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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心素养的概念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通过语言实践活动中积累与构建起

来的，并在实际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语言能力及其品质；是学

生在语文学习中获得的语言知识与语言能力，思维方法与思维品

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综合体现。[1 ]在高中语文的教学过

程中，语文核心素养是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语文学科的学

习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必备的品格和关键能力。因此，在学习

过程中，学生会逐渐形成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知识体系、能力

以及思维，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充分发挥自身价

值。而基于核心素养导向的高中语文教学，可以充分凸显学生

的主体地位，充分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

和掌握教学知识与技能，从而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不断提升。

2　语文核心素养下的教学理念

2.1以人为本的理念

于漪老师曾说教师应“胸中有书，目中有人”，备课要做到目

中有人，所有的学科都是为了育人，这是教育的本质。每个学生

都是鲜明的而又富有个性的人，教育就是帮助学生成就更好地自

己。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是备课的基础，良好的教学设计这直

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质量。备课不仅要追求知识的完整性，还要

考虑具体的学情。就是说，教师所建构的教学内容要促进学生地

发展，学生能够学有所得。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从学生的实

际出发，做到目中有人，从他们已有的认知去引导学生学习，培

养他们主动学习的意识。加涅在他的《教学设计原理》中明确指

出：“教学设计也是以有目的的学习而不是偶然学习为目的。这就

意味着最终的目标与预期的学习结果指导着学习活动的设计与选

择。”[ 2 ]对此，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实践者，就应该

把教学设计的起点落实到学生的身上，从学生的已知出发，让学

生从未知走向已知，不断生长出新的知识，语文能力也因此得到

发展。

2.2主体性的理念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是新课改倡导的教学理念。教

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相辅相成，教师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对教学

目标和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恰好这正是教学设计的内容，教师要

反复认真地钻研教材，明确教材的教学目标和要求，在备课时，不

仅要把握教学内容的要点、难点，还要准备如何导入课文。课堂

教学导课的功能体现在启发和引导学生的思维，使学生在较短的

时间进入到课堂教学最佳状态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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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注重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每教一个新的知识点前我们老师

都应该加强指导，如怎样找出课文的重点和难点，同时指导他

们对所学知识及时回忆串连，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在老师的

帮助下，学生才会学会归纳课后练习中的重点。学生一旦学会

学习，学习就有了积极性和主动性，教与学的活动就会更加和

谐，教学效果也就会提高。

2.3生态和谐理念

所谓的生态和谐理念是指：“用生态学的理念来阐释复杂的教

育问题，其核心是教师和学生的和谐发展，这种和谐发展是以民

主、平等的师生关系为基础的，从而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

生的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教学活动是由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共

同组成的，教学设计是进行教学活动的预想，因此，在进行教学

设计时要无形的形成一种氛围，让学生主动参与进来。生态教育

所倡导的是富有生命力和活力的教育，为同学们的健康成长创设

出一种温馨、自然、充满人文性的环境。生态和谐理念强调教育

者要提高自身的教学素质，尊重学生的差异性，培养他们良好的

个性品质，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3　语文核心素养下的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是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时的预设与规划，有利于正

常开展教学活动，以此促进教学工作的科学化与秩序化。因此，在

教学中要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做出不同的教学设计，合理有序的

安排教学内容，确定合适的教学目标和方案。语文教学的目的是

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那么就应以语文核心素养为本，从核心素

养的角度来进行教学设计。

3.1语言建构与运用方面

语言建构与运用是指学生在语文学习中，通过积极主动学习，

掌握语言规律并能够在不同场合合理运用。在教学中要提高学生

的语言建构与运用能力，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注重对这方面

的思考，在教学实践中加强对学生这方面的训练，以此来提升学

生的语言建构与运用能力。语言是教师在进行教学时重要的媒介，

教师要充分挖掘语言的趣味，增加语文课堂的趣味性，以引起学

生的语文兴趣。导入便是最能体现教学语言的，作为课堂教学的

起始环节，起到了引起同学注意，吸引同学兴趣的作用。教师在

设计导入时要做到准确、生动、有趣，这样有利于创设良好的教

学氛围，提升学生的专注度。例如：如《今别离》导入:“‘多情自

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重团聚怨别离，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心理。由于古代交通不便，通信极不发达，亲友别离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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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载难以相见，尤其在动乱的年代里，生离有时候就意味着死

