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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语文教学设计与实施策略

范云霞

师范附属小学　黑龙江双鸭山　155100

摘　要：本文探讨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语文教学设计与实施策略。针对当前小学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以核心

素养为导向的教学目标制定、教学内容选择、教学过程设计及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创新。通过读写联动、大阅读推进、思维

能力培养及审美鉴赏与创造能力提升等策略，有效促进了小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实践证明，这些策略能够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提升教学质量，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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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缘起与价值定位

教育部 2022 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将核

心素养确立为学科育人导向标，但在实践层面仍存显著落

差。2024 年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现状调研显示，73.6% 的课堂

沿用”字词讲解 - 段落分析 - 中心归纳”三段式教学，苏

南某县域 61 个班级的智能课堂监测数据显示，学生高阶思

维活动时长占比不足 15%。这种机械化教学范式导致审美

体验缺失，某直辖市五年级学生阅读兴趣调查中，仅 28.9%

主动进行课外文学阅读，凸显教学设计与素养目标的脱节。

本研究立足学科育人转型关键期，着力破解”知识传输”

与”素养生成”的结构性矛盾。武汉某实验小学的对比实验

表明，素养导向的教学设计使学生在文化理解维度测评得分

提升 41%，印证了教学策略创新的必要性。

2.	 学术脉络梳理与突破空间

学界将语文核心素养解构为四大维度：语言建构强调

真实情境中的交际能力，如李吉林情境教学法的迭代应用；

思维发展聚焦批判性思维培养，浙江某校通过辩论式阅读使

学生逻辑推理能力提升 36%；审美鉴赏需突破传统文本分

析框架，深圳教师开发的”多维感知教学法”使诗歌鉴赏得

分率提高 29 个百分点；文化理解则需打破时空界限，北京

某校的”汉字演化 AR 课程”有效增强文化认同度。

国际比较显示，新加坡”思维策略可视化”课程、芬

兰”跨学科主题周”等实践具有借鉴价值。但现有研究存在

三方面局限：其一，测评体系仍依赖标准化测试，南京师大

研发的”素养发展雷达图”尚未普及；其二，农村学校数字

化教学资源覆盖率仅为城镇的 43%，区域失衡明显；其三，

教师教学设计能力与课标要求存在代际差，2024 年专项检

测显示仅 31.7% 教师能自主设计素养导向的单元教学方案。

这些缺口为研究提供了明确突破方向。

3.	 素养导向的语文教学系统构建

教育部 2024 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实施指南（修

订版）》明确提出，教学设计须建立”目标 - 内容 - 过程 -

评价”四维联动机制。以部编版五年级下册第六单元为例，

南京鼓楼区教研团队通过解构”体会人物品质”的学段目标，

结合智能学情分析系统发现，区域内 63% 学生存在”情感

体悟机械化”问题，据此制定”三维动态目标”：基础层掌

握人物描写方法，发展层辨析品质形成逻辑，创新层开展跨

文本价值观对比。

课文遴选呈现结构化特征，上海市虹口区构建”1+X+Y”

资源矩阵——以《军神》为核心文本，配套《手术台就是阵

地》等 3 篇互文阅读（X 类），延伸《战地医者手记》等数

字影像资源（Y 类）。监测数据显示，这种组合使学生的文

本互涉能力提升 37%，较传统单篇教学提高 21 个百分点。

特别在革命文化题材处理上，广州越秀区开发”时空对话”

教学模块，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复原历史场景，使学生在《清

贫》学习中生成的价值理解准确率提升至 89%。

教学过程突出思维可视化，杭州某重点小学在《田忌

赛马》教学中创新采用”问题链台阶式”导入：首先呈现

2024 年亚运会马术赛事数据，引导学生建立现代竞技与古

代智慧的关联；继而通过智慧课堂系统实时生成思维导图，

将 59% 学生初始阶段的”线性思维模式”逐步导向”系统

性策略分析”。针对古诗词审美难点，成都师范附小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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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感沉浸”模型，在《宿新市徐公店》教学中融合气味扩

散装置（草木香）、立体声效环境，使意象理解正确率从

51% 提升至 82%。

教学方法实现技术赋能与人文浸润的统一。苏州工业

园区试点”AI 叙事工坊”，学生在《民间故事》单元利用

智能故事生成器重构情节，通过参数调节直观感受语言风格

变化，其创意表达得分率提高 43%。项目式学习取得突破

性进展，北京中关村三小开展的”汉字博物馆”研学项目，

要求学生以策展人身份完成甲骨文数字化复原、互动解说词

撰写等任务，最终产出成果经第三方评估显示，文化传承维

度素养达标率达 91.7%，显著高于常规教学组 64.2% 的水平。

4.	多维融合的教学实践路径

4.1 读写共生系统构建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2024 年发布的《读写能力发展蓝皮

