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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小学语文教师对语文核心素养的认知和培养 
李娜 

（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第三中学   甘肃   白银  730913） 

摘要：语文核心素养是学科核心素养的衍生词，最早见于 2014 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意见》中。纵观已有研究，笔者发现不同学校的小学语文教师对于语文核心素养的认知层次不齐、小学语文教师自身语文素养有
待提高、小学语文核心素养的实践途径有待加强。鉴于此，笔者从加强教师学习培训、注重学生语言运用、培养学生思维品质等方
面提出了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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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当下，公民整体素养的提升已成为衡量社

会进步、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2014 年教

育部颁布了《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

见》，明确指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是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根据

《意见》要求，教育者们掀起了学科核心素养研究的高潮，但就语

文学科来说，对于高年级师生（初高中）语文核心素养的研究层出

不群，对于低年级（小学）师生语文核心素养的研究还处在萌芽阶

段。 

一．小学语文教师对语文核心素养的认知和培养现状 
何为语文核心素养？笔者认为它既是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流

和表达的一种能力，也是学生对语文知识情感价值观的外在体现。

在搞清楚基本概念之后，笔者通过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

考察了小学语文教师对语文核心素养的认识和培养现状。 

语文核心素养主要分为四大类，即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

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不同学历层次、不同

职称水平、不同学校类型（农村和城镇）、不同年龄水平的教师对

上述四种素养有不同的认知。 

1.小学语文教师对语文核心素养的总体认识 

对于语言建构和运用素养来说，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层次、

不同职称水平的教师对其认识基本无差异，但不同类型的学校对语

言建构和运用却又不同的认识，具体表现为：农村学校更加注重学

生的语言建构和运用。究其原因，外部环境的困乏、教学情境的单

一是导致该现象出现的主要因素。对于思维发展和提升素养来说，

其他方面无显著差异，但经过组合，笔者发现，高学历的城镇男老

师更注重学生思维发展的培养，这或许与男性逻辑思维较强息息相

关。在审美鉴赏与创造素养的认识上，各类型教师之间无显著差异。

通过访谈，笔者发展，应试教育的影响是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

正如 S 老师所言：“语文是主修课，教学任务重、只能就内容谈内

容培养学生的鉴赏力，没有过多的精力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鉴赏和

创造能力。” 在文化传承和理解素养的认识上，所有教师都认为其

非常重要，但鉴于能力和精力地有限，该素养只停留在大多数教师

地意识层面，未加落实，只有高学历地年轻教师在自己的课堂教学

中有意识地提及。 

2.语文课堂教学中的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现状 

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教师对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笔者利

用自身语文教师地优势身份，走进课堂实际观察了部分教师地语文

课堂教学。通过实际观察和资料整理，笔者发现，在语言建构和运

用素养地培养上，大多教师能够通过听说读写地方式、在给予学生

自由表达、教师及时指导地途径下培养。在思维发展和提升素养地

培养上，启发性教学是教师主要采用的教学方式，通过这种教学方

式，学生更多的获得直观感受，对于问题意识、想象能力和发散思

维地提升帮助较小。在审美鉴赏与创造素养的培养上，诗歌教学中

教师对学生审美能力培养明显多于其它教学内容，同时，在诗歌类

教学内容中，教师还会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有目的地促

进学生三观地形成。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的培养，在小学语文课堂

教学中基本处于缺位状态。教师很少涉及文化碰撞、文化交流、历

史传承等大文化内容，部分涉及到的内容也是作为课程导入的背景

一带而过。总之，课堂教学中教师对各类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不尽

相同，这与教学内容、学生身心发展水平、教师本身素养、外部教

学环境息息相关。 

二．提升小学语文教师语文核心素养的途径 
核心素养的培养是当下教学改革的重点目标，是教师转变观

念，更新理念的催化剂，是学生适应社会、提升品质的润滑剂。因

此，语文教师要立足岗位、加强学习、通过多种多样的途径培养学

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1.加强学习、转变理念，提升对语文核心素养的自我认知 

认识到深浅直接决定着行为的好坏，要想语文教师在日常教学

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那教师本身对语文核心

素养的重要性和价值所在要有一个清晰准确的认知。核心素养作为

一种新的教学理念，对于它的深入认识是要通过学习来获取的。因

此教师必须通过各种渠道加强自身学习。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开设各

类培训，分批次分阶段对教师进行业务和理念培训，教师自身应该

立足课堂教学实践，在实践中不断查漏补缺，寻求学习，更新理念。 

2.多措并举、师生合力，共促对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提升 

语文素养的培养是各方合力的结果。在培养语言建构和运用的

能力上，教师要注重因材施教，要抓住学生的身份发展特点、要全

面掌握学生语文知识的积累程度、要采用恰当的教学方法、要给学

生并提供各种表达途径，全面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传统教学

过程中，教师总是片面的认为，思维品质的培养更多的是理科课程

的任务，殊不知，语文学习对于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和很重要，因

此，语文教学在培养学生思维品质的过程中，首先要创设恰当的问

题情景，然后再问题情境中，不断启发学生，通过教师主导和学生

自主探究的方式，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逻辑思维。语言是传递美好

事物的重要载体，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渗透美感教

育，激发学生感知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教师要针对不同的

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方式传递语言美，面对散文作品，教师要通过

变换不同的朗读形式让学生感受散文的语言魅力，面对诗歌类作

品，教师要通过渲染文化背景、作者简介来加强学生对美的感知。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语文是传递中华五千年文化的重要途径。语文

教学不仅要传递文化，同时要激发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

因此，在文化传承素养的培养过程中，教师不应该只局限于教材内

容的讲解，教师应该有所拓展，在课内课外教学活动中，有意识地

营造文化氛围，让文化发挥其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实实在在地践行

我们的文化强国战略，发挥软文化的沁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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