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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学习过程，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实践探究
黄　颖

（来安街道八集小学，江苏 宿迁  223700）

摘要：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行，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已经是语文教学的关键任务之一。对于小学生来说，语文核心素养能帮助学生夯

实学习基础，加强学生语文运用的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因此，语文教师需要在教学过程中探究合理的教学方法，从而有效提升学生语

文核心素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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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版语文课程标准指出，立德树人是教学过程中应当贯彻

落实的基本任务，小学语文教学要重视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也

是深化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有效促进小学语文教学的创新改革

等措施。语文教师要意识到小学语文教学中加强核心素养培养的

重要作用，着重关注小学生知识构建和应用、思维拓展和提升、

审美的再创造、文化的传承和理解，教师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及时转变自身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从而推动语文教学迈入新

的台阶。

一、小学语文核心素养的概述

小学语文核心素养指的是，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运用

所学的知识实现自主思考，从而不断提升学生自身的语文学习能

力。这一学习能力对学生生涯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语文素养主

要包含四个方面：即学习方法、语言实践、审美能力、传承文化。

语文核心素养的内涵比较复杂，且包含了多种方面。学习方法指

的是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养成的语文阅读习惯、写作模式等内容，

为学生今后的学习活动奠定坚实的基础。语言实践则是指学生收

获一定的学习知识之后，不断发散自身的思维能力，在某种程度

上实现内容创新；审美能力指的是学生可以借助合理的方式，归

纳总结身边的各种事物和技能，能够形成学生一定的主观意识和

审美趣味；传承文化则指的是学生结合所学的文化知识进行传承

并弘扬，引导学生从内心深处养成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从而

保障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小学阶段进行语文核心素养的

培养，有效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个人创造能力和审美能力，

有助于推进学生全面素质教育。

二、小学阶段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性

小学语文教学有着较强的基础特性，但是小学生自身对知识

的储备较少，加强核心素养的培养，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增加学习的趣味性，从而有更多的精力投身于语文学习活动中去，

对推动学生全面健康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在小学阶段加强学生

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不断增强小学生自身的综合素养水平，深

化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意识。如在开展古诗词教学的过程中，

通过加强小学生对诗词的阅读能力和鉴赏能力，弘扬我国优秀传

统文化着重强调学生的文化自信。在小学阶段培养学生的语文核

心素养，及时转变语文教学的模式，更关注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

培养，要求教师对教学模式优化完善，有助于提升语文教师的教

学水平和专业技能。

三、小学语文核心素养的六个层次

（一）具备必备的基础知识

小学语文核心素养主要有六个层面，首先，需要具备一定的

语文知识，针对语文教学活动来说，语文知识是基础，也是语文

核心素养最低层次的内容。因此，要想加强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学生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比如，针对语文的基本词汇和语

法等内容都要熟练掌握。

（二）强化语言的积累

除了上述所说的语文知识外，还需要具备一定的语言积累，

除了语文教学素材之外，还要结合一定的课外经验，比如说，可

以背诵优秀的文字和词句等内容丰富自己的语言，从而不断提升

学生的语言技能。

（三）掌握熟练的语言技能

实现一定的语言积累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语言的运用，

具体包括学生查阅字典、朗读、默读、说话练习、写作等基本功能，

让学生能够熟练运用所学的知识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加强学生

的语感培养。

（四）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教学不是为了需要而教学”。简单

来讲，教师教学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同时熟悉学习的正确方法，在日常学习的过程中充分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语文教学的质量提升，从而不断

提升课堂教学的效果。

（五）奠定深厚的文化素养

文化是语言的基础，因此，要想提升语文核心素养水平，文

化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化素养的培养是实现语文核心素养

培养的基础。因此，实际教学过程中，除了学生基础学习之外，

还要加强文化素养，教师要传授给学生一定的文化知识，有助于

提升学生的文化底蕴。

（六）养成优雅的谈吐举止

语文学习的最终目的也是为生活实际做服务，优雅的谈吐举

止也是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基础知识之后会形成

一定的文化底蕴，在和他人交谈的过程中，借助自身的学识展现

优雅的谈吐举止，有效提升自身的沟通交际能力。

四、核心素养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一）有助于丰富学生的情感

核心素养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能够丰富学生的情感，引导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端正自身的态度，正确认识到语文教学的重

要性，从而形成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促进学生

个人能力水平的提升。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对教学素材有不

同的理解，擅于引导学生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有效提升其

语言表达能力。教师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及时转变自身的教学理

念和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个人的潜能，

才能使学生更好的传递自己的情感，加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学生

在核心素养的影响下能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

（二）不断增强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以核心素养培养为主，突出学生的个人

特性，便于学生在教师的领导下小组合作、自主探究，才能更好

地进行创新和实践，推动个人能力的发展，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

能明确学习的目标，养成良好的价值观念。如学习狼牙山五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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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时，可以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详解狼牙山五壮士的感

