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人教版小学语文知识点总结完整版
(优质6篇)

学习总结可以让我们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分析，找出问题
的根源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改进。以下是一些值得借鉴的
军训总结范文，希望对大家写作有所效益。

人教版小学语文知识点总结完整版篇一

读读写写：

读读记记：

神奇、优雅、辨认、清新、欢悦、清脆、凝聚、恶作剧、奇
妙无比、不拘一格、年过花甲

日积月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龚自珍)

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 。(张维屏)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 。 (刘方平)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 (李白)

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 。 (陈与义)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 (元稹)

第二组

读读写写：



读读记记：

日积月累：

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泉源。 (周恩来)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
平)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鲁迅)

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她，离开了他们，我就
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巴 金)

第三组

读读写写：

读读记记：

日积月累：

轻诺必寡信。 《老 子》 民无信不立。 《论 语》

不精不诚，不能动人。 《庄 子》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
人之道也。 《礼 记》

有所期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 《袁氏世范》

第四组

读读写写：

读读记记：



日积月累：

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拯救地球就是拯救未来。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有限的资源，无限的循环。

珍惜自然资源，共营生命绿色。

第五组

读读写写：

读读记记：

日积月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自 嘲》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 乡》

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血。许广平《欣
慰的纪念》

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
害命的。《门外文谈》

第六组

诗经·采薇(节选)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春夜喜雨唐·杜甫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
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
忽见。

天净沙·秋元·白朴

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
白草红叶黄花。

第七组

读读写写：

读读记记：

日积月累： 马诗 唐 ·李贺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 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

第八组

读读写写:

读读记记：

日积月累：



人教版小学语文知识点总结完整版篇二

在我们平凡无奇的学生时代,相信大家一定都接触过知识点吧，
那么关于六年级语文知识点都有哪些呢?以下是小编准备的一
些小学六年级语文知识点归纳总结人教版，仅供参考。

第一单元

第2课 山雨

1.比喻句：

(2)雨声里，山中的每一块岩石、每一片树叶、每一丛绿草，
都变成了奇妙无比的琴键。

2.拟人句：

(1)飘飘洒洒的雨丝是无数轻捷柔软的手指，弹奏出一首又一
首优雅的小曲，每一个音符都带着幻想的色彩。

(2)风，也屏住了呼吸，山中一下子变得非常幽静。

第3课 草虫的村落

1.拟人句：它们意味深长地对视良久，然后一齐欢跃地走回
洞穴里去。

2.比喻句：在这些粗壮的黑甲虫中间，它们好像南国的少女，
逗得多少虫子驻足痴望。

3.连动句：我看见在许多同类虫子中间，一只娇小的从洞里
跑出来迎接远归者。

4.“把”字句：直至夕阳亲吻着西山的时候，红鸠鸟的歌声



才把我的心灵唤回来。

第4课 索溪峪的“野”

1.拟人、比喻句：索溪像一个从深山中蹦跳而出的野孩子，
一会儿绕着山奔跑，一会儿撅着.，赌着气又自个儿闹去了。

3.比喻句：相对相依，宛如“热恋情人”;婷婷玉立，则好
似“窈窕淑女”。

此同时，我不失时机地扩大学生的阅读量，从文章中找出关
键词语，让学生分析理解，既增长了能力，又开阔了学生的
眼界。基础知识中比较复杂的是语法知识。小学不要求教师
明确地讲授各种语法知识，只要求学生理解，并在理解的基
础上运用。

如：关联词语的使用，比喻、排比、拟人、设问、反问等修
辞手法，都是很笼统地描述。因此学生记忆不深刻，问题比
较多，如果单纯靠老师讲，有些问题就会错过。于是我采用
课堂上将课本上的相关例句引导学生分析，掌握方法。

课下要学生分组，利用手头的复习资料查找相关的题目，并
进行分类。课堂上，变老师问而学生问，而教师根据学生收
集的资料，以及学生的质疑，采用抓重点难点的方法复习，
讲解。并根据反馈情况，进行相应的指导，布置相应的练习。

