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苏教版三年级语文知识点总结(通
用10篇)

考试总结是一个对自己学习成果和努力的一次梳理和总结，
它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不足之处并加以改进。在下面，小编为
大家分享了一些经典的知识点总结范文，希望能够激发大家
的学习兴趣。

苏教版三年级语文知识点总结篇一

唐代有个大诗人，名叫王维。15岁那年，他就离开家乡，来
到京城长安，不觉已经两年了。

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又到了。一大早，大街上便热闹起来。人
们扶老携幼，兴高采烈地去登高游玩。王维看着家家户户欢
度节日的情景，更加思念家乡的亲人。

王维想，以前在家乡时，每逢重阳节，总要和兄弟们头插茱
萸，手挽着手去城外登高远眺。大家欢聚在一起，是多么让
人高兴啊!如今我们却天各一方，不能相会……此时此刻，兄
弟们一定也在登高聚会，西望长安，思念着我呢。

王维思绪万千，提起笔来写下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
首诗：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字：离、携、登、逢、挽、眺、聚、提

词：热闹、欢度、茱萸、聚会、思绪、天各一方

重点句子：

1、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又到了。一大早，大街上便热闹起来。
人们扶老携幼，兴高采烈地去登高游玩。王维看着家家户户
欢度节日的情景，更加思念家乡的亲人。

2、王维想，以前在家乡时，每逢重阳节，总要和兄弟们头插
茱萸，手挽着手去城外登高远眺。大家欢聚在一起，是多么
让人高兴啊!如今我们却天各一方，不能相会……此时此刻，
兄弟们一定也在登高聚会，西望长安，思念着我呢。

3、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
插茱萸少一人。

主要内容：

文章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通过一个通俗易懂的故事，简
要介绍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诗写作的背景和缘由。
唐朝诗人王维，15岁就离开家乡，两年之后的重阳节，看到
家家户户登高游玩、欢度节日的情景，王维思绪万千。提笔
写下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借以抒发对亲人的思念之
情。明白如话的语句，贴近生活的故事，拉近了学生与诗人
的距离，为学生理解诗句、感悟情境、体验情感，作好了铺
垫。第二部分则是王维真情流露而写下的《九月九日忆山东
兄弟》。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苏教版三年级语文知识点总结篇二

1、是一篇科学小品文。通过两个孩子与勘探队员的谈话，介
绍了许多岩石的知识，表现了两个孩子热爱科学，探究知识
的强烈愿望。

2、石头书上的字指：雨痕、波痕和矿物，石头书上的画指化
石。

大自然真是一部神奇的书，从北极星的位置，我知道了哪个
方向是北，从太阳的东升西落知道了地球是圆的，从年轮知
道了树木的年龄，从滴水穿石知道了坚持的力量。

3、刨根问底：指问个明白，探个究竟。川川和磊磊“刨”出
了哪些学问?(1)他们弄清了石头书上的字;画。(2)他们通过
石头书上的“字”和“画”知道了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沧海
桑田的变化，知道了根据石头书可以知道哪座山下埋着煤炭，
哪块地下藏着矿石。

4、提示语在前：老奶奶关切地问：“你冷不冷?”

提示语在中：“你冷不冷?”老奶奶关切地问，“看你的手凉
的。”

提示语在后：“你冷不冷?”老奶奶关切地问。

没有提示语：“你冷不冷?”

18小稻秧脱险记



1、这是一篇科普性童话故事。培养学生从小爱科学、学科学、
用科学的志趣。课文可以分为遇险和脱险两大部分。

2、会用“纷纷、激烈”造句。例：下课了，同学们纷纷走出
教室。操场正在进行激烈的拔河比赛。

3、文中的“毛毛雨”指的是除草剂。

19航天飞机

1、这是一篇科学童话，用拟人手法介绍航天飞机的基本特点
和相关知识，培养学生从小爱科学、学科学长大用科学为人
类造福。

2、作者从外形特点、飞行特点(高度和速度)、功能作用来介
绍航天飞机的。使用了列数字、作比较、举例子的说明方法。

3、你想对飞机说些什么?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你和航天飞
机各有各的作用，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应妄自菲薄。

20军神

1、夸一夸刘伯承：刘伯承，您做手术坚持不用麻药，忍着剧
痛数刀数，您有着坚忍不拔的钢铁意志，真不愧为军神!

