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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导向的小学语文教学研究
李全景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李村镇油楼小学，山东 菏泽 274000）

摘要：核心素养是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新课程指标将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概括为语言

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四个维度，这就要求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要以此为目标合理设置教学目标，

在教学内容与架构中强化核心素养诸要素的融入，在教学活动设计、教学手段应用、教学媒介适切上注重对核心素养的体现，在此基础

上合理设置教学策略，进而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提升。对此，本文针对基于核心素养导向的小学语文教学实施路径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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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小学语文教育教学得以大幅度提

升，其不仅体现在知识技能的传授与培养方面，还包括借助语文

课程强化对学生德育与综合素质的教育。在此过程中，教师要强

化对现代教育理念的深入了解，以学生能力发展为目标设置教学

总体框架与具体落实，让学生在课程参与中提升自身语文能力，

同时也能明白很多道理，使小学语文作为基础学科充分发挥在培

养学生综合素养中应有的语文学科独特优势。

一、基于核心素养导向小学语文教学的意义

（一）有助于提升学生质疑能力

核心素养的提出注重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而思维能力的

提升需要在不断质疑中产生。在小学课程中，语文相较于其他

课程的学习存在一定难度，不仅要求学生掌握语文的基础知识，

还要通过文章阅读感受其情感与思想，实现与作者的情感共鸣，

这就表明语文课程的学习需要掌握相应的方法。产生质疑是学

会语文的重要环节，疑问的产生代表着发现问题，问题的发现

则是因为对课程学习的新发现。因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

师要充分利用语文现有文本资源，合理设置教学问题，将问题

质疑与知识积累有限关联起来，让学生抓住主要问题展开质疑，

让学生在寻求问题答案中不断产生质疑，进而实现对教学重点

与难点的把握。

（二）有助于提升教学活动体验性

体验性是核心素养相关要素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实现提升

的主要要求。新课标指出小学语文要建设开发且有活力的课堂，

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中结合学生兴趣与教学内容，构建出多种体

验性活动，以此激发学生的情感涟漪。通过体验性活动，学生可

以从教学资料与活动相关信息中得到认知体会或理性体会，进而

逐渐扩展到心理体验与情感体验上，使其获得知识上的积累，同

时获得发展能力与心理愉悦。

（三）有助于体现教学活动针对性

对小学生来说，每个阶段学生的发展程度与现状水平都是不

同的，发展速度也因学生个人知识积累与学习特点存在不同，而

固定单一的教学设计与教学手段是不可能适应所有小学生个人发

展的。这就表明每个学生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都存在一定差异，

其自身接受能力与发展能力不同，对其培养的深度与广度存在不

同，教师在设计教学方案时要充分体现教学活动的针对性，尊重

学生的个体差异。

二、基于核心素养导向的小学语文教学策略

（一）强化语言积累与表达，聚焦语言建构与运用

首先是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小学正处于学习的基础阶段，

此阶段的教学旨在为今后高年级的学习做好铺垫，因此，教师要

注重小学生语言建构与运用素养的锻炼，在丰富的语言情境中促

使学生积极主动积累知识，进而逐步掌握语文的文字特征与语用

规律，不断丰富其语言经验。当下阶段的重点在于积累语言经验，

包括语音语义、汉字词汇等知识的积累与语用规律积累，因此教

师在授课中要先以拼音教学做好基础铺垫，再以字词句教学引导

学生不断积累，同时引导学生体验语感，进而逐步发现语用规律。

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反复阅读重点词句或优质短句，

或诵读儿歌与故事等趣味读物，让学生感受语言文字的优美，不

断丰富自身言语经验与语感；引导学生逐步养成积累的习惯，在

诵读中将感兴趣或语义良好的句子积累下来，也可以将格言警句

或古诗词句子摘抄下来，这些习惯的养成对学生终身发展具有积

极影响。

其次是注重学生的表达实践训练。经过语言知识的积累后便

是对语言的表达运用，可以说语言积累是表达实践的基础，表达

训练是积累运用的主要途径。学生的语言运用是将积累建构的语

言知识运用在具体语言环境中，只有丰富的情境环境才能实现知

识的灵活运用，切实提升学生的解决问题能力，帮助学生适应不

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例如在课程“北京的春节”教学中，学生经

过课程学习后沉浸在春节喜庆氛围中，纷纷想分享自己关于春节

的故事，对此，教师可以留出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机会，让学生

在轻松氛围中表述各种趣事，此环节可以有效锻炼学生的语言能

力，还可以帮助学生巩固教材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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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设不同教学情境，注重学生思维发展与提升

