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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教学中核心素养的渗透路径研究
王嘉怡

（湖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1902 班，湖北 黄石 435002）

摘要：伴随素质教育的广泛推广和切深入落实，各个阶段教师都应围绕核心素养来开展教学活动，而高中语文教师也不例外，其中

语文课程在整个教学体系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对其他课堂教学起着促进作用。为充分彰显语文课程的育人功效，高中教师需积极接

纳先进教学理念、走出固式思维限制，在现代化教育思想的引领下探寻培育学生学科素养的有效措施，为学生提供优质的语文教学服务。

为此，如何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自然渗透核心素养已经逐渐成为当前教师的重点研究课题，本文将围绕这一课题展开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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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现代化教育改革视域下，高中语文教师应将提升学生核

心素养纳入教学重要任务中，并结合学生阶段特征、认知规律，

结合课程教学特点、教学需求来构建高质量语文课堂，即不仅要

教授学生基础知识、应用技能，还应提升他们的鉴赏能力、感知

能力以及人文素养。为实现这一教学目标，教师需在核心素养的

引领下探寻优化课程设置、创新教学模式的可行措施，切实提升

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但是由于深受应试教育的限制和影响，多

数教师仍深陷固式思维中，并未结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切实需求

来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案与教学环节，最终影响了高中语文教

学成效。鉴于此，本文以笔者实践经验为着手点，剖析高中语文

教学中的阻碍因素，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切实可行的核心素养渗透

路径，从而为高中语文教学者提供新的思路和有效参考。

一、高中语文教学中的阻碍因素

（一）教学观念较为滞后

结合笔者的教学经验可知，由于深受应试教育的限制和影响，

多数家长和教师将时间和精力放在了提升学生考试成绩上，对于

素质教育方面的工作比较忽视，这样，不仅无法切实提升学生的

语文考试成绩，还容易引发学生的反感情绪和抵触心理，最终限

制了他们的个性化发展。为尽量满足考试需求，多数高中语文教

师会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即在带领学生通读完整篇文本之后，

会引导学生进行中心思想提炼和文章脉络梳理，最终对文本中出

现的修辞手法、语法知识进行着重讲解。在滞后的教学观念下，

教师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开展教学活动，不仅无法完成既定的教

学任务，还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教学方式有待优化

教师在指导学生开展语文教学时，习惯于采用说教式或填鸭

式的传统教学方式，而以上这种陈旧的教学方式容易使得语文课

堂变得枯燥和沉闷，进而还会限制学生的思维发展、遏制学生的

联想与创造。部分教师在完成基本教学任务之后，并未留给学生

自由的空间和充裕的时间进行独立思考和深入探究，导致他们很

难内化和掌握所学的基础知识、时间技能。除此之外，教师依托

传统教学方式所构建的教学课堂，缺乏一定的趣味性和启发性，

很难激发学生参与语文课堂的内需与动力，也很难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提高课堂抬头率，限制了语文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

（三）缺乏人文素养教育

高中语文教师在开展教学时，教师所制定的教学方案、设计

的教学计划都是应该围绕学生素质发展展开的，这要求教师在完

成语文基础知识、实践技能教学之后，还应带带领学生深入分析

语法知识的应用技巧，文本的文化内涵，从而能够深化语文教学

深度、拓展语文教学广度，切实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为此，在

践行教学方案的过程中，教师须秉承着“以生为本、立德树人”

的理念来组织学生开展课堂学习，引导学生感知到文本中的民族

精神、爱国精神、文化内涵等等，提升他们的语文综合素养。

（四）教学目标不够明确

若教师并未在明确目标的指导下开展教学活动，仅仅是盲目

地授课和指导，虽然能够使得学生感知到教师关心和关怀，但是

却无法切实感知到教师的真正教学意图，最终不利于课程教学质

量的提升。很多教师由于严重缺乏实践教学经验，也并未细致了

解学生需求，导致所制定的教学计划脱离实际学情，最终不仅无

法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还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成效。为此，

