。
人物的外貌往往反映人物的个性和内  心。阅读时可以分析人物外貌

来了解人物的内心变化及个性特点。 

〔二〕、读懂人物的语言。 

语言是人类用来表达意思、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文章对人物语

言的描写能反映人物一定的思想、个性和心理特点。读文章时分析揣

摩人物的语言，有助加深对人物的理解。 

〔三〕、分析人物的动作。 

   人物的动作同样能反映人物的个性。在阅读文章时要细细地品
味，并感悟其特别的地方。     

〔四〕、分析人物的心理。 

   人物的心理泛指人的思想、感情等活动。对人的心理上活动描
写能直接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一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往往是靠许多

心理描写来突出人物个性的。心理活动刻画得好，人物品质就表现得

更加丰富多彩，就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五〕、注意侧面衬托描写的作用。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尽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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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抓住人物的特点，体会人物的个性和品质。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人也一样。每个人的外貌特征，
言行举止都不尽相同，所以在阅读时，认真分析人物的外貌描写、语

言描写、动作描写等内容，从而了解人物的个性特点以及人物的美丑

善恶。 

2、抓住典型事例，分析人物形象。 

  写人离不开记事，人，是全文的中心，事，则是为表现人物的形
象服务的。有的写人文章是通过一件事或几件事表现某一特征，有的

则是通过几件不同的事表现某几方面的特征。所以在阅读时，我们应

抓住典型的事例，认真分析人物的性格特征、道德情操。 

3、理清文章层次，明确写作目的。 

在理清文章段落层次的基础上，了解文章写的是什么，还要弄清

作者为什么写这篇文章。看文章通过记叙或者描写表现、歌颂了什么，

这也就是概括文章的中心思想。明确了中心，有利于更进一步加深对

文章内容的理解。 

接着应该做： 

1、分清文章中的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 

2、弄清文章中记叙的事情，共写了几件事，详写了什么，略写

了什么。 

3、分清文章中人物的外貌、语言、动作以及心理的描写。 

4、概括人物的品质和精神。 

考查形式：①归纳中心思想；②答复下列问题——他/她是一个

怎样的人？ 

课内练习： 

 

 

 二、记事的文章 

一、抓住事情的“六要素” 

即抓住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从

而感知文章的内容。 

二、掌握分段方法，概括中心思想。 

1、划分段落．可以把事情经过按起因、经过和结果来分段。另

外，记事的文章如果是通过几件事来揭示一个中心，还可以按不同内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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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事情来分段。 

   2、归纳中心思想。可以借助事情篇首或篇尾点题来归纳，也可以

通过主要事件或重点段落表现出来的思想、意义来概括。 

   三、理清叙事的顺序 

1、顺叙：按照事情的先后顺序来表达； 

2、倒叙：把事情的结局先写出来，然后再写事情的发生经过； 

3、插叙：在表达某一事件的过程中，要对所表达的事情进行必要的

交代而插入的叙事 

   四、抓住叙事的重点部分，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表达文章，一般有详有略，但凡能反应文章中心思想的地方，作者都

要选取典型的事例进行详细。 

 

 

三、写景的文章 

   写景，也就是描写景物，通过作者有条理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一

幅优美的风景画。 

阅读此类文章要注意：  

1、 了解写景文章的类别  

一般有以下三类： 

一类是游记，写的是在游览过程中所见的景物，如课文《记金华

的双龙洞》； 

一类是描写生活中所见到的自然景象，如课文《火烧云》、《第一

场雪》； 

一类是写人们生活处所周围的景，如课文《梅雨潭》、《鸟的天堂》。

我们如果了解了写景文章的类别，阅读中就可以根据不同的特点，

采取不同的阅读方法。  

2、 明确写景的描写顺序  

写景必须按照一定的观察顺序来写，因此明确了作者的描写顺序

对理解全文内容有相当大的帮助。写景文章一般有这样的几种顺

序： 

1、按空间顺序写。如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从左到右或从右到

左，从远到近或从近到远，从四周到中间或从中间到四周等。 

2、按观察的先后顺序写。这类文章一般是以参观游览的进行顺

序落笔写景，条理清楚。如参观的顺序、游览的顺序。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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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按时间推移的顺序写。随着时间的变化，描写的景物也发生