2、为什么沃克医生称刘伯承为“军神”?答：因为他有坚忍
不拔钢铁般的意志。

3、本课通过沃克医生语言、动作、神态的描写，衬托出刘伯
承的顽强意志。(侧面描写)

21掌声

1、“小英在大家的注视下，终于一摇一晃地走上了讲台。”
你认为大家的目光中包含了什么?担心、着急、鼓励。



“说也奇怪，从那次演讲以后，小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小英有哪些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小英以前自卑、沉默、
忧郁，后来变得自信、乐观、开朗，是因为大家的鼓励赞扬
的掌声她才有了这些变化。

2、掌声在课文中响起了几次?代表了什么?答：两次，第一次
是对小英上台的鼓励，第二次是对小英演讲成功的肯定与赞
扬。

3、友谊的名言：真挚的友谊犹如健康，不到失却时，无法体
味其珍贵。--(英)培根

22金子

1、彼得的梦想是：找到金子而致富，他通过种花，经过辛勤
劳动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篇课文告诉我们要想获得财富获
得成功就必须付出辛勤的劳动。

2、“不无骄傲”是非常骄傲的意思，“真金”指获得财富的
方法--通过辛勤劳动来致富。

3、彼得留了下来，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来培育花苗，不
久田地里长满了美丽娇艳的鲜花。想象一下彼得培育花功的
过程是怎样的?彼得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平整土地。他常常
在花园里一干就是一整天。铁锨都把他的双手磨破了，但他
仍然一一不不辞辛苦地劳动着。土地平整好了，彼得到市场
上精心挑选花种，撒种、浇水、施肥、除草、捉虫。为了照
顾好花苗，彼得还刻苦学习种花的技术，每天都在忙碌中度
过。

23每逢佳节倍思亲

1、这是用文包诗的形式。课文表达了唐朝诗人王维思念亲人
的思想感情。



2、佳节是什么意思?文中指的是什么节日?有什么习俗?你还
知道哪些佳节?答：佳节是美好的节日，文中指重阳节，在重
阳节人们登高、插茱萸，还有春节、中秋、元宵等节日。

3、每逢佳节倍思亲是什么意思?答：每到节日的时候会更加
思念自己的亲人。

4、其他表现思乡的诗。如：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
落雁后，思发在花前。(薛道衡《人日思归》)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人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
不起故园情。(李白《春夜洛城闻笛》)

24孙中山破陋习

1、本文写了孙中山从小就具有凡事独立思考，不盲从，敢于
反抗封建陋习，坚决与封建势力作斗争的精神。

2、陋习指不好的风俗习惯，在文中指缠足，破是废除的意思。
以前陋习：三从四德、包办婚姻、男尊女卑，现在陋习：插
队、说脏话。

3、“含着眼泪”更能表现妈妈的无奈和内心的痛苦。“深深
地刺痛”更能表现姐姐缠足这件事对孙中山幼小心灵的影响。

4、孙中山废除了残害中国妇女上千年的缠足陋习，你想对孙
中山先生说些什么?

孙中山爷爷，您破除缠足陋习，解放了千千万万个中国妇女，
真是大快人心!请接受一名少先队员对您最崇高的敬意!

新苏教版语文学习方法

多读



就是反复读。据说，丰子恺先生的读书法称为“二十二遍读
书法”，他对一篇好文章，前后读22遍之多，并深有体会地
说，把文章读熟后，就会渐渐地从唇间背诵出来，多读成诵，
应当就是记忆之本。

强记

就是有目的地克制自己，进行记忆。有些课程基本概念不记
不行，如语文中的音形义、外语中的单词等。理解了的要背
诵，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加以记忆，并在使用中重新巩固记忆。

古诗文，背诵后更易理解，理解后还会记得更牢固——当然
这需要毅力和恒心。久而久之，不但大脑信息存储得越多，
而且会养成乐于记忆的好习惯。当然，强记和死记并非同一
概念。

勤写

不只是写作文，那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日记、听课笔记、读
书中的圈点评注、整理摘抄都属于这个范畴。

写本身就是较高层次的记忆，我们有这样的体会：写作文，
先打腹稿，再写成初稿，待到往作文本上誊写时，不看初稿
就能写完。原因是，动笔综合调动了各种器官，并进入记忆
的高级阶段，“好记性不如赖笔头”不无道理。