首先要为学生创设提问情境。小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不仅是学

生语言知识的积累过程，更是学生实现思维发展的过程，前者可

以为后者的发展打下牢固基础，问题互动情境是促进学生思维能

力发展的主要途径。对此，教师要为学生构建提问情境，促进学

生的独立思考并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但在此过程中教师要注重体

现提问的艺术，合理控制问题数量，避免提问数量过少难以调动

学生的深度参与，提问数量过多学生出现动脑疲惫等情况；抓紧

提问的时机，结合学生喜好特点精心选择问题，以此激发学生主

动性；抓住主要问题，结合教学内容选出具有启发性的问题。例如，

在课程“月光曲”教学中，教师可以向学生提出问题：“贝多芬

为什么要弹琴给盲姑娘听”“贝多芬为什么弹完一首，又弹一首”

等问题，以此引导学生的独立思考，在探索中抓出文章主要信息，

进而促进其思维发展与提升。

其次要为学生创设互动情境。当代小学生正处于社会迅速发

展的阶段，要想得以发展就必须具备良好的适应能力，这不仅是

学生的未来发展要求，同时也是核心素养的培养方向。思维灵活

性可以帮助学生及时应对外界变化，适应各种复杂情境，对此教

师可以在教学中设置互动情境，引导学生在具体问题中强化思考，

以此提升思维灵活性。例如在课程“坐井观天”教学中，教师可

以引导学生思考：“小鸟为什么叫青蛙跳出井口来看一看？”学

生经过独立思考后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后再次提出问题：“青蛙

听了小鸟的话后跳出井口了吗？”这一问题提示学生从不同视角

分析，给予学生畅所欲言的机会，这时有的学生回答：“青蛙比

较固执，听了小鸟的话仍然不肯跳出井口，直到老去它还是认为

天空像井口那么大。”有的学生认为：“青蛙听了小鸟的话跳出

了井口，他看到了一望无际的天空，感叹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宽广，

还表示自己误会了小鸟。”这样学生可以从不同视角诠释自己对

问题的理解，有助于促进思维灵活性的提升。

（三）开展模仿写作教学，培养学生审美创造能力

审美教育是学生实现全面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

仅可以丰富学生的语言知识积累，还可以促进学生道德情操的发

展。小学语文教材中渗透了很多类型的美，包括山川美、大海美、

气候美等，教师要充分挖掘出蕴藏的美，在授课过程中引导学生

发现美与感知美，让学生通过对优秀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与评

价过程逐渐形成审美创造能力，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美与创造美。

例如在课程“火烧云”教学中，学完课文后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说一句赞美火烧云的话，让学生自由表达情感，而后教师借助

多媒体课件播放白云变化动态图，让学生一起欣赏与想象，发散

自己思维分析白云像什么，通过对火烧云文章中的叙述顺序与叙

述方式描述白云变化，将其整理出一段话。在此课程中教师引导

学生模仿借鉴，并在此基础上加入自己的想法尝试创造，让学生

获得丰富情感体验的重视，进一步提升审美意识。这样学生在模

仿过程中不仅可以掌握文章描写方式，还可以丰富自身情感与想

象力，提升审美创造能力。

（四）品味语言文字经典，增强文化传承与理解

语言文字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并且在文化传承过程

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发挥语言与

文字在提升小学生文化传承能力中的作用，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语

文课程学习不仅是对语文知识的积累，更是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传

承，以此培养学生民族自信与爱国情怀。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文章

是中华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学生在了解过程中理解中华文化，

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教师要引导学生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

魅力，实现对文化的传承，进一步提升文化修养，另外教材中也

存在很多他国文化元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理解国外文化，

提升学生文化包容性。例如在课程“威尼斯小艇”教学中，教师

引导学生：“同学们，之前的课程中我们一起领略了我国少数民

族的民族风情，感受了民族风情的多姿多彩，今天老师带着你们

到国外走走，去感受独特的异域风情，我们一起来了解下威尼斯。”

这样学生可以通过课文的学习了解小艇的独特作用，带领学生走

进意大利的威尼斯，感受水上城市的独特之处，从不同角度了解

异国风情。教材中存在很多国外文化文章，其中描写了他国的绮

丽风景与与众不同的风俗习惯，对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尊重与理解

外国文化，以辩证视角正确看待外国文化，对优秀文化应积极吸收，

以此培养学生的文化传承与理解能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作为小学教育体系中重要的基础部分，

对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具有重要作用。对此教师要积极改变教学理

念与教学方法，在理解教学本质意义基础上，更好落实教学有效

策略，促使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有效语文教学能够促使学生智

育与德育的双重发展，通过以上教学方法，能够有效提升学生语

文学科核心素养，对学生个人的终身发展有重要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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