为切实提升语文教学有效性，教师须大胆开展实践教学活动，不

断总结归纳经验，结合学生学情和实践经验来制定切实可行的教

学目标，有针对性地开展语文教学。

二、高中语文教学中核心素养的渗透路径

（一）转变语文教学理念，彰显学生主体地位

高中语文教师需在新课标的指导下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改革

进程，其中应先转变教学理念、调整教学思路，秉承着“以生为本”

的理念来制定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方案，充分体现学生的课堂地位。

其一，教师需结合课堂反应和课后反馈来了解学生的情感动态和

心理变化，并依据他们的切实需求和实际学情来制定合理的教学

目标，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在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基础上开展

教学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其二，教师需在现代化教育思想

的引领下，彰显学生课堂主体地位，尝试引进情境教学法、合作

教学法以及项目教学法来吸引学生注意力，提升语文教学效率。

其三，教师需在尊重学生的基础上，提高与学生沟通交流的频率，

为学生创设平等对话的课堂环境，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其四，教师还需在开展实践教学活动之余，对个别学生进行针对

性指导和教学，帮助他们突破语文学习瓶颈、端正语文学习态度，

使其全神贯注地投入到语文课堂学习中。教师在讲解《故都的秋》

这篇课文时，需要以先进理念为引领开展教学活动，在尊重学生

之间差异的基础上鼓励学生自由发表见解，为此，教师可以设置

以下问题“请同学们分析本文中哪些语句包含有韵律之美呢？”

有的学生说是在描写秋雨和槐树时能够展现出无尽的诗意；有的

学生则表示“草木凋零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这

句有着相同的结构，有一种整体美感等等。这样，不仅能够展现

学生课堂主体地位，还能够提升语文教学质量。

（二）夯实学生基础知识，培养学生良好习惯

在高中语文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探寻合适契机来帮助学

生摘抄和归纳，帮助学生夯实基础、积累知识，形成良好习惯。第一，

教师可以借助课前预习环节来夯实学生基础，引导学生结合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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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鉴赏理解来圈画、摘抄文本中的好词佳句。另外，学生还应对

不理解的本文语句进行特殊标注，并在课堂上提出，在经过教师

指导和课堂交流之后找到问题答案。这样，久而久之，便能够使

得学生准确圈画出课文中的华丽辞藻和优秀句子，并浅层把握作

者的写作用意和思想情感。第二，教师需提高对语文晨读的重视

程度，鼓励学生以不同的方式来完成晨读任务，可以是独立朗读

还可以是小组朗读，旨在使得学生在朗读文本的过程中深化对内

容的认知和理解，并提高他们对课文内涵、思想的领悟能力。第三，

教师可在日常教学中渗透坚持不懈的精神，因此，无论是在积累

好词佳句还是大声晨读文本，教师须充分发挥自己的监督作用，

鼓励并监督他们坚持下去，从而逐渐形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

并在这一良好习惯的影响下不断提升他们的语文学习能力。

（三）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增强语文教学趣味

我国社会经济蓬勃发展，涌现出各种先进教学技术与设备，

此时，教师须大胆引进各种先进技术来辅助开展语文教学活动。

其中高中语文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和新媒体平台来增强语文

课堂的趣味性和新颖度，为学生提供丰富且优质的学习素材，从

而能够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活跃度，在教师的引领下在技术

的驱动下不断发散思维，启发潜能，最终切实提升他们的语文综

合素养。为此，教师有必要把握阅读教学内容与信息技术的融合

契机与路径，依据学生的实际学情来选择合适的信息技术，从而

能够成功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比如，教师在讲解《梦游天姥

吟留别》这首古诗时，由于诗中涉及各种文言文常识、典故以及

深奥字词，教师若仅仅只是通过口头讲解是很难引导学生学习并

掌握的，鉴于此，教师可以引进多媒体技术来辅助开展文言文教

学。其中教师为学生展示天姥山的景观图，并为学生播放月光照

耀、绿水荡漾、清猿啼鸣的画面。之后，还应为学生展示日出东

升之后的景象。最后，还需为学生展示夜幕降临之后的景象，这样，

能够将李白笔下离奇变换的景象展露出来，帮助学生理解和认知

文本内容。

（四）开展读写结合教学，提升学生语文素养

教师还应通过开展读写结合教学来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教师通过开展读写教学能够切实锻炼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语言