这样复习渐渐变成学生自己的事情，而教师则处于一个辅导
的地位。逐步使学生自主学习，提高了学习兴趣.使学生处于
一个良好的复习心态中，提高了复习效率。而对于标点、修
改病句、扩句等练习，我放在了阅读部分进行。

二.阅读理解部分的复习与作文练习相结合

阅读理解部分的复习包含课文的理解，段篇章的分析。对于



课文的理解，我首先要求学生再读课文，再一次去理解作者
的写作意图，整理出每篇课文的重点知识，形式可以多种多
样，可以用手抄报或出试卷的方式把课文的基础知识、重点
片断及需要理解的句子进行归纳总结。

在此基础上把重点课文的进一步理解，品词析句，去感受语
言的魅力，学习语言的运用。在课外阅读练习时，我将阅读
训练和作文练习同时进行。先将文章分类，叙事的、借物抒
情的、写景的等。而后进行分析文章基本技巧的训练，先进
行小的段落分析练习，由易到难，循序渐进。

注意的是，首先要求学生在读通文章的前提下(也就是将文中
的字、词的含义弄懂)，再去进行分析。在分析段落的同时，
让学生将学习到的方法运用到写作中去，尝试写一些小片段，
成功率比较高。而在修改的过程中，又进行标点、修改病句
及扩句的练习。

这样既巩固了基础知识又锻炼了分析能力，提高了写作能力，
使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然后进行篇章的分析练习就简单
多了。在阅读训练中，根据学生手中有许多复习资料这一有
利条件，我要求学生根据教师要求自己准备文章，然后小组
讨论，根据文章类型、内容出题，并给出正确答案。

再经由教师审核，组与组之间交流，这样一个班十个学习小
组，十套题出来了，在交流的过程中，学生有时发生争议，
教师根据不同情况处理，只要学生说得有道理，教师一般都
采取肯定的态度。课堂上解决不了的，就采取先挂起来，课
下取经的方式解决，争取不留尾巴。

篇章的分类练习，也要结合写作的训练。我要他们整理日记
本，选择好的素材，一类文章的分析练习结束后，就是写作
练习，没时间写成篇的，就写片段或主要内容。有素材，又
有方法，一般学生能做到言之有理，言之有物，作文水平一
定会提高。



在生活中，我们最需要的品格就是坚强，毅力。拥有坚强的
品格就能跨过困难，越过荆刺。给充满坎坷的人生留下光辉
和荣耀，让成功永远陪伴在我们身边。

一个小女孩，家离学校很远，要走几里路。一天，在去学校
的路上，小女孩脚一滑，不小心跌进了一个四十多米深的大
坑里。小女孩昏迷了一天，清醒过来后，觉得只有靠自己爬
出去，才能生存下来。于是她就日夜不停的攀爬，饿了，咬
根小树枝鼓劲，渴了，吮吸树叶上的露水。用小树枝当工具
一步一步往上爬，爬上去摔下来，又爬。不怕失败，不怕困
难，经过七天七夜的挣扎和努力，终于爬了上来，回到了家，
让家人十分惊喜。

