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好的文章和主要内容 爱的教育读后
感文章主要内容(优秀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好的文章和主要内容篇一

周末，我买了一本书——《爱的教育》，才刚看了几章，我
便对这本书爱不释手了。

《爱的教育》这本书是以日记形式来写的。是以意大利的一
名小孩安利柯的眼光来写的，写了在安利柯的生活中的一些
事件。这本书中有很多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表达了满满的
爱：有老师对学生之间的爱、同学们之间的爱、家人们之间
的爱以及对祖国的热爱……每一件故事虽然都不是什么惊天
动地的大事，却都是令人读了以后感动的事。

在众多的故事中，最令我感动的是“每月故事”中的“特殊
的小护士”。这一章讲了一个少年得知父亲生病，去医院看
护父亲。结果把一位病重的病人误认为是自己的父亲，细心
照顾他。几天以后，少年的亲生父亲找到了他，让少年回家，
可少年却坚持留在医院，照顾那位“父亲”，直到那位病人
去世。少年与那位病人并不认识，却一心一意地照顾他。少
年的责任心与对他人的关爱让我十分感动。

《爱的教育》这本书让我懂得了：生活中的爱都藏在一些细
小的事物中，只要细心的观察，就一定能发现爱。有时，爱
仅仅是一个鼓励的眼神、一个微笑、一个温暖的问候、一个
简单的拥抱……爱是平凡的，更是伟大的!



好的文章和主要内容篇二

这是一种常见而又简单易行的概括方法。有的文章中有总起
句、总结句、过渡句、中心句，这些句子往往揭示了全文的
主要内容及中心思想。这些概括性强的关键语句，就可以概
括段意或全文大意，我们毫不费力就可以直接“抄”或者稍
加改动即可。

如：《郑成功》一文，最后一节在全文中就起到一个总结作
用，“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建设台湾的伟大功业，是
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根据这一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写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建设
台湾的事，既方便又准确。

再如：在学习第13课《秦兵马俑》时，我发现第三节：兵马
俑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类型众多、个性鲜明。这一句是过渡
句，将秦兵马俑的特点高度概括出来了。在以前学习的基础
上，不少学生知道，过渡句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的前半
句承上，也就是说第二节是写秦兵马俑规模宏大的，后半部
分启下，也就是说后面几节是写秦兵马俑类型众多、个性鲜
明的。

就是这样一句话，使我们对课文条理有了更清楚地认识，孩
子们也能够很自然地概括出第二节和第四到第十节的意思，
同时，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也一目了然。就像中心句一样，
过渡句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句型，利用它，我们很容易就可
以引导学生来进行分段，概括段意。相信学生掌握了这种方
法，概括起来就会轻而易举。

二、主干提取法

三、要素罗列法

不同体裁的文章要点不同。小学语文教材中的课文以叙事的



文章为多，我们在概括主要内容时，往往可以抓住事情
的“六要素”，先罗列出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
经过、结果，再加以整理成一段表达通顺的话。

如：《最后的姿势》，时间：5月12日，地点：四川汶川，人
物：谭千秋，起因：地震来临，经过：谭千秋老师张开双臂，
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四名学生，结果：谭老师英勇牺牲了。把
各要素连起来，就可以清楚地概括出这篇课文的主要内
容：205月12日，四川发生大地震时，谭千秋老师张开双臂，
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四名学生，而自己却光荣牺牲了。“要素
罗列法”，就是采用先分解后综合的思路，使概括课文主要
内容化繁为简、化难为易。

四、内容质疑法

朱熹说：“学贵有疑。”在学习《神奇的克隆》一文时，为
了让学生理清文章的条理，我从题目入手，让学生来进行质
疑：看到题目，你最想知道的是什么?看谁能提出最有价值的
问题。孩子们思考片刻，纷纷举起了小手：什么是克隆?克隆
神奇在什么地方?克隆有什么作用?……在此基础上，我引导
学生从文中来找答案，看一看文中哪几节可以回答这几个问
题。这样学生很容易就把文章分成四部分，在此基础上还可
以引导学生用小标题来概括：定义、范围、作用、前景，等
等。

这种概括段意的方法是我们在教学中经常使用的。它以质疑
的方法，让学生将段意与段落紧密结合，而不是我们平常所
说的知道段落概括段意。这种方法符合孩子的特点，学生都
有好奇心，对于不明白的问题总想问个究竟，在提问中即概
括了课文的段意，不显得生搬硬套。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可
以从段意入手进行整合，进而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这样走
了一个来回，不但清楚地了解了课文内容，而且对文章的脉
络也是一清二楚。



五、人物关系梳理法

特别在于讲故事(历史、神话、民间)的文章中，人物关系有
的很复杂，这时就可以利用复杂的人际关系来梳理、概括课
文的主要内容。比如：《牛郎织女》一课的教学中，由于文
章非常长，人物也很多，有牛郎和织女，还有老牛、喜鹊、
王母、哥嫂，这些人物互有联系，推动故事的发展，我们就
可以很好地运用复杂的人物关系来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这
种概括方法比较全面，而且让学生对文章复杂的人际关系有
了清晰的认识。

六、重点词语串联法

借助教学中的重点词语来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对于一些文
章，是一种很好地概括方法。如：《第八次》一文的教学中，
我们就可能让学生根据重点词语：侵略、抵抗、失败、成功，
连起来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这种概括方法学生很容易掌握，
因为降低了概括的难度。

另外，我们经常使用的题目扩展法、段意相加法等也是很好
的概括方法。题目是文章的眼睛，不少课文的题目就是课文
内容的高度概括性。我们可能通过题目然后结合课文内容扩
展成一句完整的话，来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如：《司马迁
发愤写史记》《徐悲鸿励志学画》等等。一篇文章由几个段
落组成，我们可以用段落大意相加的方法概括文章主要内容。
当然，要先理清文章脉络，写出每段的意思，把段意合并起
来适当修改就可以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

