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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核心素养的达成 
——以“情”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之课堂教学初探 

梁小凌 
屯昌中学 571600 

摘要：语文教学之根本是利用课堂这一主阵地，以“情”来探导、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以此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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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对语文学科课程标准的解

读，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化、细化。语

文课程应引导学生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通过自主的语言实

践活动，积累言语经验，把握祖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和运用规律，

加深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理解和热爱，培养运用祖国语言的能力；

同时发展思辨能力，提升思维品质，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积累丰厚的文化底蕴，理解文化多样性。 

基于以上学科特点的了解与学科教学目标的实现，我认为语

文的课堂应该是实实在在的，是让人感动的，是让人学有所得的，

是使人受益终生的。所以要让课堂教学发挥高效作用，必须抓住

教学主体——学生的心！我觉得最便捷最重要的途径是“情”，

以“情”来导入、探究、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具体做法如下：1.抓住三个基本点：即以教材为切入基点，

以课堂为实施基点，以阅读为达成基点。2.扣住一个中心点：即

以“文本之情”衔接“学生兴趣之点”。3.围住一个目标点：即以

学生的生活需要为目标点，让学生用所学知识去体验生活、解决

社会上的问题。 

用课堂教学从实际上落实以上要点。语文课本上的课文都是

饱含深情的作品。教学中可以依据不同的文体去挖掘其中的感情

基点，以此切入。如现代诗人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中

诗人对保姆大堰河那发自内心的爱让人刻骨铭心。诗中有完整的

线索：对保姆的怀念、眷恋以及对现实的控诉，让同学们通过诵

读理清线索并想想诗人为什么会对自己的保姆有如此深厚的感

情。同学们由此会想到父母对自己的无私的爱，点点滴滴，感同

身受。课堂上的交流很热烈，课下随笔也文思泉涌。特别难能可

贵的是同学们或利用书信或口头表达真切地对父母说出了自己

的感激和爱，而且也更加孝顺父母。我觉得由课堂延伸到生活，

让孩子们成为有孝心的人。他们的人格得到了更好的培养，这就

是语文课真正的价值！ 

诗中之情非常丰富，有真诚永恒的孝心，也有天地可鉴的忠

心、凌云壮志的豪情。如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中诗人面对

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的绚丽秋景，面对百舸争流、万类霜天竞自

由的大好的革命形势，回忆往昔，心潮起伏，表现了一代革命青

年的壮志豪情。想想诗人，联系自身，同学们感同身受。作为新

时代的弄潮儿，自己的身上同样有个人之责、家园之重。“责任

担当”成为本节课的主旋律，当人的潜力被激发出来，未来有无

限可能。有同学甚至还即兴赋诗表达现代社会青年的荣辱与责任

担当，让人为之动容。 

运用所学的课文内容培养同学们热爱美好生活的感情和端

正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使学生逐步形成自己的行为准则，增强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古诗中也不乏饱含深情的佳作，比如李煜的《虞美人》。细

细品读南唐后主的李煜的这首词，词中道出了意味深长的愁。这

愁中有思家之苦，离家之痛，物是人非的惆怅、哀怨，更有厚重

的亡国之恨。其中以水喻愁的千古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

一江春水向东流。”更是形象生动地写出了愁之长，愁之多！表

愁绪，述愁情是古代诗歌的主旋律。课前可以让同学们以“愁”