新苏教版语文学习技巧

应当重视语言材料的积累。

学习语文需要日常的积累,没有积累的语言是苍白的,没有积
累的学习是徒劳的。有了厚实的积累才能激活思维,能触类旁
通。初中阶段语文学习的主要任务,首先是积累大量的语言材
料,其次才是理解和运用。



复习时应强化如下四个环节:1.领悟含义。对背诵的诗文,要
领悟其含义，特别是其中的关键字词,要真正弄懂。2.圈点强
记。对诗文中的易混字、易错字,要用红笔圈点出来,以激起
有意注意，重点把握。3.边诵边写。在记忆时,可边背诵,边
用笔写出上下句或句中的关键字,以防“口是手非”。4.规范
书写时要做到“三清”“三不”。“三清”就是卷面清洁,字
迹清楚,笔画清晰;“三不”就是不写潦草字,不写异体字和不
规范的简化字,不添减笔画。

苏教版三年级语文知识点总结篇三

二种常见叙事线索：物线、情线。

二种语言类型：口语、书面语。

二种论证方式：立论、驳论。

二种说明语言：平实、生动。

二种说明文类型：事理说明文、事物说明文。

二种环境描写：自然环境描写--烘托人物心情，渲染气氛。
社会环境描写--交代时代背景。

二种论据形式：事实论据、道理论据。

三种人称：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

三种感情色彩：褒义、贬义、中性。

小说三要素：人物(根据能否表现小说主题思想确定主要人
物)情节(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
人物主要掌握通过适当的描写方法、角度刻画人物形象，反
映人物思想性格的阅读技巧。情节主要了解各部分的基本内



容及理解、分析小说情节的方法、技巧。

开端：交代背景，铺垫下文。发展：刻画人物，反映性格。
高潮：表现冲突，揭示主题。结局：深化主题，留下思考。

环境：主要理解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作用。自然环境描写
自然景观，渲染气氛、衬托情感、预示人物命运、揭示社会
本质、推动情节发展。社会环境描写社会状况，交代故事背
景，揭示社会本质，铺垫下文内容。

返回目录

高考语文如何提高各题型分数

1.应用文阅读，这个考察的就是细心，细心。文中没提到的
千万不要以为是对的。可以多做几道题找找感觉。

2.默写。不要求你全部会背，但是我要你保证每句文言文说
上句你都能接下句，而且每个字都要写会。

3.文言文阅读。这个就是你平时的文言文知识积累了，主要
是凭语感。多读一读你课本中的文言文。

4.古诗文鉴赏。这个回答问题是有固定格式的。比如说，先
翻译句子的意思，再说运用了什么修辞，最后表达了什么样
的思想感情。一般古诗会有注释给你介绍写作背景。贬官了
就是内心苦闷，或者乐观。纯写景的诗就是喜爱大自然等等。
都是有规律的。

5.现代文阅读。这个就是看你对文章的理解了。我高考是二
选一。一般不建议选择记叙文。要选择读起来很枯燥的那个，
答题调条理要清晰，123标清楚。

6.语言文字应用。这个是靠积累的，把你自己想象成小学生，



思维放开了想就行。

7.选择题，这个方法就是多做题找感觉。如果选择题全对，
分数一下子就会上去。

8.作文。靠积累，多读多写。建议去看看作文与考试。

返回目录

苏教版三年级语文知识点总结篇四

唐代：杜甫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译文：

两只黄鹂在翠绿的柳树间鸣叫，一行白鹭直冲向蔚蓝的天空。

坐在窗前可以看见西岭千年不化的积雪，门口停泊着从东吴
开来的万里船。

注释：

西岭：西岭雪山。

千秋雪：指西岭雪山上千年不化的积雪。

泊：停泊。

东吴：古时候吴国的领地，江苏省一带。

万里船：不远万里开来的船只。



创作背景：

公元762年，爆发“安史之乱”，杜甫一度避往梓州。第二年，
叛乱得以平定，杜甫也回到成都草堂。当时，他的心情很好，
面对这一派生机勃勃，情不自禁，写下这一首即景小诗。

作者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
部”、“杜少陵”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
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
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
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
白又合称“大李杜”。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
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
崇，影响深远。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