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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策略研究

邱鑫英

于都县葛坳乡中心小学，中国·江西  赣州  342300

【摘　要】在核心素养导向的新课改背景下，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肩负培养学生语言理解、思维与审美鉴赏能力的使

命。当前教学存在教材解读单一、目标偏离、方式滞后等问题，制约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发展。本文基于语文学科核心素养

四维结构，从教学内容重组、方法优化、评价体系构建等方面探讨可行策略，结合课堂案例分析，提出实现教学与核心素

养目标对接的路径。研究认为，阅读教学需从“文本中心”转向“学生中心”，强调对话式、探究式、综合性学习方式建

构，以促进学生核心素养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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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推进背景下，核心素养理念成

为语文学科教学转型重要方向。《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22年版）》提出，语文教学应培养学生语言建构与运

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四

项核心素养。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作为提升学生语文素养关

键环节，需跳出传统局限，转向以素养培育为核心的教学模

式。本文聚焦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核心素养落地问题，旨在通

过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方法、完善评价机制，探索可操作教

学策略路径，为教学改革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1  当前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

1.1教学目标与教学重心偏离 

当前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在核心素养理念指导下，理论上

应以促进学生语文能力与综合素养提升为目标，但实际教

学却存在重心偏离的现象。许多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依

旧以考试成绩为核心导向，忽略了学生主体性和阅读过程

的探究性，导致学生在课堂上被动接受知识，缺乏对文本

的深层次理解与建构能力。教学重点集中于语句解析和题

型训练，使得学生陷入机械化记忆与模式化解题的误区。

与此同时，教师往往以课后习题为评价标准，忽视了文本

整体结构与情境意义的引导，致使学生难以形成文本解读

的整体观与思辨能力。这种重考试、轻素养的倾向，不仅

弱化了语文阅读的育人功能，也背离了课程标准中关于“

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等核心素养目标的本

质要求。要改变这一现状，教师需深刻领会核心素养理念

的内涵，重新定位教学目标。在教学设计上，应充分考虑

学生的主体地位，设计多样化的阅读活动，激发学生主动

参与阅读探究的兴趣。

1.2教学方法与课堂结构单一 

当前小学语文阅读课堂在教学方法上普遍呈现出单一、

封闭的特点，课堂结构以教师讲授为中心，学生主要通过

重复性练习完成学习任务，缺乏多样化参与和情境体验。

一方面，教师倾向于以“知识讲解—习题训练”的方式组

织教学流程，忽视学生的阅读兴趣激发和自主探究能力的

培养，学生难以通过实际参与建构文本意义；另一方面，

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上较少体现跨学科整合与主题探究的意

识，教学资源局限于教材文本，缺乏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

拓展。此种课堂结构固化、教学方式滞后的现象，直接影

响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发展，尤其限制了其批判性思维、

语言表达与合作交流等综合能力的形成，亟须通过教学组

织方式的系统改革予以改善。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教师应

尝试采用更加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如引入小组合作阅读模

式，让学生在交流与讨论中碰撞思维火花，共同解读文

本，培养合作交流能力。同时，利用多媒体资源创设生动

情境，如播放与阅读内容相关的视频、音频，将抽象文字

具象化，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在教学内容的拓展上，积极

开展跨学科主题阅读活动，将语文阅读与历史、科学等学

科知识相融合，引导学生从不同视角理解文本，拓宽知识

视野，提升批判性思维能力。 

2  基于核心素养导向的阅读教学策略路径

2.1多样化文本体系构建与文化价值整合 

在构建核心素养导向下的阅读教学体系过程中，一方

面要从教学资源入手，构建兼具多样性与文化价值的文本

体系。在文本选择方面，既要关注体裁的广泛性，如童

话、寓言、写景、记叙、诗歌等，也要重视其内在的文化

承载力与情感教育功能。应通过单元主题统整的方式，将

内容相近或主旨相关的多文本融合教学，实现“主题—文

本—活动”的整合设计，帮助学生在纵横比较中深化对文

本内涵的理解。如以“生命与成长”为主题，将古今中外

多个文本串联，围绕人物成长、生命尊重、责任意识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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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展开探究，提升学生对生活的感知力与文化认同感。另