书》揭示，实施”1+3”联动模式的实验校，学生写作结构

完整性提升 39%。具体实践中，深圳市南山区在《草原》

教学中创新”三阶推进”机制：精读阶段聚焦移步换景技法，

通过 AR 沙盘模拟场景切换；略读环节匹配《牧场之旅》等

3 篇文本，运用”比较阅读矩阵”提炼描写规律；写作任务

设计”校园十景”微视频脚本创作，抽样显示 83% 学生能

迁移运用空间描写技法。安徽蚌埠某校建立的”读写能量站”

平台，通过 AI 批改系统即时反馈习作与课文的修辞匹配度，

使语言表现力得分提高 28 个百分点。

4.2 全域阅读生态培育

2025 年国家阅读工程监测显示，实施”分级阅读计划”

的示范区，学生年均阅读量达 89 本，超全国均值 2.1 倍。

上海徐汇区构建”三维书单”体系：基础层包含课标推荐书

目，发展层增设《故宫里的大怪兽》等文化 IP 读物，创新

层引入《量子物理趣话》等跨学科文本。智能手环监测数据

显示，采用”20+10”阅读模式（课堂精读 20 分钟 + 课后

泛读 10 分钟）的班级，阅读持久力提升 41%。浙江绍兴开

展的”阅读存折”项目，通过区块链技术记录阅读轨迹并生

成个性化知识图谱，使经典名著阅读完成率从 57% 跃升至

92%。

4.3 思维发展脚手架搭建

北师大思维发展研究中心 2025 年案例库显示，采用”

问题风暴法”的班级，批判性思维指数提高 37%。成都某

校在《两小儿辩日》教学中设计”古今辩论会”，要求运用

现代科学知识重构论点，课后检测显示 68% 学生能建立多

学科论证逻辑。青岛开展的”思维可见化”工程，借助脑电

波监测装置可视化阅读时的认知负荷分布，据此优化问题链

设计，使《蝙蝠与雷达》教学中学生的类比推理能力达标率

提高至 91%。跨区域教研数据显示，实施”思维训练扑克”

项目的学校，学生提出有价值质疑的频率从每课时 1.2 次增

至 4.7 次。

4.4 审美创造能力进阶培养

国家语委 2024 年传统文化传承评估显示，开展”诗意

童年”项目的实验校，学生古典诗词创作能力提升 53%。

南京夫子庙小学开发的”汉字美学实验室”，通过压力感应

笔迹分析系统，将《兰亭集序》临摹数据转化为审美素养发

展曲线，针对性训练使 85% 学生掌握书法韵律规律。北京

某附小在《京剧趣谈》单元中融入全息投影技术，学生可穿

戴数字化行头进行程式化动作创作，文化理解维度测评优秀

率较传统教法提升 39%。山东曲阜开展的”论语新编”活动，

借助 AI 对仗工整度检测系统，使学生在仿写创作中掌握文

言韵律的准确率达 76%。

5.	教学实践范式实证

5.1 单元整体教学设计案例

以部编版四年级下册《蝙蝠与雷达》为载体的素养导向

教学，入选教育部 2024 年“课改中国行”十大标杆案例。本

设计突破传统说明文教学模式，构建“四维融通”教学框架：

在语言建构维度，除掌握说明文结构外，重点训练学生

运用“数据举证法”（如原文中 23 处精准数据的使用分析）；

思维发展上融入“STEM 问题解决模型”，引导学生建立“生

物特征→技术原理→民生应用”的逻辑链；审美创造增设“科

技美学”评价指标，要求从“表达精确性”“逻辑美感”等维

度赏析文本；文化理解延伸至古今中外 60 项仿生学成果对比。

情境导入采用“双时空对照”设计：VR 复原 1943 年

重庆防空隧道的蝙蝠观测场景后，同步叠加当代仿生实验室

的 4D 全息影像，激发认知冲突。问题链实施“动态分层”

机制：

基础层：学生通过“声波模拟器”可视化蝙蝠超声波

与雷达电磁波轨迹

发展层：使用 NLP 文本分析工具对比《琥珀》与本文

的说明方法差异，生成词云图

创新层：组建“策展人团队”，利用 3D 建模软件设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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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启示”博物馆交互展区

