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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教育形势下,语文课堂教学是学生学习的主阵地。作为一个语文教师,不仅要有高尚的师德和渊博的知识,还应该具备高超的教学

艺术,能够营造开放而富有创新活力的语文课堂,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切入点的选择,有利于指引和把握学生思考方向,有利于教

学重点、难点的突破,有助于学生快速理解课文。选取一种或者几种教学切入点,有效的将文本、教师、学生有机地整合起来,实现教学效果的

优化。 

[关键词] 语文课堂；切入点；标题；关键句子；背景；兴趣点；一字传神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应该是开放而富有创新活力的。”

“应创造性地理解和使用教材,开发适应的课程资源,灵活运用多种

教学策略,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语文。”“语文教学尤其要注

重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发展学生的思维,培养想象力,开发创

造潜能。”因此,语文课堂教学必须紧扣教材,充分发挥教材的导向作

用,创设一些有利于学生去主动参与的问题情境,设计出高效率的教

学方法和实用的课堂模式,以此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所以,这就要求

教师精简教学内容,精选教学方法,形成高效课堂。那么,如何做到这

一点呢？我认为在课堂教学中能够快速地找准切入点是一种行之有

效的方法。 

什么是教学的切入点呢？教学的切入点即阅读教学中的突破

口,是解决课文内容和教学重点的一个重要而快捷的手段,能够培

养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发展学生的思维,培养想象力,开发创造

潜能,也是教师解析文本、驾驭课堂能力的一个体现。它可以让语

文课堂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条主线贯穿始终,不但教学思路清

晰,而且学生也可以在老师的引领下,激发学习兴趣,发挥主体作用,

有所感悟,有所体会,促使阅读达到预期效果,从而提高学生的整体

阅读能力。所以对语文教学切入点的把握也是探索新的语文教学模

式的一种重要手段。 

1 在课文的标题中找到切入点 

一个好的标题能够吸引读者的注目,能让人快速理解文章的内

容,高明的作家往往会在题目上下一番功夫。有的是内容型标题,这

类标题往往是对文章所叙之事的概括,抓住了这样的文题也就抓住

了文章的中心事件,如施耐庵的《智取生辰纲》(九上21课)(本文所

列举的课文教材均为部编版)、李可染的《山水画的意境》(九下14

课)、莫怀戚的《散步》(七上6课)、司马迁的《周亚夫军细柳》(八

上23课)等；有的是对象型标题,这类标题往往具有明确全文的中心

人物或刻画、介绍的主要对象,如鲁迅的《孔乙己》(九下5课)、梁

衡的《壶口瀑布》(八下17课)、茅以升的《中国石拱桥》(八上17

课)、魏学洢的《核舟记》(八下11课)等；也有的是线索型标题,标

题本身就是行文线索的,如朱自清的《背影》(八上13课)、鲁迅的

《社戏》(八下1课)、汪曾祺的《昆明的雨》(八上16课)、安徒生

的《皇帝的新装》(七上19课)等；也有的是主旨型标题,透过标题,

就能大概猜到本片文章的主旨,如茨威格的《伟大的悲剧》(七下21

课)、曹文轩的《孤独之旅》(九上16课)、严文井的《永久的生命》

(八上15课)、丁肇中的《应有格物致知的精神》(八下14课)等,看

到这类题目,虽然我们不知道内容,但心里已经有数了,一定能猜到

文章的主旨；还有的是情感性【表明人物的性格、品质或作者的情

感、态度等,如《变色龙》(九下6课)、《白杨礼赞》(八上14课)等】

标题、体裁性标题、综合性标题等。 

标题是人们阅读的第一视觉停驻点,是人们阅读文本时获得的第

一信息。所以,在我们教学的实践中,围绕标题做文章,设置一些相关

的问题切入新课,不仅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而且还能调动学生

积极的参与,对学生正确语文思维的形成大有裨益。例如：在教读《曹

刿论战》(九下20课)一文时,把教学重点定为理解文章内容,就可以以

题目为切入点,由“战”字理出文章的思路,战前——战中——战后,

又由一个“论”字引出了战前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战中后发制人的重

要性,战后论战的必要性,不但梳理了全篇的内容,而且透过现象看本

质,揭示了人物在论中所体现出的精神气质,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数

不胜数。作为教师,应在学生对标题无意注意转瞬即逝的当下,利用学

生对标题的无意注意,结合标题的类型,通过合理的课堂组织活动,联

系学生对课文学习目的和任务的理解,挖掘标题富含的主要信息,使

学生的无意注意转向有意注意,从而充分利用学生进入新课之时第一

次无意注意完成各项教学任务。 

2 从课文的关键句子中找到切入点 

重在写人的文章,比较适合以人物的特点为切入点。例如教读《我

的叔叔于勒》(九上15课)一课,可以从课文的关键句子——父亲永不

变更的一句话“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入手,

引导学生关注于勒这个人物,然后以于勒的经历为主线,围绕着他的

时浮时沉,时贫时富,引出周围人物菲利普夫妇态度的变化,进而分析