了变化。如春、夏、秋、冬、早、中、晚，时间变化，景物也随之变

化。 

4、按景物的不同类型来写。如《美丽的小兴安岭》第三自然段，

就分别写了小兴安岭夏天里树木、雾、阳光、草地等景物，层次分明。  

3、理解写景文的层次  

   写景文章在结构上一般有这样两种： 

一是总分结构。这种结构的表现形式或先总后分，或先分后总，

或先总后分再总。课文《桂林山水》就是先总的赞美桂林山水，再用

两个自然段写桂林的山和水，最后又总起来说桂林山水。 

二是移位换景的结构，就是按照观察点的转移来采写。观察点的

移动，必然引起景物的相应变化，或者是随着游览顺序安排层次，这

时，文章中一般都有“提示语”，告诉你作者走动了，笔下的景物变

了，或者观察点移动了，把景物的不同方面并列铺开来写。 

4、体会写景文的思想感情  

    无论是哪类写景的文章，都不是单纯的为写景而写景，而是借助

景物的描写，通过比喻、夸张、拟人等手法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

或对大自然的赞美，或对生活的热爱，或对祖国秀丽山川的赞叹，感

染读者，文章字里行间所流露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往往就是这篇文章的

中心。借景抒情，景中寓情，“一切景语皆情语”... 

 5、体会文章的修辞手法 

（1）比照法：把两个相同或相反的景物，或一景一物的两个不同方

面并列写，形成反差，目的是突出所要描写的景色。 

（2）拟人法：为了到达更好的表现效果，作者把所要描述的景物直

接当做人来描述，赋予其行为、动作、语言来反应景物变化过程。 

 

四、 状物的文章   

状物，就是把事物的形状、颜色、性能等特点用生动形象的语言

描述出来。这里说的“状物文”指的是侧重于状物的文章，一般分为

“状静物文”和“状动物文”“状植物文”。如《长城》一文就是“状

静物文”，它介绍了长城的位置和构造特点；《燕子》一文是“状动

物文”，介绍了小燕子的外形特点、飞行特点、停歇特点；《我爱故

乡的杨梅》是“状植物文”，描写了杨梅果的形状、颜色和味道。所

以，阅读此类的文章，我们先要在结构上弄清它有那些突出的特点。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增广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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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弄清描写顺序，把握整体印象 

