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级知识点总结语文(优质9篇)
军训总结的撰写应该注重语言的简洁明了，条理清晰，并注
意遣词造句的准确性和规范性。下面是一些关于教师总结的
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学习。

三年级知识点总结语文篇一

1、隋大统一的历史原因。秦和隋的相似性。

2、隋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3、全面细致的识记大运河的分段、起止点、沟通河流。理解
大运河开凿的原因，影响。正确看待历不同人物对大运河的
评价。

4、多方面(从统治者作为，从制度，从科技，从水利，从民
族交往，从中外交流等)分析唐朝前期盛世局面形成的原因和
启示。

5、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的活动和评价。

6、深入理解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均田制，租庸调制的实施
原因、目的，作用和其间的联系，后来的破坏。

7、全盛时期的表现(经济、政治、民族、对外、文化。)贞观
之治和开元盛世。

8、长安和扬州。

9、唐中央政权和边疆民族关系的史实，共性。与汉民族关系
的异同点。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

10、唐朝对外交往和汉的不同之处及其成因。对外交流的具



体史实。

11、深刻理解两税法的实施和影响。

12、多方面分析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原因和启示。

13、唐文化：唐诗、韩愈和柳宗元。莫高窟，绘画，书法，
封建教育，医学，孙思邈和《唐本草》。

三年级知识点总结语文篇二

1、两位数乘整十数的乘法：探索因数是整十数的乘法计算，
找出计算规律。

2、两位数乘两位数（不进位）：探索两位数乘两位数（不进
位）的乘法经历估算与交流算法多样化的过程。

3、两位数乘两位数（进位）进一步掌握两位数乘两位数（有
进位）的计算方法。并能正确进行估算和计算。解决简单的
实际问题。

4、解决相关的简单实际问题巩固两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方法，
使学生能够正确进行计算，提高计算能力，从而体会数学与
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感受到数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三年级知识点总结语文篇三

