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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因此，在小学教育中引导学生在实践中体验、感悟、认同、

崇尚孝德孝心孝行，让学生逐渐养成高尚的思想品质和良好的道

德情操，对于弘扬德孝文化，传播正能量，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实践体验，收获班级特色文化能量

通过一个阶段的班级“心”文化课题研究，真切地感受到了

学生精神面貌上的变化，为提升学生自身的素养，把认识化为行动，

在班级中开展了班级“心”文化的作品征集及展示，以自己对班

级“心”文化的认识及理解，创办手抄报，撰写文章。以书面的

形式总结收获，汲取能量。从而提升个人道德水平和综合素养，

达到个人成长与班级发展和谐统一。

四、结语

总之，只有因材施教进行班级特色文化建设，才能激发学生

无限的潜能和创造力，才能构筑师生共同的精神乐园，才能把班

级文化化为有效促进孩子们健康成长的阳光雨露，才能推动班级

人文化管理，真正实现文化育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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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背景下的小学语文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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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课改进程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不断深入，核心素养成为重要的教学理念，促使着小学语文教学模式的变革。要想在核

心素养背景下实现小学语文教学质量的提升，教师就应与时俱进，采用新型的教学理念和方法，致力于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最大化地

彰显语文学科的教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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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进教学方式

核心素养背景下改进教学方式，对于学生语文学习积极性的

提升非常有益，而且主要思路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构建自

主化语文课堂是核心素养背景下的重要教学方式，旨在让学生开

展自主探究活动，使其在教师的引导下逐步渗透知识的内部深处，

实现自主获取知识的目的，从而在这一过程中促进其学习能力的

提升。

例如，在学习《枫树上的喜鹊》这节课时，笔者首先让学生

在课下时间试着初读课文，理解其中的主题，然后在教学环节让

学生试着为大家讲解。之后，学生之间开展自主探究互动，在教

师的指导下，学生掌握了文本分析的方法，而且还培养了他们语

言表达的能力。

二、重视学生体验

对于小学生而言，很多教材内容中蕴含着积极、正面的态度

和理念，教师可以将这些真善美的内容传达给学生，如爱国主义

情怀、勇于拼搏的精神等。从这个角度来讲，教师应让学生熟练

文本内容，注重学生的课堂情感体现，使其在多主体的交流中实

现自身情感的升华。

例如，在学习《乌鸦喝水》这节课时，本节课主要告诫学生

在遇到困难时要善于观察、冷静分析、认真思考的道理。在学生

掌握本文内容之后，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表现出乌鸦的心理活动，

深刻体会乌鸦的想法，有助于情感教学目标的深化。

三、完善评价机制

完善的评价机制，需要从两个层面出发。分别是课堂表现过

程和课堂学习成果。核心素养下的学生评价是客观的、科学的、

合理的、具有针对性，因此教师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而

应结合小学生的语文知识基础、认知水平、学习态度、表现等方

面进行综合评价，致力于学生创新能力的激发，做到因材施教，

针对性培养。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下核心素养理念在小学语文课堂中的渗透，

能够为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创设良好的环境，使学生感受到语文

学科的学习乐趣，强化他们对语文学科价值的认知。教师在实际

教学中，应探索出更多基于核心素养下的语文教学策略，着力推

动小学语文新课改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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