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2022 年第 4 卷第 26 期 教育前沿

核心素养下小学语文高效课堂构建策略
郭树兰

（新疆伊宁县英塔木镇英塔木小学，新疆  伊宁  844500）

摘要：我国教育部在 2014年颁布了《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意见》的文件之中首次提出了核心素养的概念。

于 2016 年，教育部又对核心素养的内容和内涵进行了深化，其指出，要将核心素养培养要贯穿语文教育始终，同时还要立足于教学方法

的创新，以核心素养之光，点亮语文课堂，助力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本文以核心素养为导向，阐述语文核心素养内涵、核心素养

下小学语文高效课堂构建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探究核心素养下小学语文高效课堂构建策略，以期能为更多教育工作者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关键词：语文核心素养；教学改革；具体策略

核心素养丰富了小学语文教学主题，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多

元化的教学指导。可以说，核心素养为当代语文教育的行动指南，

其肯定了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同时也为其张扬个性、展示自我

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从现阶段小学语文教学来看，部分教师采用

的教学方法较为单一，不利于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也不

利于引导学生把握学习方向。基于此，教师要改变以往的教学理念，

以核心素养为指导，着力于为学生构建高效的语文课堂。本文从

以下几个角度论述核心素养下小学语文高效课堂构建策略，仅供

参考。

一、语文核心素养概述

语文核心素养包括语言构建能力、思维能力、审美鉴赏能力、

文化意识，将核心素养渗透到语文教学中能够使学生把握学习方

向，同时也能强化学生的学习意识，助力学生个性发展，对于学

生个人发展及学生综合能力提升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来看，

小学语文教学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如学生学习意识比较薄弱，不

注重深入解析文本内容，长此以往容易陷入学习困境，对于学生

今后的发展也有不利影响。现阶段，强化学生的核心素养尤为必要，

能够使学生把握学习方向，通过这种方式也能着力于为学生构建

高效的语文课堂，帮助学生突破学习重难点，深入理解作者的思

想感情，进而与作者产生情感的共鸣，突破语文学习困境。

二、核心素养下小学语文高效课堂构建的意义

（一）有利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

核心素养背景下，构建小学语文高效课堂有利于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学习观。从一定程度上来看，语文核心素养从一定程度

上优化了有关教学内容，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明确的学习方向，

能够启迪学生的心灵。实际教学过程中，那是要改变以往的教学

理念，以核心素养为导向，注重精神文化的创造，在此基础上引

领学生形成正确的学习观。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引导学生形成正

确的学习观能够恢复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强

化对学生的价值指导，助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从一定程度

上来看，语文核心素养保证学生自身发展与课程之间的联系，通

过这种方式也能为学生构建自主学习平台，对于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的提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能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语文学

科内容，对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有重要帮助。

（二）有利于提升教师对语文核心素养的认知程度

教学语文教学中，以核心素养为导向构建高效的课堂有利于

提升教师对语文核心素养的认知程度。目前来看，培养学生的核

心素养已经成为教育的重要方向，注重学生关键技能的培养，通

过这种方式也能加快课程改革的步伐。从一定程度上来看，核心

素养主张教师变成学生学习的引导者，恢复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

使学生把握既定的学习方向，明确自身的发展目标，进而强化自

身核心素养的发展。实际教学过程中，优化教师队伍也能促进学

生核心素养的发展，便于为学生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学习渠道。

客观来讲，语文学科是一门系统性学科，在核心素养这一理念的

主导下，能够实现多种教学资源的有机整合，同时也能使教师找

到适合学生自身发展的教学路径。

（三）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

以核心素养为导向，如何优化小学语文教学对于教师教学设

计能力的提升有重要帮助。通常我们评价一名教师是不是优秀的

教师主要是看这名教师是否具有足够丰富的专业知识进行支撑。

核心素养背景下，教师开展高效的语文课堂教学需要不断增加专

业知识积累，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强化核心素养培育这一目标。目

前来看，语文教师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改变教学观念，

如何提升专业知识的储备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素养。作为一名

教师，要将重心放到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方面，不仅要掌握教学

的专业知识，而且也要健全自身的人格，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

为学生提供价值的引导，通过上述方式也能逐步拓展学生的知识

维度，助力素质教育的有效开展，进而彰显教师的文化底蕴。

三、核心素养下小学语文高效课堂构建策略 

（一）创设互动情境，促进学生语言构建能力的培养

互动课堂的打造能够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同时也能引领学

生从多个角度入手审视学科内容。实际语文教学中，要突出互动

这一理念，通过这种方式也能为学生打造互动式课堂，使每个学

生都能参与到课堂中，感受语文学习的魅力。从以往的学习模式

来看，部分学生将学习重点放到了生字记忆及课文的背诵过程中，

未脱离遣词造句的教学目标思考语文内容的深层内涵，不仅不利

于缩短自身融入课堂的时间，而且也容易陷入语文学习困境。对此，

教师可从互动这一角度入手，结合教学主题为学生创设互动情境，

引领学生快速走进课堂，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激发学生表达的欲望，

逐步强化学生的语言构建能力。

以《观潮》这一内容为例，本节课的重点为让学生感受观潮

时雄伟壮观的景象。为强化学生的学习能力，教师可借助多媒体

为学生播放特定的情境，多媒体拓展了语文教育渠道，为学生打

造了个性化的学习空间。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发挥多媒体的作用

创新语文教学模式是每个教师需要考虑的重点问题。实际教学过

程中，教师可借助多媒体让学生观看钱塘江大潮的视频，感受观

潮过程中人群内心的变化，通过这种方式也能逐步强化学生的学

习意识，使学生把握学习要领。为使学生深入理解文章的写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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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强化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我们也可引入关键性导学问题，