表达能力以及思考领悟能力。其中教师可以在写作训练中不断提

升学生的阅读能力，这样，能够在检验他们知识储备的同时，锻

炼他们的逻辑思维和表达能力，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以教师讲

解《祝福》这篇课文为例，教师在引导学生把握文章脉络和主旨

的基础上，可以鼓励学生进行拓展和延伸，引导学生结合自己本

地的风俗习惯，围绕“过年”这一主题展开写作训练，其中教师

可以以散文、小说等形式展开写作。教师还应鼓励学生将自己过

年的所见所闻以文学手法详细记录下来，以此来锻炼他们的写作

手法和表达方式，提升他们的写作水准。教师通过开展读写结合

教学，能够使得学生感知到语言文字的魅力和力量，并锻炼他们

的表达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将核心素养培育工作落实到实践教

学中，顺利完成培育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教学任务。此外，学生

还能够通过协作训练和阅读积累来提升他们的鉴赏能力、领悟能

力以及感知能力，为学生的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五）组织课外阅读教学，实现德育渗透

为有效拓展学生认知视野、充实学生知识体系，教师还应积

极组织学生开展课外阅读教学，鉴于此，教师需要借助各种先进

教学软件与网站来获取、筛选优质内容且难度适宜的优质书籍，

并结合高中阶段学生的认知层次和学习特点来进行书籍推荐，旨

在切实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和鉴赏能力。如今，由于深受传统思

维的限制和束缚，部分学生对课外阅读存有认知偏差，对待课外

阅读教学比较敷衍和忽视，导致课外阅读教学成效不够理想。鉴

于此，教师需不断向学生灌输课外阅读的重要性，并在情感层次

上引导学生，尝试在阅读教学中融入德育，从而能使得学生进行

认真阅读和深入探究。为实现德育教学在课外阅读中的有效渗透，

教师可以利用图书馆这一场地开展课外阅读活动，并且应为学生

布置相应的阅读任务，比如记录阅读心得和感悟。以教师推荐学

生阅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这篇小说为例，之前，需要先结合

学生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阅读计划。之后，在阅读教学中，

教师可以定期组织学生参与阅读研讨会，表达自己的心得体会，

解读人物形象，使得学生能够在阅读中磨炼自身坚韧和忍耐的宝

贵品质。通过设计这样的课外阅读计划，不仅能够在情感方面引

导学生，沉静下来，认真阅读，实现工匠精神的有效渗透，还能

够丰富学生的阅读感知与体验，提升他们的自主阅读能力。

（六）优化语文作业设计，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一般情况下，在完成既定的课堂教学任务之余，教师可以通

过设计合适的语文作业来帮助学生夯实所学知识，熟练实践技能，

强化素养培养。为此，教师可以从语文学科应用性特点着手，着

重锻炼他们的职业技能和应用能力，切实提升他们的综合素养。

在进行语文作业设计时应着重锻炼学生自主探究和独立思考的能

力，并尝试设计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作业任务来吸引学生参与

到作业探究中，提升作业完成效率和质量。教师在教学中，不仅

要教授学生专业知识、实践技能，还应着重培育学生的学科素养，

因此，教师需对学生的作业内容进行充实和完善，换言之，其作

业内容需考察学生的多种语文能力，强化对学生探究精神的培育

力度。比如为提高学生写作能力，教师可以结合当地的著名景点

来设计导游的介绍文本，学生可以选择自己去过的景点，以此来

保证信息内容的真实性；之后，学生需要结合自己已知的信息资

讯来梳理整篇文本思路，列出提纲。教师设计这一语文作业，能

够将语文教学与生活经验进行有效融通，最终能够锻炼学生的写

作能力。

三、结语

总体来讲，基于素质教育背景下，高中语文教师须意识到培

育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性，尝试学习和借鉴先进方式来构建高效

语文课堂，进一步提升学生的鉴赏能力、感知能力，培育学生的

人文素养和语文素养，推进语文课程改革进程，帮助学生步入到

高阶学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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