1、两位数与两位数相乘估算：把其中一个因数估成接近的整
十数。

例18×12估算：18×10=18018×12的积大于180，接近180

或估算：20×12=24018×12的积小于240，接近240



易错题：42×26的积大于（)，接近(）。

2、用横式计算p15

通常将其中一个因数分成整十数和一位数分别与另一因数相
乘。

例14×12=14×10+14×2

25×32=25×（)×(）填(4和8)更简便

3、竖式计算：

1、相同数位对齐。

2、用因数十位上的数去乘，乘得的数的末位要和十位对齐。

其他易错题：p17/3

3、比较几个几相加的和与几个几相乘的积

例：(1)4个4相加的和是多少？

4+4+4+4或4×4

(2)4个4相乘的积是多少？

4×4×4×4

三年级知识点总结语文篇四

寓言两则 亡羊补牢 结结实实 南辕北辙 有名的射箭能手

大吃一惊 慢慢地飞来 边飞边鸣 声音很悲惨 孤单失群



若隐若现 恍然大悟 经常叮嘱 认认真真地看 老老实实地画
哈哈大笑

嘻嘻的笑声 神情变得严肃 和颜悦色地说 一生受用 露出满
意的神情

禁不住点头称赞 弯弯曲曲的线 连绵不断的山峰 连绵起伏的
群山

赶快——赶紧 后悔——懊悔 奇怪——奇异 劝告——劝说

盘缠——费用 能手——熟手 悲惨——悲苦 有名——出名
（著名）

帮助——援助 害怕——惧怕 本事——本领 孤单——孤独

满意——满足 要求——恳求 称赞——称颂 恰好——正好

审视——审察 教诲——教训 叮嘱——叮咛（嘱咐）

密密麻麻——密密层层 若隐若现——隐约可见 禁不住——
忍不住

连绵不断——连绵起伏 和颜悦色——和蔼可亲

接受——拒绝 害怕——勇敢 熟悉——陌生 严肃——和蔼

相信——怀疑 称赞——批评 密密麻麻——稀稀疏疏

一目了然——若隐若现 恍然大悟——百思不解

叼（叼走） 劝（劝告） 悔（后悔） 寓（寓言） 则（两则）

叨（唠叨） 加（加法） 诲（教诲） 遇（相遇） 侧（侧面）



晌（半晌） 狠（狠心） 盘（盘子） 猪（小猪） 惨（悲惨）

响（响亮） 狼（狼狈） 盆（脸盆） 猎（打猎） 参（参加）

列（列车） 副（一副眼镜） 申（申请） 审（审视）

裂（裂开） 幅（一幅图画） 伸（伸手）

钻_______（钻石） 便_______（方便） 结_______（结实）

_______（钻研） _______（便宜） _______（结束）

教_______（教师） 角_______（角度） 更_______（更加）

_______（教书） _______（角色） _______（三更半夜）

遇（相遇） 弓（弓箭） 公（公司） 剑（宝剑）

寓（寓言） 愈（愈合） 工（工厂） 宫（宫廷） 箭（火箭）

丁（园丁） 乐（音乐） 燕（燕子）

盯（盯住） 越（越过） 雁（大雁）

叮（叮嘱） 悦（喜悦）

1、《亡羊补牢》 亡：走失，丢失。补：修补。牢：关牲口
的圈。

“亡羊补牢”的意思是说羊丢失了，再去修补羊圈。《亡羊
补牢》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做错了事或出了问题，只要我们
及时改正或补救，就还不算晚。

2、《南辕北辙》 辕：车前部驾牲口的长木，引申指车。辙：
车轮碾出的痕迹，引申指道路。把式：老手，行家。本课指



车夫驾车的技术很高。盘缠：路费。

“南辕北辙”的意思是心里想往南方去，可车子却向北走，
比喻行动与目的相反，结果只能是离目标越来越远。

3、《惊弓之鸟》

（1）“它飞得慢，叫的声音很悲惨。”

“飞得慢”，因为（它受过箭伤，伤口没有愈合，还在作
痛）；“叫的声音很悲惨”，是因为（它离开同伴，孤单失
群，得不到帮助。）它一听到弦响，心里（很害怕），就
（拼命往高处飞），它（一使劲），伤口（又裂开了），就
（掉了下来）。

（2）更羸并不取箭，他左手拿弓，右手拉弦，只听得嘣的一
声响，那只大雁直（拼命）往上飞，拍了两下翅膀，忽然从
半空中（直）掉下来。

4、《画杨桃》

他对我要求很严，经常叮嘱我：“你看见一件东西，是什么
样的，就画成什么样，不要想当然，画走了样。”

老师让这几个同学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然后和颜悦色地
说：“提起杨桃，大家都很熟悉。但是，看的角度不同，杨
桃的样子也就不一样，有时候看起来像个五角星。因此，当
我们看见别人把杨桃画成五角星的时候，不要忙着发笑，要
看看人家是从什么角度看的。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眼睛，看
到是什么样的就画成什么样。”

（这是老师告诉我们做事情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叼：第五画是（ ） 悔：第八画是（ ） 盘：第四画是（ ）



晌：读音是（ ） 窟窿：的读音是（ ）

弓：写出笔顺（ ） 肃：读音是（ ），第四画是（ ）

《语文园地三》

1、把反问句变成陈述句：（48页）

2、比喻句。（背诵）

（1）青的草，绿的叶，各色鲜艳的花，都像赶集似的聚拢来。
（拟人句）

（2）背上的羽毛像浅绿色的外衣。

（3）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朵荷花。

（4）挑着满满一担水，走在林中的石板路上，我泼洒了多少
珍珠啊！

（5）二月春风似剪刀。

3、表现思想方法的谚语。（背诵、默写）

绳在细处断，冰在薄处裂。 花盆里长不出苍松，鸟笼里飞不
出雄鹰。

莫看江面平如镜，要看水底万丈深。 亲身下河知深浅，亲口
尝梨知酸甜。

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

三年级知识点总结语文篇五

(一)认识东、南、西、北



(西-+-东);

