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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教学中核心素养的渗透路径研究
周串虎

（静宁县第二中学，甘肃 平凉 743400）

摘要：2014 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的基本任务意见》的文件中，首次提出了核心素养的概念。在

2016 年，教育部再次对核心素养的内容与内涵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要将核心素养的培养贯穿到语文教育的全过程中，并在教学方法上

创新，以核心素养的光，点亮高中语文课堂，帮助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与此同时，新课标明确规定，中学阶段的语文课程，要面

向全体学生，让学生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对学生进行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并能促进学生语言建构、

思维、审美、文化认知的提高。当前，高中语文在实施核心素养教学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如学生学习方式单一，兴趣不够，这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语文学习的效果。因此，本论文着重探讨了在核心素养观下渗透高中语文核心素养的策略，希望能为更多的教育工作者提

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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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的出现肯定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为学生个性张扬、

自我展示提供了良好的平台。面对新的形势，教师要把核心素养

的培养作为阅读教学的核心，集中于四个核心素养的培养，使“以

知识灌输和语言能力培养为主”的教学目标向“以促进学生素养

和能力发展为主”的目标顺利转变。同时，教师也要全面渗透教

学内容，以新课改理念为指导，充分发挥大语文的德育与素质教

育特点，在使得学生受到思想和精神层面的双重熏陶下，让核心

素养悄然走进学生的语文学习生活，让语文丰富的精神内涵滋养

学生树立良好的学科素质。

一、中学语文核心素养的内涵

核心素养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语文教学的内涵，让

学生对于本学科和其他学科都产生学习合力。在过去的学习过程

中，有些学生将学习的重点放在记忆理论知识方面，以时间为主

线串联整个语文学习内容，这既不利于学生加深对语文知识的认

识，又不利于站在客观的角度看待语文事件，同时又容易陷入学

习困境。但语文核心素养的出现消除了上述弊端，在此基础上，

以语文知识为基础，结合事件背景和人物经历，探究语文的发展

轨迹，有助于学生掌握更多的语文学习技巧，并以一种发展的眼

光来评价语文。从整体上看，通过素质教育，可以拉近学生和语

文教材的关系，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文本内容，更好地提升自己

的情感，从而更深入地探讨语文本质。

二、实施中学语文核心素养教育的意义

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对中学生也一样。在过去的学习过程中，

有些学生对语文学科认识不够准确，应试心理较强，在重入泰山

的考试重负下，自我意识被逐渐模糊，把学习重点放在书本知识

的背诵上，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自己思维的发展。在核心素质教

育的视野下，语文教学目标从原有知识理解转向能力提升。

从客观上讲，核心素养的核心是“全面发展”，这一理念作

为当代教育的核心理念，把它和高中语文互相融合到一个整体当

中，能够让旧有教学模式的锁链被打破，让学生自己成为自己学

习上的引路人。通过核心素养教育的引领，学生还可以从整体发

展的角度去看待语文课程，辨证地分析语文事件，认识语文文化，

并在人物塑造下，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从而促进语文

教学的全面发展。

三、高中语文教学中核心素养的渗透策略探究

（一）让启发式提问教学拔高学生理性思维

学习从思考开始，思考产生于怀疑。启发式提问教学法可以

拉近学生和文本间的距离，让学生深入地解析文本内容，从多角

度审视作者的思想感情，从而达到情感的升华，从而在无形中促

进自身思维的发展。针对这一点，教师应根据学生各阶段身心发

展的特点，提出一些有启发意义的问题，以提高学生的思维灵活性。

就《拿来主义》来说，我给大家介绍了很多有启发意义的问

题，例如，什么是拿来主义？为什麽要取？怎样取？接着，我让

学生们预习课文的内容，并在预习过程中找出答案。为让学生对

拿来主义概念有更深入的了解，我还介绍了送去主义，在此基础

上，学生们可以通过对比两部分，清楚说明什麽是拿来主义，同

时也可以解决“为什么要取”的困惑。在此基础上，使学生思考：

国家政府机关追求“送去主义”有何本质？什么是正确的要求？

送去主义的坏处在哪里？拿取的需要？本文重点阐述了什么……

通过介绍许多有启发意义的问题，可以让学生离开文章的表层去

深思其论述的核心，从而推动自己的思考。

（二）扩大学生学习类型和题材，提高学生学习大语文能力

核心素养理念要求学生的学习审美能力较强，但现今高中语

文学习中就存在学生学习审美能力不高、学习的有效性差的情况。

那么高中语文教师就需要在核心素养视域指导下改变这种现状，

提升学生的学习审美能力。

提升学生学习审美能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扩大学生的学习类

型，不要只拘泥于教材中所提供平的文章体裁，还应该涉猎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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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扩大学习类型。除了教材会涉及到的一些说明、议论、记叙