为学生创设问题情境，使学生在问题的启发下深入思考学科问题，

进而获得多元化的学习体验。

（二）以问激思，促进学生思维发展

问题导学法以问追思，能够有效启发学生的思维。与此同时，

问题的设计也要遵循学生的思维逻辑，能够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

同时也能帮助学生衔接新旧知识，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与此同

时，问题的设计也要遵循层层递进的理念，启发学生的思维，帮

助学生更好地解析课文内容，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框。从现

阶段小学生的语文学习情况来看，部分学生自主学习意识比较差，

也不注重主动探究问题，对于学生思维发展有不利影响。对此，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从学生的思维入手，通过问题的引入

使学生向教学核心靠拢，这种情况下也能提升学生思维的灵活性，

进而达到推波助澜的教学效果。

以《一只窝囊的大老虎》这一内容为例，教师可引入问题：“同

学们，你们看到老虎会有什么样的心理？你们眼中的老虎是什么

样子的？”紧接着，教师也可让学生聚焦文章的题目，思考“窝囊”

是什么意思？正确理解其内涵，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强化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后，教师也可让学生思考为什

么说老虎是窝囊的？老虎窝囊在什么地方？让学生默读课文内容，

在不理解的地方做批注，通过这种方式也能使学生把握文本学习

要领，强化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最后，教师也可让学生从文章

的整体入手，思考文章主要写了什么事情？让学生用简洁的语言

归纳总结，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强化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此外，

为使学生深入理解文本内容，教师也可聚焦文章中的关键词语，

让学生深入鉴赏文章中的关键词，通过这种方式也能获得良好的

学习体验。例如，让学生正确解释羡慕、通情达理、砸锅等意思，

为学生深入理解文本内容奠定基础。此外，实际教学过程中，教

师也可让学生立足文章整体进行探究，着重思考文章讲了什么事

情？课文哪几个自然段讲了这一次表演经历？作者是如何写这次

经历的？先写了什么？后写了什么？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强化学生

的综合学习能力，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文章内容，进而促进学生思

维的发展。此外，为使学生对文章内容有更为深入的理解，教师

也可鼓励学生交流汇报，着重汇报“我”的心情与原因，列表格

进行总结，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强化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帮助学

生突破学习重难点，强化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

表 1 “我”的心情与原因

（三）聚焦信息化教育，提升审美鉴赏能力

信息化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教学模式

的变化，同时也要将重心放到教学模式方面，借助多种教学模式

给学生传授知识，逐步拓展学生的视野，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强化

课堂教学质量，全方位为学生打造高效的语文课堂，提升语文教

学有效性。教学过程中，可充分发挥各种信息技术的优势，如多

媒体、微课、线上平台等，逐步拓展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有针

对性的指导，使学生能够把握语文学习方向，借助信息资源开展

学习，深化对语文知识的理解，逐步提高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

例如，教师可借助微课教学，微课是信息化背景下的一种重

要教学模式，实现了教学内容的整合，同时也能突出教学重点，

能够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多元化的资源，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充分发挥微课的优势，借助

微课整合语文教学资源，使学生把握语文学习要领，进而强化学

生的综合学习能力，使学生把握今后的发展方向。以《为中华之

崛起而读书》这一内容为例，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可改变以往

的教学思维，强化微课的运用，借助微课整合教学资源，使学生

获得多元化的学习体验，强化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

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借助微课给学生介绍周恩来总理。当然，

教师也可借助微课引入本节课的生字，并让学生思考周恩来为什

么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此外，教师也可借助微课给学

生播放伯父与周恩来的对话，让学生思考从中明白了什么道理？

与此同时，教师也可让学生思考租界是什么？也可借助微课引入

具体段落内容，如第八自然段，让学生阅读文本内容，思考为什

么说妇女是不幸的？通过上述方式也能拓展学生的视野，使学生

把握学习要领，强化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

（四）渗透传统文化，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承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财富。新时代背景下，以传统文

化为落脚点，落实文化传承工作尤为必要，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深

入了解传统文化，获得多元化的发展启示。从一定程度上看，传

统文化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更新，成为

一种精神文化熔铸在每个人心中。落实传统文化传承有利于增强

学生的文化体验，同时也便于学生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使学生

从多个角度审视传统文化，落实传统文化的传承。

以《梅兰芳蓄须》这一内容为例，本节的教学重点为让学生

深入鉴赏梅兰芳这一人物品格，通过这种方式也能获得多元化的

学习体验，强化学生的民族意识，激发学生心中的爱国情。教学

过程中，教师可引入中国戏曲文化，给学生讲述京剧的相关内容，

使学生了解这一传统文化。其次，教师还可让学生梳理文章的脉络，

思考梅兰芳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蓄须的？有什么内涵？通过上述

方式也能使学生从多个角度感受梅兰芳身上的民族气节，进而强

化学生的学习体验，使学生对京剧有更进一步认识，感受梅兰芳

身上的民族气节，树立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意识。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核心素养下小学语文高效课堂构建要从多个角度

入手，如创设互动情境，促进学生语言构建能力的培养；以问激思，

促进学生思维发展；聚焦信息化教育，提升审美鉴赏能力；渗透

传统文化，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承，多措并举，全方位为学生打造

高效的语文课堂，使学生把握学习要领，促进学生综合学习能力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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