“状物”不但要言之有物，还要言之有序。一般物体的写作都有一定

的顺序，如形状、颜色、滋味、外形、生活习性、结构、用途等，弄

清了这些顺序，既能很快地划分段落，还能很准确地把握义章的内容。 

描写顺序，可以从概括到具体，可以从整体到部分，可以按总——分

——总的顺序。就全篇而言，写静物的一般按照样子、结构、用途的

顺序写；写动物的一般按照外形、动态、习性来写；写植物的一般按

照形状、颜色、滋味的顺序写，也可按照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

写，或是写根、茎、叶、花、果来写。弄清了文章的写作顺序，能够

很快地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加深理解。 

二、抓住事物特点，理解写作目的                                           

状物的文章总是通过对个体形象的描述，突出事物的特点，表达思想

情感。也就是通常说的托物寄情、托物言情和托物言志。在阅读文章

时，一定通过外表的描写去分析作者的写作意图，体味作者寓什么理，

寄什么情，言什么志。要善于抓住字里行间的关键语句，特别是文首

或结尾的话语．另外，注意分析作者在句中运用的修辞手法，也是理

解其写作目的的方法之一。  

三、分析文章结构，理清文章层次                                           

在文章结构方面，此类文章通常按照采用按照事物的不同方面的特点

来安排材料的方法。如《高大的皂荚树》就是按照皂荚树一年四季不

同的四个方面的特点来写的，写出了它无私奉献的精神。经常采用的

是总——分——总的结构方式。 

 总之，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要根据事物的特点展开合理的联想，体

会作者借描写这个事物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五、如何阅读童话 

一、了解童话的特点和类型 

童话是按照儿童的心理特点和需要，通过丰富的想象、梦想和夸

张来塑造形象，反映现实生活，起到教育、歌颂或挖苦的作用。童话

和寓言相比，不同的是在故事情节上更富于梦想，人物活动曲折离奇，

引人入胜，篇幅较长。 

阅读童话除了要依据这些特点外，还要分清它是属于下面几种类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刘鹗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学习文档 仅供参考 

型中的哪一种： 

〔1〕拟人化童话，即将动物、植物或者世界上一切没有生命的

东西，赋予人的生命，模拟人的言行，成为童话的“人物”。 

〔2〕人物童话，即以普通人作为主人公的童话。 

〔3〕超人化童话。即童话中的人物形象属于一些超自然的、梦

想的、想象中的形象。 

〔4〕知识童话〔也称科学童话〕。即把神奇的科学世界或者其未

来远景用童话的形式表现出来，引起少年儿童的浓厚兴趣，阅读童话，

首先就要搞清楚是属于哪种童话，再根据各类童话的不同特点去理

解。 

 

二、领悟童话的生活道理 

童话总是通过有趣、离奇的故事反映生活，揭示某种道理，对儿

童进行多方面的教育。在阅读时，外貌要通过对童话中人物形象的具

体分析去领悟做人或生活的道理。《小青石》一文，揭示把小青石当

作人来写，让它会说、会想、有感情，通过小青石的变化，思想的转

变，说明了一个深刻的做人道理——为大众服务的生活才是最有意义

的。 

 

三、正确理解童话内容，体会作者的写作意图、思想感情和生活真谛。 

    用阅读记人、记事文章的方法来阅读童话同样是切实可行的，而

且童话更浅显易懂，更能轻松地领悟其内容．只要我们去分析领会童

话里的人物的语言或行动，我们就能自然而然地领悟到作者的写作意

图、思想感情和做人或生活的道理。 

 

六、如何阅读寓言 

寓言，就是“寓义于言”，在具体的故事里面寄托阅读时，我们要根

据其特点去理解思想内容。 

一、把握寓言中的“故事”    

寓言从结构上看，大多分为故事和教训两部分。所以，首先要把

寓言当作故事去读，弄清楚寓言中的主要人物(有时采用拟人手法写

的动物、植物等)、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等。故事中有哪些人物

〔有时是采用拟人手法写的植物、动物等〕，主要“人物”是谁，他

们〔它们〕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列传》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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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领会寓言的寓意 

寓言一般采用一事一理的写法，它通常使用拟人、夸张、挖苦等

表现手法来批计、挖苦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所以要通过对故事的分

析，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把握寓言的含义。 

 

三、进行情景转换，弄懂生活的哲理 

由于寓言故事是虚构的，其主要艺术手法是拟人化，大都是将动

物、植物等当作主人公，往往带有夸张浪漫的色彩，所以阅读中，还

要将其中的艺术形象和情景进行转换。即将那一情景转换成这一情

景，将那一人物转换成这一人物，将非人的情景转换成人的情景，进

而分辨善恶、美丑和好坏，弄懂其中的道理。如把《滥竽充数》中的

南郭先生，转换成那些没有真才实学，凭做假、蒙混度日的人；把“滥

竽充数”比喻为缺乏才干而混充行家，或是比喻拿次要的东西混在好

的里面。 

 