菲利普夫妇的性格特点——自私虚伪、爱慕虚荣、冷酷无情、视金钱

高于亲情等等,从而达到对文章主旨的分析,即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

之间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同样,教读《孔乙己》(九下5课)这一课时,

可以抓住关键句子“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切入,

激发学生兴趣,注意这是一个怎样的“唯一的人”,然后自然而然地去

了解孔乙己这个人,从而快速地深入理解课文。这样做,整个教学环节

环环紧扣,非常严谨,学生目的明确,接受效果很好。所以,分析课文时,

找准关键人物,理清人物之间的联系,是培养阅读能力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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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时代背景找到切入点 

这种切入方法通常适用于跨时代题材的纪实文章和外国作品,特

别是诗歌。例如在讲《我爱这土地》(九上2课)时,给学生介绍艾青先

生在白色恐怖下的深沉呼唤；在讲《出师表》(九下23课)时,可以让

学生们讲述《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和赤胆忠心；在讲授《最

后一课》(七下6课)时,可以先给学生讲法西斯的暴行；在讲《就英法

联军远征中国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九上7课)时,可以给学生以课件的

形式展示圆明园被焚毁前后对照的照片,让他们感受到侵略者的无耻

行径；还有如《紫藤萝瀑布》(七下17课)、《梅岭三章》(九下2课)、

《最后一次讲演》(八下13课)等等。一系列背景的切入,不但能够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而且也开拓了他们的视

野,丰富了知识,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当然,我们在教学中不应将史实

照本宣科,要力求变化,最好以故事的形式展现给学生,将更能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 

4 从学生的兴趣点找到切入点 

以小说教学为例,传统教学总是遵循着故事情节发展的顺序进行,

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教学模式会逐渐消磨掉学生最初的学习动力、

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事实上,我们的教学完全可以打破陈规,直接

从学生的兴趣点入手,适应学生需求展开教学。如教读吴敬梓的《范

进中举》(九上22课)一文,看到题目,多数学生会直接关注“中举”二

字,想知道范进是怎样中举的。教学时教师应顺应学生的需求,放弃一

般的教学步骤与过程,直奔小说的高潮——“发疯”部分。在学生欣

赏了范进的丑态之后,自然会引发学生思考一些问题,他们会主动去

研究与探索事情的来龙去脉。再如教学鲁迅的《社戏》(八下1课)一

文,“归航偷豆”的情节应该是学生的一个兴趣点；《阿长与<山海经>》

(七下9课)中长毛的故事也是学生非常感兴趣的。这样从学生的兴趣

点切入,会更容易、更有效地展开教学。 

5 从教师设定的字找到切入点 

切入点的选择尽量要小巧,于细微之处见精神,往往切点越小,越

能激发学生研讨交流的兴趣,便于师生集中有限的时间突破重难点。

我在《范进中举》(九上22课)的教学中也尝试使用以一个词语为切入

点,突破文章内容。开课初,结合本文教学重点,于是设计了一个“变”

字,让这个字作为全堂课的突破口,引出了一系列问题：①“由什么而

变？”——范进中举；②“谁在变？”——胡屠户在变,邻居在变,

张乡绅在变,最后范进也在变。透过这些变化,我引导学生了解人物性

格,进而体会讽刺艺术表现手法之一——对比。真是一字值千金,一个

“变”字的设计不但疏通了文章内容,而且深入了解了写作手法,可谓

一字尽占风流。再如教读《孔乙己》(九下5课)一文,可以设定一个“笑”

字,让学生对比分析思考：①孔乙己为什么可笑？②哪些人在笑？③

掌柜、短衣帮、小伙计和小孩子的笑有什么不同？通过这一字,能够

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还有如《智取生辰纲》(九上21课)设定一个“智”

字,《皇帝的新装》(七上19课)设定一个“骗”字,《故乡》(九上14

课)一个“变”字,《散步》(七上6课)一个“情”字,《安塞腰鼓》(八

下3课)一个“美”字,《动物笑谈》(七上17课)一个“趣”字等等。

这些一字传神的设定,往往在课堂教学中会事半功倍,收到意想不到

的效果。 

所谓“教无定法”,教学切入点的选择方法也是多种多样。我们

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力求切入点的选择准确,有较强的辐射性,真正

的切而全入,事半功倍,实现教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从而更好地发挥

教师的主导地位。我相信,只要我们教师参透了课文,参透了学生,采

取灵活多样的教法,语文课堂教学将会更加丰富多彩,更加辉煌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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