2、小学生三年级下册数学知识要点位置与方向：面朝南时，
转动方向盘，将南对准前面，即：东-+-西，面朝东时，方向
盘定为：北-+-南。

(二)认识东南、东北、西南、西北

(三)确定中心，找方位--解决这类题目的关键是找准以谁为
中心。

三年级知识点总结语文篇六

1.我国的国家性质：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
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2.我国的国家职能：我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体现在我们
党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人
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方面。

3.我国国家机构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最大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
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

4.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制度
下，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公民在法律
面前一律平等；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
结合；公民参与政治生活要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
原则；公民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
相结合的原则。



三年级知识点总结语文篇七

1.我国的国家性质：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
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2.我国的国家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
方的自治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等。

3.我国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平等地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
务。

4.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
平等；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

5.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
理、民主监督。

三年级知识点总结语文篇八

政治必修一知识点归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物质概念：物质是标志着客观实在性的哲学范畴，这种客
观实在是相对于我们的感觉而言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
而存在，又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2.物质的唯一特性：永恒不变性，但与哲学上的物质概念不
同。

3.运动：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任何物质都在不停地运动，
运动的多方面表现：

（1）机械运动：即一切物体的相对运动。



（2）物理运动：即机械运动之外的包括化学运动、生物运动、
社会运动在内的各种运动。

（3）思维运动：这是物质世界的最高层次的运动，是人类运
动的高级形式。

4.时间和空间：物质运动所必须的外部条件。同时，空间和
时间也是物质运动的属性。

5.规律：规律就是事物运动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
稳定的联系。

6.规律特性：普遍性、客观性、制约性。

7.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

（1）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前面半句强调的
是规律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后半句说的是规律不能
被创造、改变和消灭。

（2）人可以在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根据规律发生作用
的条件和形式利用规律。

（3）人在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

（4）按客观规律办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5）发挥主观能动性：用百分的努力，做成一事；用百分的
力气，作成一事。

（6）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7）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根本工作路线。

（8）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



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立场和态度。

（9）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
耻。

三年级知识点总结语文篇九

修改病句：

一、病句：

就是指句子不完整或句子词语之间的联系有毛病的句子。

二、一般病句类型：

1、成分残缺。一个完整的句子应该是“枝叶”齐全，意思完
整明确。

例1：“这种不爱护公物应该受到批评。”——这一句中缺少
主心语，应在“公物”后面添上“的行为”三个字。

例2：“他穿着一件灰色上衣，一顶蓝色帽子。”——这一句
第二分句缺少谓语中心语(谓语动词)，应在“一顶”前添
上“戴着”二字。

2、用词不当。用词不当是指句中所用的词不符合语境，或用
了词义相近，甚至相反的词。

例1：“她喜欢一个人在平静的环境里看书。”——应将“平
静”改为“安静”。

例2：“校园里屹立着一棵棵白杨树。”——应将“屹立”改为
“挺立”。



例3：“升旗仪式开始了，鲜红的五星红旗徐徐上升。”——
应将“鲜红”改为“鲜艳”。

3、搭配不当。句子中一对词不能搭配或违反语言习惯就是搭
配不当。

例1：“早晨，金灿灿的太阳光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应去掉“光”字。

例2：“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出的大型音乐
舞蹈《千手观音》，接受了全国观众的好评。”——应
将“接受”改为“受到”或“得到”。

4、语义重复。语义重复就是指一个句子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
意思相近或相同的词同时出现使用，造成句子的表意重复啰
嗦。

例1：“上课时，同学们都全神贯注、聚精会神地听
讲。”——去掉“全神贯注”或“聚精会神”。

例2：那个房间非常宽敞得很。——去掉“非常”或“得很”。

例3：松树屹立在陡峭的险峰上。——去掉“陡峭的”或
将“险峰”改为“山峰”。

例4：那个三条边的三角形画好了。——去掉“那个三条边
的”。

5、归类不当。归类不当是指将不属于同一属类的事物放在一
起。

例1：“《中国少年报》《小主人报》《儿童时代》等报纸，
我都很喜欢。”——应去掉《儿童时代》，或者将“报纸”
改为“报刊”。



例2：“万里长城、故宫博物院和南京长江大桥是中外游客向
往的名胜古迹。”——应去掉“和南京长江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