别。离别颇能体现人间真情，而情人、夫妻之间的离别就越发

的缠绵悱恻。江淹在《别赋》中说，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

已’。然而到了 1 9 世纪末，黄遵宪面对着世界的变化，他对

别离会有怎样的理解？让我们走进他的《今别离》里去寻找答

案。”这样的导入，可以让学生乘上想象的翅膀，穿越时空的

隧道，在中华文字的熏陶感染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

力。[3]训练学生的语言能力有很多种，比如说开展语文辩论赛、

演讲、朗读等等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有计划、针对性的训

练，以此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因此教师在进行教学设

计时，要注意调动学生语言的感悟能力，激发学生的语文运用

能力。

语言的学习要结合具体的情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善于

创设各种情境，提高学生对言语的感悟能力，语言的独特魅力

是值得我们慢慢品味的。比如说：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个

“绿”字很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春天到来后千里江岸一片新绿的景

象变化，表现了春天的生机勃勃，侧面反映了作者对前途充满

希望、充满信心；更表现了江南绿了，家乡也会绿的联想，引

出了作者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教师要引导学生去思考，唯有这

样才能提升学生的语文思维。

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注意开发利于学生语言发展的资

源，以此来促进学生语言素养的发展。

3.2思维的发展与提升方面

语文是一门基础性的学科，同时也是一门训练学生思维的重

要学科。在教学设计中要注重对学生的思维训练，提高学生思

维的深刻性和灵活性。比如说，《荷塘月色》是高中语文的经

典名篇，针对该文教学，如果仅停留在文章说了什么内容，或

偏力于肢解分析文章语言美感，甚至用一些理论去解读文本……

学生只能肤浅的了解这些教师解说的内容，而其他结构或者是内

在的深层逻辑，能促进他们思维发展的问题，他们是无法理解

的。在《荷塘月色》中，作者充分运用了感官器官，从触觉、

味觉、听觉上进行生动描写。因此，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可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要求学生阅读《荷塘月色》，通过直

觉体验来体验和感知文章的形象，然后通过想象去感到文章里

去，感受文章生命的气息；《荷塘月色》在文章展开的是“作

者出去、经过小径、到了荷塘、然后又回来的行踪和“不静、

求静、得静、出静”心理发展的逻辑结构。去引导学生分析

其内在的关系。通过规定、划界、分析和比较，对文章整体

和部分的内在认识就呈现为作者为摆脱“不宁静”心理，“忽

然想起荷塘”“忽然想起六朝采莲”“到底惦着江南”的三次

努力。通过这样的训练，同学们会在整体与部分的理解中真正

做到对文本的深层理解来提升语文思维。

3.3审美鉴赏与创造方面

在语文的教学过程中，“审美”是必不可少的，语文课文

蕴含着丰富的人物美、情感美、心灵美，这就决定了语文学科

的独特性——以美育人。学生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品味其独特

的语言艺术，获得积极的审美体验，并在语言实践中表达美、

创造美。所以基于核心素养下的高中语文教学设计要遵守语文教

学规律的同时还要与审美规律的结合。用心设计好教学设计是培

养学生美的开始，也是培养学生体验美的重要方式。首先，在

备课时挖掘美的因子，以美教人，以美感人，把语文课上成育

美、育真、育人的高质量课程。美并不是泛泛而谈的，而是

要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让学生得到真正成长。诗歌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审美教育的凝聚点。诗歌中的字、

音、义都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教师要找好切入点，提高学生

的审美素养。其次，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寻找人物的形象美。作

者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的，从而探索出其背

后隐藏的教育意义。最后，语文教材还蕴含着美的情感，在进

行教学设计时要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品味审美的愉悦，形成

正确的审美观念。

3.4文化传承与理解方面

“文化传承与理解”是指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能够继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解和学习各民族和地区文化。在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 0 1 7 年版）》指出：“学习中国古

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

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因此，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注意

捕捉到教材里的传统文化现象、文化知识；其次将概念具体

化、将专有名词形象化，以便于学生理解;再次通过丰富精彩的

语文活动让学生体验古今中外优秀文化，形成自己的独特理解。

例如：在上《岳阳楼记》时通过对基础知识的讲解，进一步

引导学生感受文章语言演绎的文化，从而设计出生活情境题引导

化用或改用文章的语言。人有悲欢离合，如果有同学与你告

别，你能不能选用或者改用《岳阳楼记》中的句子来回答？这

样设计学生不仅能够深入理解文本，还能够提高自己对文本的感

知力。引导学生去传承与理解文化，培育学生语文核心素养，

一方面靠学生生活实践，另外一方面需要教师在精心设计问题，

提升学生的文化理解，增强文化自觉，使学生更加体会到语文

学科的魅力所在。

综上所述，在实际教学中落实语文核心素养的教学设计是灵

活多变的，在教学实践中教学方法要不断创新，根据不同的文

章，不同的教学内容，不同学情的学生，灵活机智处理每一个

教学细节，使得教学设计上存在于有形，应用与无形当中。在

教与学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丰富学生的情感体

验，对高中生语文水平的提高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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