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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文核心素养的深度学习策略浅谈
伍燕嫦

（肇庆市第六中学，广东 肇庆 526040）

摘要：近年来，随着《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

等文件的出台，核心素养逐渐成为初中语文教师教学工作的重点。在此背景下，初中语文教师要遵循教育规律，全面剖析核心素养与学

生发展之间的关系，以深度学习为导向，从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等层面入手，转变传统教学架构的同时，提高教师教学工作的指向性，

从而推动我国初中语文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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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制度的不断优化，初中语文教师要加快构建开放型、

探究型的语文课堂的步伐，立足学生发展实际，把握素质教育的

核心内涵，构建多种育人方案，给予学生最大程度上的课堂体验，

提高语文核心素养的渗透力。深度学习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教

育理念，相对于浅层次学习，其更注重学生知识理解、知识运用

等能力的提升。相比于传统“知识主导”的教学模式，深度学习

能够有效拓宽知识的深度与广度，深化学生认知层次的同时，培

养其举一反三、闻一知十的思维模式。对此，初中语文教师要把

握深度学习的核心内涵，以此为导向，提升课堂温度，唤醒学生

学习热情，进一步打造趣味性、知识性兼备的语文讲堂。

一、核心素养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一）学生发展的基本品质

当今教育背景下，立足素质教育、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已然成

为教师教学工作的主旋律。初中语文教师要立足学科特点，探寻

其与学生发展的内在关联，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工作，将语文核

心素养“四内容”合理贯穿于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有效思考的

同时，使其掌握获取、运用知识的基本能力，加深对语文文本理

解的同时，形成良好的思维模式，以便面对日后的学习。

（二）三维目标的综合体现

学科核心素养是以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为基准，学生身心发展需求为目标，在原有课程标准中进行

整合和提炼所形成的一种综合性素养。作为学生日后学习、发展

的重要内涵，三维目标也是教师教学改革、学生能力发展的关键。

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核心素养培育，不仅能促进三维目标与育人目

标的有效整合，给予学生最大程度上的课堂体验，而且在多种情

境的引导下，能够有效激发学生求知欲望，使其从传统的“被动

接收”向“主动探究”转型，彰显教育育人之优势。

二、深度学习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设计原则

（一）目的性

深度学习作为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方式，于学生认知、

能力等方面的提升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初中语文教师在开

展教学工作时要明确教学目标，立足学生发展实际，对教学内容、

课程标准等方面进行全面剖析，围绕教学重难点、学生学情设计

多种教学方案，合理开展多种教学活动，调动学生学习热情的同时，

使其在自主思考、探究过程中更好地感受知识背后蕴含的文化、

情感，营造优质教学氛围的同时，充分发挥深度学习引导作用。

（二）适宜性

多元智能理论指出，优质的教育往往建立在学习者认知、能

力等层面上，受多种内部、外部因素的影响，使得学生能力、认

知呈多元态势，而适宜性作为深度学习的重要内涵，在一定程度

上保证了学习者学习积极性，教师可根据现阶段学生认知、能力

发展情况，在原有的课程体系上增加 / 删减一些学生感兴趣 / 重复

的知识，并以不同的形态展示于其，引导其利用所学知识进行思考、

探究，降低学生学习难度的同时，确保教学工作的高质量开展。

（三）实时性

深度学习作为一种特殊的教学模式，其方式多样、灵活性强，

能够根据教学内容、教学重难点、课程标准进行调整，保证学生

课堂参与度的同时，使其更好地掌握一些复杂、抽象的语文知识。

对此，在培养学生语文素养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学生学习进度、

教学重点进行灵活调整，遵循“因材施教、以学定教”的育人方针，

从多个角度开展教学工作，丰富课程体系，完善育人架构，确保

语文教学工作的高质量开展。

三、语文核心素养视角下初中语文深度学习策略研究

（一）把握教材内涵，提升学生语言建构

在初中阅读教学中，教师要全面挖掘教材知识，把握知识背

后蕴含的文化、情感，通过语言表达、梳理、整合等方式，引导

学生掌握语言表述的基本形式，并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形成良好的

语言建构能力。

以《老王》一课为例。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时，可联系本单

元《卖油翁》、阿长与《山海经》两篇文章，通过群文阅读引导，

帮助学生挖掘文章背后蕴含的知识、情感。首先，教师可以将《老

王》作为主讲文本，借助多媒体技术创设教学情境，引导学生通

过略读、精读的方式，总结作者对“老王”这一人物的描写内容、

方式及表达特征。如：“靠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活命；荒僻的小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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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破落落的大院、塌败的小屋”来表达老王的职业与他生活的环境，