七、如何阅读科普文〔说明文〕 

说明文的类型：事物说明文或事理说明文 

科普类文本的文体特征 ：科普文章是一种以科学技术知识为题材，

用文艺性笔调写成的文章。就其内容看，一般是对科学知识的讲解、

对新兴学科的介绍、对某种规律的阐述、对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说

明，它兼有说明文和散文两种文体类型的特征和性质。就其写作看，

主要是运用说明文的说明方法和说明文结构，兼以或形象生动、或通

俗易懂、或亦庄亦谐的语言来展示科普知识。  

1、明确说明对象和作者的写作目的 

看文章说明什么事物或事理；看文章说明这一事物的某个方面。科普

文以说明为主要表达方式，它说明的内容具有科学性，不夸大，不缩

小；表述具有条理性，先说什么，后说什么，顺序清楚，层次分明。

我们在阅读时，首先弄清文章表达的事物的概念、特点、构造、作用

等等，才能了解和掌握相关的知识。 

2、把握说明对象及特征。                                                  

阅读科普小品文，首先要准确地把握说明对象，理解说明内容。接着

还要重点把握说明对象的特征。这是分析文章的关键。只有准确地把

握说明对象的特征，才能深入理解说明对象，以此为突破口，进而理



忍一句，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增广贤文》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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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文章的结构层次、中心内容。要准确把握说明对象的特征，必须认

真阅读、理解课文内容，尤其要注意仔细揣摩关键词句(中心句、过

渡句、表达作者思路的句子)。  

3、理清结构，分析说明顺序。                                              

说明文的结构并不复杂。理清结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作者的思路，

更清晰地领会内容要领。科普文作为典型的说明文，其结构常见形式

有：总分式〔从“概说”到“分说”〕、总分总式、分总式、并列式、

递进式等。  

科技小品文常用的说明顺序主要有空间、时间、逻辑顺序，逻辑顺序

又包含从原因到结果、从主要到次要、从整体到局部、从概括到具体、

从总说到分说、从现象到本质、从特点到用途等。阅读时在段落中尽

量找到表示说明顺序的显著的有一定标志作用的语言，特别是关联词

和代词。  

4、分析说明方法。                                                        

①．举例子：具体真切地说明了事物的××特点。 

②．分类别：条理清楚地说明了事物的××特点。对事物的特征/事理

分门别类加以说明，使说明更有条理性。使说明的内容眉目清楚，防

止重复交叉的现象 

③．列数字：具体而准确地说明该事物的××特点。使说明更有说服

力。 

④．作比较：突出强调了被说明对象的××特点〔地位、影响等〕。 

⑤．下定义：用简明科学的语言对说明的对象/科学事理加以揭示，

从而更科学、更本质、更概括地揭示事物的特征/事理。 

⑥．打比方：打比方就是修辞方法中的比喻。生动形象地说明该事物

的××特点，增强了文章的趣味性                                            

⑦．画图表：使读者一目了然，非常直观形象地说明的事物的××特

点。                                ⑧．作诠释：对事物的特征

/事理加以具体的解释说明，使说明更通俗易懂。     下定义与作诠

释的区别是：定义要求完整，而诠释并不要求完整，对事物的特征/

事理加以具体的解释说明，使说明更通俗易懂。可以颠倒。                     

⑨．摹状貌：对事物的特征/事理加以形象化的描摹，使说明更具体

生动形象。                            ⑩．引资料：能使说明的

内容更具体、更充实。用引用的方法说明事物的特征，增强说服力，

如引用古诗文、谚语、俗话。引用说明在文章开头，还起到引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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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作用。        