一方面，通过引入传统节日、历史人物故事等文化素材，

不仅丰富了阅读内容，也实现了语文教学与文化育人的协

同融合。

2.2教学模式创新与学生思维激活 

在教学模式方面，应打破传统“讲—听—记”线性结

构，探索任务驱动型、合作探究型及项目式教学等多元

化路径，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阅读学习方式。教师可

以设计情境任务，如“角色扮演”“问题挑战”“观点辩

论”等，引导学生在文本情境中思考与表达，从而提升

语言实践能力与批判性思维水平。如在学习《草船借箭》

时，可通过情境模拟让学生站在不同人物立场上分析策略

与行为，激发其逻辑推理与辩证思考。且在教学环节中应

加强语言表达训练的连续性与系统性，推动学生由“读

懂”向“说出”“写出”发展，实现阅读、口语与写作的

深度整合。借助信息化工具，如阅读APP、在线协作平台等

手段，亦可增强课堂互动性与自主学习能力，进一步激发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创新思维潜能。如表1所示：

表1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策略与核心素养对应表

教学策略 对应核心素养 实施要点

多样化文本
选择

语言建构与
运用

涵盖童话、诗歌、说明文等体裁，
注重文化深度与情感价值

主题统整阅读
文化传承与

理解
围绕生命、自然、成长等主题整合

多篇文本形成单元设计

合作探究教学
合作交流与思

维发展
采用小组研讨、分角色阅读等方式

提升思辨与交流能力

情境任务设计
思维发展与审

美鉴赏
设置真实语境，如角色扮演、辩论

等激发学生探究热情

信息技术辅助
语言运用与创

新思维
利用白板、APP等工具可视化分析

与协作共享

表现性评价
过程认知与表

达能力
运用学习单、思维导图、项目展示

多维度评价学生能力

3  阅读教学策略的实践路径与案例分析

3.1教学实践设计与策略运用示范 

为验证上述策略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本文选取某

省级实验小学四年级语文课堂为实践基地，开展了以“主

题统整+深度阅读”为导向的教学设计。以《桥》为核心文

本，通过设置“责任与牺牲”的主题单元，引导学生围绕

主人公形象、文本语言与叙事结构进行分析，开展小组合

作讨论和写作任务。教师在导入阶段引入灾难情境图片，

激发学生的情感投入；在文本研读中通过“分角色朗读—

细节分析—主旨提炼”逐层推进理解；在输出阶段以“假

如你是儿子”写一封信的拓展写作为载体，引导学生表达

观点、迁移写作，强化语言实践与思维表达的双重训练。

该教学实践注重“学生参与—问题驱动—情感共鸣”三者

的有机结合，较好地实现了教学策略与素养培养之间的融

合对接。

3.2阅读素养提升的教学成效分析 

通过一学期的实践观察与跟踪反馈，学生在阅读素养

方面呈现出多维度的积极变化。一方面，学生的文本理解

力显著增强，能够从结构、语言、情感等多个层面对文本

进行分析与评价，表现出初步的批判性阅读能力；另一方

面，在表达与合作层面，学生更倾向于主动发言、参与讨

论，课堂中形成了良好的思辨氛围与交流机制。评价环

节采用阅读档案袋、思维导图、学习单成果展示等多种方

式，全面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与成长轨迹，实现了“结

果—过程—反思”三位一体的评价目标。学生不仅在考试

成绩上取得提升，更在阅读兴趣、学习信心与表达能力方

面获得持续成长，表明核心素养导向下的阅读教学策略具

备较强的实践成效与可推广价值，为语文课堂改革提供了

可复制、可移植的实施范式。

4  结论

核心素养背景下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必须突破传统知

识灌输型教学模式的束缚，转向以能力建构与素养生成为

目标的教学新范式。通过内容统整、方法创新与评价优化

的协同推进，不仅能够促进学生语言能力的全面发展，也

有助于思维品质的提升与文化自信的养成。未来的阅读教

学应坚持立足文本、聚焦素养、关注个体，以系统性的教

学策略回应新时代语文课程改革的使命与要求。只有将核

心素养真正落地于课堂教学实践，才能实现小学语文教育

的价值回归与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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