人事迹和优秀品质，有助于学生更好的完善自我、拓展自我，推

动其思维模式的发展。

五、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实践策略

（一）把握学段特点，让教学更有针对性

新课标改革将教学工作氛围三个不同阶段，而各个学段的教

育建议与目标都是不相同的。语文老师在上课堂时要把握不同学

段的学生特征，并主动地给学生的口语练习提供平台，以便于为

学生的口语实践寻找突破口。根据纵观人教版小语课本，各种主

题的文章在三个不同学段中均有布置，而针对不同学段，老师的

教学策略也就应该不一样，可以使不同学段的学生更好地开展口

语实验。如人教版二年级上册的《风娃娃》，它是一个童话，由

于低层次中小学生普遍对童话故事充满兴趣，所以如此的数学课

文很易于引起中小学生强烈趣味，但在教学中，部分老师往往忽

略了低段学生的认识基础和思想特点，用大量时间诱导学生去理

解课文蕴涵的道理，在中小学生无法领悟之际，通过老师旁敲侧

击，中小学生们“终于”明白了原来这个童话故事就是要告诉人

们的这个道理。语用要求教师抓住学段特点，合理安排教学。因

此，教师可把握中低段学生特征，从“风”的谜语开始，风趣的

谜语一下子缩短了每个学生和课文之间的距离，中小学生对课文

形成了浓厚兴趣，接着，教师又要让中小学生自己朗读课文，从

而初步理解了课文内涵。为使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在课堂

教学中以形式诱导学生掌握生字，从而为理解课文内容扫除障碍。

最后，老师又让学生通过朗读：思考风娃娃曾经做过的哪一些事，

在这几件事中，那些是他曾经做的好人，那些是他做的坏事。故

事说完以后，老师又让学生通过回忆故事，并引导说说读过故事

以后有了什么感受。所以讲，对于以上课程，老师把握孩子低阶

段的语言特点，从小说故事开始，接着学生字，再接着朗读，然

后复述故事给他们表达感受，这样的教学策略更符合低段孩子的

语言特点，学生会在各种活动中掌握道理，从而有效开展语言实践。

（二）把握课文特色，推进教学增值

语言环境是语文知识的基础，在语用背景下的语文教育，就

要求语文老师不是以单一的语言教育语文，而是必须把语文置于

具体的生活环境之中，并通过环境丰富学习者的语文知识。汉字

本来并不具有什么感情色彩，但是人们把它置于不同的生活环境

中，也就产生出了不同的感情色彩，掌握它也要掌握对它的运用，

所以，语用教师应把握语言特点，通过在不同的环境中指导学生

掌握语言、运用语言、应用语言，并以此达到对教学的增值。如

人教版的《狼牙山五壮士》，每篇章都强调了一个个“壮”字，

课文紧扣题眼“壮”字进行记叙，先写五位壮士对抗超出自身数

倍的敌军，进行掩护任务，揭露其胆之“壮”；再写勇敢作战，

攻击敌军，揭露其行之“壮”；紧接着写诱敌进入绝境，揭露了

壮士们不但豪强，且有智谋；结尾高呼口号舍身跳崖，以展现其

气节之“壮”。五年级孩子已经具有一定的语文感知水平，老师

如何抓住本文的语言特点，恰当指导他们感受语文、掌握知识成

为教学的重中之重。在文章结尾，当战士们大呼口号舍身跳崖，

以展现其气节的“壮”时，有两个词语“惊天动地”“气壮山河”，

我们引领孩子深入文章中，让他们根据文章开头对五壮士英雄事

迹的描述，去体会五壮士们最后舍身跳崖的壮举。在他们对课文

的理解有了更深刻的领悟以后，学生们才能够根据课文的内容“惊

天动地”“气壮山川”，于是，“惊天动地”“气壮山川”所要

表现的，是歌颂五勇士视死如归、壮烈豪迈的民族英雄精神，也

会越来越容易被他们所认识。这些口号声将响彻云霄，震动大地，

至此，他们将对文中以“壮”字为重点展开阅读的表达方法将会

有相当深刻的体会，而文山中的文字、词汇也将在更具体的语境

中逐渐被他们所认识和掌握。应该知道，“壮”词放在不同的环

境中所表现的含义完全不同，语用教育正是要在不同的话语情境

使学习者体会话语的价值。

（三）抓住大单元语文要素，提升自学意识

不同类型表现的是不同文体，语用场合下，针对各种文体，

教学策略与教学指导就不会一样。小学生因为语文知识的特殊性，

老师上课堂后，不能花大部分的时间告诉他们哪些是文本，但应

该灌输文本知识，让他们能够针对不同的文本运用相应的读写方

法。文本能力是语用学习的基础，也是学习者语言素质的组成，

老师要巧妙抓住各种文本开展语言应用，以此增强学习者的语用

能力。如人教版初三下册《太阳》，这是篇科普短文，深入研究

课文后，当人们看到文章中采用的各种科学表示方式来解释事物，

尤其是所采用的列数据、举实例、做比喻、打比方等的表示方式时，

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针对初三的学生，老师并不能用大部分的

时间对学生说明什么才是说明文，但必须针对初三学生的知识基

础，把文章中一些关键的句子展示给学生，使学生体会作者是如

何说明文章太阳特点的，从而让学生既知道作者要描述某个事情

时要如何写作才更加具体、通俗、明了，也知道作者遇到描述特

定事情的文字时要如何阅读，如抓住某些说明方法去理解等等。

应该说，对于语用教学，语言文体特色也是学校所需要掌握的，

唯有在学校阶段开展渗透语言文体能力，学校的语文素质才能逐

步提升。

（四）构建阅读体系，拓宽阅读视野

人教版教材中增设了“快乐读书”，为教学内容增添了新的

活力，能够帮助学生养成读书意识，加强学生对文章阅读的兴趣。

良好阅读习惯的养成不是一节课就能达成的，而需要教师长时间

地关注、引导。教师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与课文主题相关的，

可以引入电影，与文本对照阅读，为学生构建阅读体系，目的在

于帮助学生关注课内外阅读内容，调动他们的阅读积极性，最终

使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培育小学生的语文素质是学校贯彻“立德树人”

教学宗旨的重大措施，全体学校语文老师都必须对此予以高度重

视，并认真地充分发挥班主任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加强学校对小

学语文创造性、革新性、效能性教学模式的探讨力度，特别应从

确定小学语文课程任务、激活小学语文课程力量、健全小学语文

课程结构等方面着力，真正采取多样性、系列化、发展式教学，

以不断培育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为推进小学全面素质教育和培

养学生综合素养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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