生活中的启示，作者在生活中学习到了最重要的品格，坚强
和毅力。

人教版小学语文知识点总结完整版篇三

套帽登鞋裤图壶指针

识字滩艘军舰帆稻园孔翠队铜号

语文园地二

葡萄紫狐狸笨酸

课文

7哄先闭紧润等吸发粘汗额沙乏

语文园地三

弹钢琴捏泥滚铁环荡滑梯



8楼依尽欲穷层瀑布炉烟遥川

9闻名景区省部秀尤其仙巨位著形状10潭湖绕围胜央岛华隐约
纱童境引客

11沟产梨份搭棚淡够好收城市留钉利分味

语文园地四

昌铺调硬卧限乘售

12沿答渴喝话弄错际哪抬

13号堵缝当鹊朗衔枯劝趁将且腊狂吼复哀

14葫芦藤谢蚜盯啊赛感怪慢语文园地五

锋蜜蜂幕扫墓慕抄炒

15洪毒蛇兽伤灾难仍退继续训被耕恢

16朱德扁担志伍泽敌抽陡难仗疼料敬

17泼族民度敲龙驶容踩铺盛碗祝福健康寿

语文园地六

语文园地七

椰壳漠骆驼骏悬崖假威转扯嗓派违抗爪趟神猪纳受骗借

狼猩鹤鸽羚蚯蚓螃蟹蚕

闷



人教版小学语文知识点总结完整版篇四

第一单元：准备课

1、数一数

数数：数数时，按一定的顺序数，从1开始，数到最后一个物
体所对应的那个数，即最后数到几，就是这种物体的总个数。

2、比多少

同样多：当两种物体一一对应后，都没有剩余时，就说这两
种物体的数量同样多。

比多少：当两种物体一一对应后，其中一种物体有剩余，有
剩余的那种物体多，没有剩余的那种物体少。

比较两种物体的多或少时，可以用一一对应的方法。

第二单元：位置

1、认识上、下

体会上、下的含义：从两个物体的位置理解：上是指在高处
的物体，下是指在低处的物体。

2、认识前、后

体会前、后的含义：一般指面对的方向就是前，背对的方向
就是后。

同一物体，相对于不同的参照物，前后位置关系也会发生变
化。

从而得出：确定两个以上物体的前后位置关系时，要找准参



照物，选择的参照物不同，相对的前后位置关系也会发生变
化。

3、认识左、右

以自己的左手、右手所在的位置为标准，确定左边和右边。
右手所在的一边为右边，左手所在的一边为左边。

要点提示：在确定左右时，除特殊要求，一般以观察者的左
右为准。

人教版小学一年级上册数学知识点

数的认识

1、正确熟练地数出数量在20以内的物体的个数。

2、会区分几个和第几个，掌握数的顺序和大小。

3、掌握10以内各数的组成，会正确读、写0——20各数。

4、能说出个位、十位数位名称，识别各数位上数字的意义，
初步了解进制。

5、认识符号“=”“”“”的含义，会使用这些符号表示数
的大小。

数的运算

1、初步知道加、减法的含义和加、减法算式中各部分的名称，
初步知道加法和减法的关系。

2、比较熟练地计算(口算)一位数的加法和10以内的减法。

3、比较熟练地计算(口算)20以内的进位加法。



4、初步学会根据加、减法的含义和算法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
问题。

新人教版小学一年级上册数学知识点

第一单元

1、数一数

数数：数数时，按一定的顺序数，从1开始，数到最后一个物
体所对应的那个数，即最后数到几，就是这种物体的总个数。

2、比多少

同样多：当两种物体一一对应后，都没有剩余时，就说这两
种物体的数量同样多。

比多少：当两种物体一一对应后，其中一种物体有剩余，有
剩余的那种物体多，没有剩余的那种物体少。

比较两种物体的多或少时，可以用一一对应的方法。

人教版小学语文知识点总结完整版篇五

1、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2、上下天上地下五四天地分上下，日月照今古。

3、手足耳目人口坐下五口人下一站

4、山上火山上山八一

5、风雨下雨雨水雨天

园地



一、天地天下山下水田口水水手

第二单元：汉语拼音

4、马路土地泥土大地

5、画画火花打鼓

6、上学词语句子我爱上学。

7、大字四十山石桌子画纸下棋

8、打字妈妈书桌爸爸

第三单元：汉语拼音

9、白纸奶奶妹妹

10、白云小鸟马儿

园地三：山羊白雪雪花火车大家画家第四单元：课文

1、秋天树叶大风一片大人个子

一个飞鸟日子虫子人口火了

2、不在小船船上两头里头口头

田里看见闪闪星星月儿儿子

3、江南江水南北西北西南东西

采莲可是可口山东

4、笔尖说话春天青蛙青草夏天



冬天就是大地四天天上弯弯的园地四：男女开关正反开口头
上

第五单元：识字

6、远近有无来去大声开水山水上去

无声听说还是还有

7、一只花猫小羊青蛙水鸟苹果一边

小鸭小虫多少黄牛水牛水果杏子

8、书包尺子作业书本刀口上课本子