亦或是通过“我”与老王的交往（半价送冰、免费载人去看病等），

分析他的性格，并进一步猜想故事情节中的隐性情感，强化学生

的语用基础的同时，为其日后学习奠定基础。其次，教师可以将《卖

油翁》作为辅读课文，教师可仿照上述文章，设置多个导学问题，

引导学生思考、探究的同时，强化对语文知识的印象：

1. 梳理文章大意，总结文章人物与情节；

2. 笑而遣之中的“笑”有着什么样的含义？

3. 作者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卖油翁酌油技术的精湛？

为了帮助学生探寻文章背后的哲学道理，教师还可引入庖丁

解牛、轮扁斫轮等语言故事，以图文、影像等形式展示于其，提

高其语言建构能力的同时，进一步感受文章背后的情感寓意。最后，

教师可以将阿长与《山海经》作为学生知识拓展阅读文本，针对

教学内容、课程标准设置多个学习任务，由学生以小组的方式完

成学习。在此过程中，教师还可联系文本，开展仿写、续写等写

作练习，加强学生知识印象的同时，使其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实现

思维的跃迁与内化。

（二）加强情境引导，促进学生思维跃迁

在语文学习中，语文思维是学生理解文章情节、把握文章情

感的基本能力，于其情感、认知等方面的培育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方面，语言思维可以增强学生的理解力，使其在学习过程中通

过对重点语句的解读，理解文章背后蕴含的文化情感，并在脑海

中形成特定的语境，把握文章整体框架的同时，实现语文知识的

有效整合；另一方面，语言思维可以帮助学生合理、高效地运用

所学知识，通过合理、合适的词汇与语句完成对事物、事件以及

情感的描写，提高表述的逻辑性，促进自身综合能力的提升。

以《陋室铭》一课为例，教师可在课前设置三个导学任务，

引导学生进行有效阅读：

1. 了解文章大意；

2. 作者是如何表达自己的“陋室”？

3. 作者的生活态度是如何？

学生阅读过程中，教师可以提取文章中对“陋室”描写的词

语（名山、灵水、名室），并借助多媒体技术创设与之对应情境，

让学生感受“陋室不陋”的奇妙之处。其次，教师可以向学生展示“诸

葛庐”和“子云亭”，并让学生思考为什么“陋室”可以与之对比，

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共通点？最后，教师可以联系日常生活，让

学生仿照文章结构，撰写一篇或几句《铭》，拓宽学生思维的同时，

提升其知识运用。不仅如此，教师还可对学生创作内容进行点评，

从写作手法、表现形式等方面进行打分，激发学生创作意识的同时，

促进其核心素养的培育。

（三）依托审美鉴赏，增强学生情感认知

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具有独立的审美体系与

表现形式。现阶段初中生思想、认知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

教学过程中挖掘艺术元素，不仅能够转变传统“知识主导”的教

学模式，而且在多种艺术的熏陶下，能够启发学生思维，增强情

感认知，使其更好地品味作品的语言美、意境美、文化美，培养

自身语文核心素养的同时，提升教学工作的深度与广度。

以《爱莲说》一课为例，本节课目的在于引导学生了解作者

对莲花赞美之情，并在品味文章词、句过程中感受莲花背后蕴含

的优秀品质，进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对此，教师在开展教学

工作时，可借助多媒体向学生展示多组莲花的图片，让其总结莲

花的形态、特征。在此过程中，教师还可引入多篇优秀作品，如

余光中的《莲恋莲》、温庭钧的《莲花》等，引导学生自由阅读

的同时，使其从多个角度感受莲花的魅力所在。其次，教师可以

开展多种赏析活动，并鼓励学生以“莲花”为主题进行创作。课后，

教师还可增加作品评价、作品交换等板块，点燃学生学习热情的

同时，提高自身审美能力，促进自身核心素养的培育。

（四）延续文化传承，培养学生社会责任

汉语作为中国人交流的工具，亦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对此，

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时，要深入挖掘语文知识的文化元素，构建

与之对应的教学情境，提升课堂内涵的同时，引导学生更好地传

承与发展。

以“综合性学习——孝亲敬老，从我做起”为例，教师在开

展教学工作时，可借助《诗经·小雅·要获》等优秀作品，引导

学生对“孝”的内涵进行思考、探究。其次，教师还可联系“重

阳节”这一传统节日，布置相应的“爱心家庭作业”，如：照顾

爷爷奶奶、与他们分享自己所见所闻等等。此外，教师还可开展

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如：拜访敬老院、社区志愿者，通过

理论、实践的双重引导，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促进其德育品行的综合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当今教育背景下，聚焦核心素养，提高学生综合

能力已成为初中语文教师教学工作的重点。作为学生发展前行路

上的“风向标”，教师要立足学生发展实际，全面解读教材内涵，

提升学生语言建构能力；加强情境引导，促进学生思维跃迁；依

托审美鉴赏，增强学生情感认知；延续文化传承，培养学生社会

责任。多措并举，完善课程结构的同时，提高课堂教学深度与广度，

促进学生素养、能力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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