等各种文体文章类型外，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学习一些科幻小说、

童话故事、纪实文学、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等。也可以把范围放宽，

引导学生学习一些国外名家的小说、散文、诗歌等。无论是扩大

学习类型还是扩大学习题材，都能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审美能

力，帮助学生更好地选择文化素养高、可读性强的书目和文章。

在核心素养视域下，教师通过扩大学生学习类型和体裁的方式，

能很好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审美能力，从而提升高中语文学习的有

效性。

（三）引导学生学习经典名著，增强学生的文化底蕴

语文学习作为高中语文教学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内容，在核心

素养视域下首先就要增加学生的语文学习量，通过增加学习量的

方式，来增强学生的文化底蕴。高中语文教师就要依据核心素养

视域的要求，增加高中学生的语文学习量。既能增加学生学习量，

又能增加学生文化底蕴的最优方法就是引导学生学习经典名著。

经典名著中富含丰富的文化知识，同时很多经典名著都是在一定

的历史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可以使学生了解到一定历史背景下人们

的生活、思想以及当时的正式环境和社会环境等，能够大大提升

学生的文化底蕴。所以通过引导学生学习经典名著的方式来增强

学生的文化底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以我国经典文学著作《红楼梦》为例，语文教师就可引导高

中学生进行《林黛玉进贾府》的学习。《林黛玉进贾府》的每一

个情节都具有很强的可读性，除此之外，红楼人物关系表、红楼

人物名字所蕴含的深意以及红楼梦一书中所折射的时代环境等都

能够大大增强学生的文化底蕴，从而提升高中语文学习的有效性。

（四）改变课堂教学观念，促进学生素养进步

新型教育背景下，教师要改变以往的育人理念，建立一种基

于创新管理理念的开放课堂，这样既可以拉近学生与语文课程的

关系，又可以促进学生个性发展。有效率课堂的建设可以说，要

突出“创新”“协同发展”的原则，而语文课堂学习共同体的提

出与此特点高度吻合。

首先，要给学生留出充分的展示机会，让学生在自己的领域

里“展开自己的拳脚”。就《诗经》来说，老师可以利用多媒体

来给学生播放相关歌曲，比如“水上漂”，这样就可以创造出轻

松愉快的学习环境。根据这一点，老师也可以让学生把它和《白

鹿原》做比较，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把握作者的思想情感。接着，

老师又要给学生留出足够的“消化时间”，让他们讨论这首诗的

主要内容，分析作者的思想情感，在此基础上写一段作家内心的

独白，从而实现诗歌内容的拓展，这样能使学生们更近地接触和

体验语文。教师还应及时纠正学生在解读课文时出现的多重性等

现象，例如“背影”一文，有的学生在了解到父亲的做法后指责

其不守交规。又像《社戏》一样，学生可能误认为鲁迅是为封建

势力开口说话的。这种情况下，会导致学生误解作者的写作意图，

不利于学生和文本深入地对话。另外，教师还应对学生进行适时

的引导，在文章品读中建立起双向认知渠道，把握文章的重点。

最后，教师还要给学生留出足够的自主性学习时间，这一转变并

非意味着教师的角色被弱化，而是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交

流的空间。二是要把握好课堂“瞬间”，拓展学生的思维，让学

生能够顺畅地走进自己的学习领域，促进学生素养有效进步。

（五）渗透传统文化，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承

在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在语文世界中必然是会涉及到的，

换一种角度来讲，可以明确地说语文就是为传统文化而服务的，

传统文化又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高中语文教师要正确理

解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把传统文化渗透于语文教学中，以“完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为思想引领，增强学生文化素养，

培养学生文化传承意识。

以《陈情表》这一内容为例，其教学重点为让学生体会李密

身上的忠与孝。我让学生讨论文章有关“孝”的描述具体体现在

哪里？“衷”呢？在此基础上，我让学生谈谈自己对“衷”“孝”

有什么看法？通过这种方式也能使学生对于中华美德有更深层次、

多维度的认识，使其遵守孝道，自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这也是

核心素养的一个重要体现。

四、结语

在当今阶段，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成为大语文教育教学不可

或缺的组分，且语文的学习也关系到个人的终身发展。作为教师，

我们必须要始终站在语文教学的前沿，将创新教育理念渗透到语

文教学全过程，结合学生阶段性的学习特征不断调整教学策略，

促进其学习能力提升。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还要聚焦核心素养的

四个指标：互动为主，聚焦学生语言构建能力培养；思想为先，

聚焦学生思维能力发展；方法为辅，聚焦学生审美鉴赏能力培养；

活动为要，聚焦学生文化传承与理解能力提升。多措并举，满足

学生成长发展的内在需求，彰显语文教育教学的最大意义和价值，

促进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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