本来水笔笔画刀片小刀早上学校

9、明月森林从来火力众多一条尘土

水力土木木耳关心开心木头小心

10、正是上升立正国旗红星红色

一起起立美丽中立国歌中心第六单元：课文

5、影子好心前后我们黑色小狗左右

右手它们好人朋友友好正在后来

6、尾巴最后雨伞兔子长短长虫公鸡长大下巴把手火把谁最美
丽？

7、下来一串个头下雨小雨过去人们

写诗当心以后你们他们点心不要



8、半空空中绿叶长出彩色来到地方

问号没有更加一半从来从头从小

第七单元：课文

9、那里大海老师同学明亮天才明早

真好午睡什么人才口才明天同学

10、时候气候快车飞快时间觉得

自己很快自学自立自己穿衣服

11、蓝天笑声方向娃娃和好生活

第八单元：课文

12、一群竹叶用力大牙睡着几天参加几步山洞竹林牛马用心

13、乌鸦到处旁边进去许多长高

放心放学开放用法办法方法一只只好石头石子多少多云出去
日出只见可见

14、发芽发明好久不久全天全长爬呀爬

发生回家孩子全家回来回去4

回头对比变大回去

对手好玩



人教版小学语文知识点总结完整版篇六

方法一：

“做减想加”或“想加做减”因为8+7=15，所
以15-8=7，15-7=8。

“做减想加”或“想加做减”这个计算方法看似简单，但要
求学生思维力，首先要求学生要熟练掌握20以内的加法才能
快速的应用“做减想加”或“想加做减”。

方法二：

“破十法”12-5=10-5+2=7

“破十法”这个计算方法如果让学生自己思考计算方法，它
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方法。这方法要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学生
才能掌握，首先告诉学生3不够5减时先不减，要找十位借1变
成一个10-5得数5再和剩下的2合在一起成了7。

方法三：

“平十法”14-5=14-4-1=9

“平十法”也叫“连续减法”它的特点就在于先把减数拆成
补减数的个位和别一个数如：把5拆成4和1，再把14-3=10，
最后把10-1=9，这方法的难点在于把减数拆成另外两个数，
一定要拆对。

方法四：

小学一年级数学应用题解答方法

一、多看即多观察。



“解答应用题有助于学生理解四则运算的意义和应
用”，“还可以发展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并使学生受到思想品德教育。”但教材在编排
应用题时不急于求成，而是由易到难，循序渐进。最开始出
现的是用图画表示的应用题。这时候，教师要引导学生仔细
观察应用题(图画)，运用数数等已有知识直接获取一些表层
信息。如教学时，可向学生提问：图上画了什么?苹果分为几
堆?左边和右边各有几个?此外图上还画了什么?数错，不看问
题是一年级学生解应用题中常犯的毛病。如果重视学生的观
察训练，效果会好得多。这样可让学生初步感知应用题由三
个部分组成，为后面的学习打下伏笔。

二、多读

多读即反复读题，审题前必先通读题中文字，理解在图画应
用题中主要是通过观察获得表层信息，而对于图文表格应用
题及文字应用题则看不出所以然，特别是一年级学生识字不
多，即使都认识，一年级孩子自制能力较差，注意力极容易
无意识地分散，让学生看获取信息效果远不如读(文字)。对
于理解这两类应用题，多读既可集中学生注意力，又可加深
学生对结构的印象和题意的理解。

三、多说

教师应设计一些学生感兴趣的问题激活学生的思维，并且要
鼓励学生多说，即使错了也不要批评学生。其实，数学就是
找规律、找关系、形成表达式，这整个过程充满着探索与创
造，我们应让学生大胆地去说，去猜测，去尝试。我们要想
方设法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语言去表达、理解同
一道题的意思，不要担心什么无意识的思维浪费时间，往往
这种思维能产生“全新”的思想。再教学应用题时，主要是
让学生多说条件和问题，多让学生创造性的“重复”某一题
意，如仅“去掉”的意思，学生可以有“送去”、“拿掉”、
“奖给”、“吃掉”、“藏起来”、“遮住”、“坏



了”、“削好”等二十余个表达词语。此时，你一定会感觉
到你的思维太呆板，太受拘束，太不具创造性。“三个臭皮
匠”能“抵”几个“诸葛亮”呀!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是
印象最深刻的，用学生自己的思维去理解题意定会事半功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