好的文章和主要内容篇三

1、审题概括法。

有些记叙文的题目，标题就十分明确地揭示了文章的中心思
想。如《我爱故乡的杨梅》、《伟大的友谊》标题点明了中



心。我们可以考虑用扩句的方法，在题目的基础上，加上适
当的词语，扩展成意思完整的句子，就是文章的中心思想。
当然，用这种方法概括中心思想，还要先认真阅读文章的主
要内容，然后再仔细考虑题目与中心思想的内在联系。

2、摘句法。

在阅读和分析文章时，找出文章中心句，对概括中心有很大
的帮助。

有的文章在开头和结尾点明中心思想。如《桂林山水》一课，
开头就点明了“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一中心。《一夜的工作》
一文结尾一句“他是多么劳苦，多么简朴!”点明了中心思想。
有的中心句在文章的中间，有的中心句在文章中反复出现几
次。

从表达方法上看，记叙文的中心句又往往在文章的抒情或议
论部分。如《少年闰土》一课，“啊!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
的希奇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
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高墙上的四角天
空。”这段议论的句子含蓄地点出了文章的中心思想。

当然，找到了中心句后，我们还必须仔细分析。它是否完整
地概括了中心思想。一般情况下，我们还需要对中心句进行
适当地加工、修改，才能准确、完整地概括出文章的中心思
想。

3、主要内容概括法。

有的文章中心思想往往不是一目了然的。一般记事的记叙文，
是在叙述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反映文章的中心思想的。写人的
记叙文是通过主要人物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的言行来反映文章
的中心思想的。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认真阅读文章，在阅读
的基础上，正确理解和掌握文章的主要内容，然后再进一步



推敲，领会作者的写作意图，用自己的语言概括出文章的中
心思想。如《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文，讲了一个卖火柴的小
女孩在大半夜冻死在街头的故事，通篇写了小女孩悲惨的遭
遇。同学们读后会产生对小女孩深切的同情，在这基础上，
理解到作者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中
心思想也就十分明确了。

好的文章和主要内容篇四

1、用分析题目的方法概括文章的中心思想。

有些文章的题目是画龙点睛之笔，是中心思想的高度概括。
分析题目必须弄清题目的意思，判断出题目中的中心词和关
键词，再看看文章是如何围绕题目记叙内容、展开情节的，
文章的中心思想又是如何从题目中得到体现的。通过这样分
析归纳出中心思想。

2、用分析中心句的方法概括文章的中心思想。

中心句，也就是表现文章中心的句子。运用这种方法首先应
认真阅读文章，从中找出中心句;然后再理解中心句的意思，
看看文章围绕中心句写了哪些内容，重点写了什么;最后用简
洁贴切的语言把中心思想概括出来。

3、用分析主要情节的方法概括文章的中心思想。

文章的主要情节就是文章的重点段落，而中心思想往往体现
在主要情节中。因此，运用这种方法首先要找出主要情节，
然后再抓住其中的重点语句，领会文章的中心思想。

4、用分析主要人物的方法概括文章的中心思想。

因为文章中主要人物身上所表现出的思想品质和精神面貌往
往就是文章中心思想的体现，因此，在分析主要人物时，必



须注意文中对人物的外貌、性格和品质特征的描写，特别是
要注意文章对人物的思想品质特点的刻划。只有把文章内容
与人物分析结合起来考虑才能把握住中心思想。

好的文章和主要内容篇五

即按照文章记叙的时间顺序进行概括。苏教版国标本六年级
下册《莫泊桑拜师》课文共10个自然段，讲述了莫泊桑三次
登门求教的经过。要快速准确地把握课文主要内容，可指导
学生先找出表示时间的词语“一天”“第二天”“从此”，
分别概括三个时间的主要内容，再把三个时间段的主要内容
连起来，课文主要内容就概括出来了。

2、地点变化法

四年级下册《记金华的双龙洞》(教材版本同上)按照作者游
览金华双龙洞的经过，依次写了去金华双龙洞的路上、游览
外洞、经过空隙、游览内洞的所见所闻所感。可指导学生先
找出作者游览的地点，然后根据地点变化概述课文主要内容。
此法对依据方位、地点变化记叙见闻感受的写景类、游记类
文章特别适用。

3、课题补充法

不少课文题目就是主要内容的高度概括。指导学生根据课文
内容把课题扩展成一句完整的话，主要内容也就概括出来了。
如六年级下册《最大的麦穗》，可在课题基础上前展后延，
扩展开来：苏格拉底要弟子们到地里摘最大的麦穗，弟子们
最终空手而回，苏格拉底以此教育弟子们要把握眼前的机会。

4、段落合并法

一篇课文由几个段落组成，可指导学生用合并段落大意的方
法概括文章主要内容。三年级上册《石榴》一文，分段介绍



了石榴的枝叶、花、果实。按照段落顺序说清楚什么季节，
石榴怎么样了，再将大意整合起来，就是整篇文章的主要内
容。

5、句子摘录法

课文中的过渡句，通常承接上文的主要意思，又囊括下文的
主要意思。抓住这样的过渡句，常常就能迅速概括出上下两
部分内容的主要意思，为概括主要内容节省时间。如五年级
下册《秦兵马俑》一课，对文中过渡段“兵马俑不仅规模宏
大，而且类型众多，个性鲜明”略加改造，就是课文主要内
容。

此外，具有总分特点的课文，还可借助文中总起句、总结句
来概括主要内容。三年级下册《海底世界》结尾“海底真是
个景色奇异、物产丰富的世界”一句，就是全文主要内容的
精炼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