5、体会语言特点：准确性、生动性                                          

表示时间、空间、数量、范围、程度、特征、性质、程序等，都要求

准确无误。                                                             

科普小品文要以优美的画面、富于诗意的形象的艺术手法，来表达科

学的内容。它防止教科书式的平板、枯燥的说教，而常常采用口语化

的语言，用比喻、拟人等文学手法，生动活泼、情趣盎然地介绍科学

知识。阅读过程中应该关注其语言特点，命题者常会在这些地方设置

考题。  

5、提取科技信息：提取文本中科技信息常有两种方法：一是组合重

点段落，有些科普文中的科技信息相对集中，只要将有关段落加以组

合就可以了；二是分散摘录信息，有一些说明文，科技信息犹如满天

星斗点缀在文中，这就要分散摘录，摘录时注意不摘录穿插的故事，

不摘录形象的描述，不摘录生动的阐释，不摘录抒发的感受，不摘录

作者的设想，不摘录没有知识含量的首尾与过渡。  

 

八、阅读应用文 

 应用文是指人们日常生活、工作、生产、学习中处理各种公私事务

时经常使用的一种文体。应用文范围非常广泛，我们小学生要初步掌

握书信、日记、读后感等几种常用的应用文的阅读。在阅读应用文时

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㈠、看清格式，弄清类别 
与一般文章不同的是，应用文一般有固定的格式和结构。如写信，

一般包括称呼、正文、问候、署名、日期这五个部分。再如日记，在

正文问前，也就是日记的第一行一定要写上日期以及天气状况，通过

这些特殊的格式 我们可以判断这篇应用文到底属于哪种类型。 

㈡、阅读正文，抓住主要内容 
应用文既然是大众常用的实用文体，那么每一篇应用文一定都有

其特定的写作目的。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要通过阅读正文把握其主要内

容，如《给颜黎民的信》中，鲁迅先生讲到了六件事情：①不能只看

一个人的著作；②只看文学书不好；③应该看看世界旅行记；④谈在

上海看桃花；⑤同意把信发表；⑥指出写信人署的是假名。从这些内

容，我们可以看出这封信是一封回信，对颜黎民信中提到的事情作了

答复。这就是鲁迅写这封信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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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把握应用文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应用文也是一篇文章，只不过格式、目的不同于一般文章。我们

小学阶段所遇到过的应用文大多以记叙为主，可以当作记叙文来阅

读。把握其思想感情对我们理解应用文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比方《巴

金爷爷给家乡孩子的一封回信》，就表现了巴金对家乡孩子们的关心、

保护和希望，只要弄懂了这一点，才能算真正读懂了这封回信。 

 

九、如何阅读散文 

一、散文的特点 

内容上：是作者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或至深的生活经验，通过状物、

记人、写景等方式表达出来。所谓自我感悟，也就是对事物的特殊意

义和美质的发现、认识                                                  

形式上：〔1〕以个人抒情为主，把抒情、表达、议论熔为一炉；〔2〕

从细处落笔，小中见大；〔3〕从侧面暗示，发挥读者的想象力；〔4〕

行文自由，结构灵活。 

综合以上两点：散文的特点是“形散神不散”。阅读散文时，要透过

“形”抓住“神”，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要抓住文章的结

构和线索〔文脉〕，要注意欣赏优美的语言。 

二、散文分类 

1、记叙散文：以记人、叙事、状物、写景为主的散文。这类散文，

还有的侧重是记写一定的风物、场景。作者对它们不是纯客观的描述，

而是将外物与内情融合起来，以表达一定的思想、抒发一定的感情。       

2、抒情散文：以抒发感情为主的散文，它主要是抒发作者对现实生

活的感受、激情和意愿。抒情散文抒发的是怎样的感情，如何抒发，

都与文章揭示的思想意义是否深广有极大的关系。                          

3、议论散文：以议论为主的散文。它说理，往往借助于事例的简述，

形象的描绘和感情的抒发来进行，文学色彩很浓。它同一般议论文一

样，要求观点鲜明、概念准确、说理充分、层次明晰、以理服人。但

是，它不需要逻辑推理，严密论证。常见的文学性很强的随笔、杂感

等短小精悍的文章，皆属此类；作者常常借助于对古今故事、花鸟草

虫等具体事物的描叙来说理，显得妙趣横生并富于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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