为线找找相关的诗词，进行情感酝酿。课上以“愁”为线分析李

煜愁的缘由，置身诗境感同身受，课后再分享他们彼此的积累和

心得，以此促进交流，开拓视野，徜徉于诗的国度。 

我们在课堂上以学懂、鉴赏、感悟诗歌的情感为主，课下可

以以朗诵会等形式进一步交流。方法方式多样，目标只有一个让

我们的同学学有所得、情有所知、学以致用。 

诗有诗情，文有文意。现代的散文也是美的呈现、情的载体！

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郁达夫的《故都的

秋》，学习文章应以其情意贯穿此中。 

《荷塘月色》的作者朱自清是有独立人格的自由知识分子，

其身上的民族气节更令人折服。他的优秀散文《荷塘月色》通过

行踪的变化巧妙地寓含着情感的变化，淡淡的哀愁、淡淡的喜悦。

文中主要写了月色下荷塘景色的美妙和荷塘上月色的迷人，达到

了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境界，清幽恬静、不染纤尘，言有尽而

意无穷。并且运用比喻、拟人、通感的手法，用精炼准确、清新

隽永、优美动人的语言，启发读者更加广阔深远的想象和联想，

让读者从各自的生活体验和文化素养出发去领会作品的思想内

容和艺术境界。 

教学过程中可以让学生找自己喜欢的句子，说明原因，培养

主观鉴赏能力。而且文中也引用古诗词《采莲赋》等，可以以此

为基点积累一些诗词，可以是写“莲”的诗句，如“此花此叶常

相映，翠减红衰愁杀人”（李商隐《赠荷花》）等；可以让同学们

分析一下这几句写愁的名句“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销愁愁更

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欲上高楼去

避愁，愁还随我上高楼。”、“剪不断，理还乱，才下眉头，又上

心头。”哪一句更符合作者当时写《荷塘月色》一文的目的和心

情？ 

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写于 1934 年连年战乱的中国，由古

至今徜徉于文人心中的“悲秋”情结在作者笔下已然不仅是故都

赏景的心态，而是对人生的感受。文章的标题中已经暗含了作者

对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赞叹、向往、珍爱和眷恋以及秋带给

人们的苍凉和凄清。把握了感情基调学习时可以以问题来探讨文

章的内涵，如：作者对故都的秋的情怀如何？文中通过哪几幅画

来描绘故都的秋？作者为什么要写北国的秋和南国的秋？选择

你最有感触的一幅图，结合自己的体味来鉴赏等等。这时可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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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郁达夫在其文章《一个人在途上》中的一段话“现在去北京远

了，去龙儿更远了，自家是一个人，只是孤零零一个人。在这里

继续此生中大约是完不了的漂泊。”来理解为什么“ 秋日之果”

代表着丰收，代表着喜悦，从中又透出“悲凉”的气息。 

教材中美文的价值是挖掘不尽的。如：毛泽东独立于橘子洲

头感受到的是壮丽；杜甫登高感受到的是悲凉；柳永在秋雨里感

受到的是凄苦。一切景语皆情语。 

在教学过程中以课文为素材，以情为主轴，通过理解、感悟

和运用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这是重要的一部分，而语文中的

另一块主阵地——作文也要占据主动。如 2016 年全国新课标卷

Ⅱ的作文材料就是一则典型的以考生的“人”的本体价值为主的

材料。其要求考生结合自身实际谈谈课堂有效教学、课外大量阅

读、社会生活实践三条途径哪一条更有助于语文素养的提升。 

阅读材料可知，想要写好这篇作文，我们同学应该要以自己

的感悟为主线，分析这三条途径如何提升语文素养。首先课堂教

学是语文学习的主战场。课堂教学的有效、高效有助于语文素养

的提升。每一个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才有可能实现语文素

养的提升。其次大量的课外阅读能开阔我们的视野，增加我们的

知识，提升语文素养。在必修阶段同学们的阅读学习任务是各类

文本的阅读量不低于 150 万字。另外在中学阶段还要选读古今中

外文化论著。通过多读多想多写，培养广泛的阅读兴趣，努力扩

大阅读视野。腹有诗书气自华。再次，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学会

感知，学会理解，学会体悟，才能真正提升自己的语文素养。语

文素养是一个动态提升的过程，应将其置身于丰富的社会实践之

中培养生活的能力才更有效果。 

综合来看，语文素养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得有一个

长期的过程，而且也不可能单靠一两种方法，既需要课内的积累，

也需要课外广泛涉猎，更需要社会生活的深层锻炼与体悟。陶行

知先生在《行是知之始》一文中说过：“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

成。”其实质是通过生活开展教育，从生活入手进行学习。他认

为，有了生活教育就能“随手抓来都是学问，都是本领”。刘勰

也曾写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学生的需要、必要、重要既是情感的递增与升华，也是以情

为主轴的提升语文素养的和谐与统一。生活能使人动容，能海纳

百川，能千变万化。在语文教学的课堂中使文学与生活相融，将

让更多孩子打开心扉，能让他们提升运用能力素养、思维能力素

养，审美鉴赏能力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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