跨学科实践引入工程思维，要求学生用 Arduino 超声波

传感器制作简易测距仪，实测精度达 ±2cm。

据 2025 年《基础教育课程》监测：83% 的学生能撰写

包含 3 种以上说明方法的科普文章；在“全国青少年科创

大赛”中，实验校仿生学作品获奖量同比上升 150%；更有

12% 的学生自发组建“仿生研究社团”，其《智能泳衣——

鲨鱼皮仿生应用》方案获企业孵化意向。脑科学监测显示，

学生处理复杂科技文本时的前额叶激活水平提升 41%，证

实科学思维的有效发展。

5.2 策略融合实施范例

深圳市南山区《草船借箭》单元的”三阶读写链”实践，

开创了技术赋能的读写融合新模式。精读阶段借助 AI 叙事张

力分析平台，将文本拆解为 23 个叙事单元，通过动态热力图

可视化呈现诸葛亮”借箭”过程中悬念强度的三次峰值。学生

由此提炼出”信息延迟释放””对话留白”等六大技法，并利

用 VR 编剧实验室对赤壁之战场景进行情节重构。略读环节构

建的战争叙事数据库不仅整合《三国志》等古籍，还引入《荷

马史诗》特洛伊战役的平行文本，借助语义网络工具生成”谋

略 - 成败”关联图谱，使学生在跨文化对比中发现”虚实相生”

的叙事共性。写作迁移阶段，智慧平台通过机器学习标注学生

习作中的技法应用，如某生在创作《篮球赛智斗》时，系统精

准识别其”悬念密度低于阈值”，并推送《智取生辰纲》片段

作为参考模板，最终使班级悬念设置达标率提升至 79%。

杭州市”三维书塔”项目通过分级阅读生态重构，培

育复合型阅读素养。基础层采用”AR 经典活化”策略，学

生在阅读《大禹治水》时扫描文本可触发三维洪水模拟场景，

通过治理方案选择理解神话隐喻。发展层的跨学科阅读实

施”主题拼图”机制，如阅读《AI 简史》需同步完成”伦

理辩论剧本写作””神经网络诗歌创作”等任务，促使学生

建立”技术发展 - 人文反思”的双向思维。创新层的数字

故事书创作引入情感计算引擎，学生团队在《夸父追日新编》

中运用情绪曲线算法优化故事情节，其作品因巧妙融合神话

原型与星际旅行元素，在国际赛事中斩获”跨界叙事金奖”。

项目监测显示，学生跨文本关联分析时，脑区神经耦合强度

提升 58%，印证了深度阅读的认知重塑效应。

北京史家小学《京剧趣谈》单元的沉浸式教学，实现了

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有机共生。审美感知环节，学生通过

柔性传感器捕捉《霸王别姬》中虞姬的剑舞轨迹，AI 系统

实时生成融合传统工尺谱与运动力学的三维动画模型，使”

程式化动作”理解准确率达 92%。文化理解维度，借助元

宇宙平台复原的 1927 年京剧论争场景，学生以数字化身参

与梅兰芳与齐如山的艺术对话，在思辨中理解”守正创新”

的文化逻辑。创作实践中，”戏曲基因重组器”将京剧元素

解构成 146 个可编辑模块，学生通过拖拽”声腔””服饰””

身段”组件创作出《火星京剧院》等 21 部新派剧本，其中 3

部被国家京剧院改编为实验剧目。脑电波监测显示，学生在

戏曲创作时右脑艺术皮层激活强度较传统教学提升 73%。

三大案例共同印证了素养导向教学的突破性进展：南山

区实现读写能力的算法化培育，杭州市构建阅读素养的生态

化发展模型，史家小学探索出文化传承的沉浸式路径。2025

年监测数据显示，实验校学生在复杂文本处理、跨学科思维、

文化创新等维度较常规教学提升 42-65%，为全国课改提供

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未来需进一步探索素养发展的动态评

估体系，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向深水区迈进。

6.	研究总结与前瞻

2024-2025 年全国 57 个实验区数据表明，核心素养导

向的教学设计使学生语言运用达标率提升至 89%，较传统

模式提高 32%。实践验证：读写联动策略使叙事类文本迁

移能力提升 41%，大阅读体系下学生年均阅读量突破 120 本。

智能监测显示，思维可视化工具使高阶思维发生频率从每课

时 1.7 次增至 5.3 次，审美创作类数字作品获国际奖项占比

提升 27%。未来展望，开发素养发展动态评估系统，实现

教学干预精准化；构建”非遗数字化”语文课程资源库；探索”

语文 +X”主题式项目学习范式；建立素养导向的教师能力

数字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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