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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阅读教学中小学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途径 
◆李红梅 

（简阳市永宁乡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641413） 

 
摘要：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是每个教师在教育工作中的主要教学目

标之一，文章从培养小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出发，对在小学语文阅读教

学中的培养策略进行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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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对教育的不断改革，素质教育成为了广大教育工作

者的主要教育理念，而在小学的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核心素
养也是教学的主要目标之一。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不仅可以让
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印象得以加深，更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
进学生全方面的进行发展。因此，对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课题进
行思考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小学语文的核心素养 
学生的个人素养以及语文素养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语文的

核心素养，通过语文教学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文学情感等，让
学生在语文的字、句、修、逻、写作、交流等方面的能力得到全
方位的提升。其中的个人素养可以保证学生具有良好的学习和创
造的能力，有一个正确的人文观念；语文素养则是让学生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为学生打好深厚的文学基础，提高后
续学习的能力，促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升，让学生未来的发
展道路更加宽阔。 

二、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首要任务 
目前，在实际的语文教学中，大多数的教师在语文阅读这一

教学环节时，为了完成课堂教学的任务，没有足够的重视到语文
阅读的重要性，从而忽略了语文阅读的教学过程。在阅读中更是
减少了师生间的互动交流，使学生在语文阅读学习中形成了固定
的思维习惯，进而学生的思维逻辑能力以及创新能力也没有得到
相应的锻炼，长此以往就会造成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出现枯燥乏味
的感觉，降低了语文学习的积极性，最终让学生对语文学习产生
厌烦的心理。因此在语文教学的时候，教师首先就要树立一个明
确的语文阅读教学目标，以这个教学目标为方向，把语文教学的
重心放在以学生为本的位置，让学生可以在阅读教学的时候，随
着教师的引导丰富自身的知识累积和文学情感。制定合理有效的
教学方案，保证教学目标可以顺利的完成。随着知识的累积以及
品读能力的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也会随之得到培养[1]。 

三、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策略 
（一）在实际阅读教学中注重语文知识的积累 
语文是一门语言文学类的学科，而语言的学习也离不开对语

文的阅读，在阅读中逐渐的积累语言知识。语文知识的积累可以
使学生的写作、语言实践、阅读理解等能力得到相应的提升，因
此，知识的积累是语言阅读教学中主要的目的之一，也是培养学
生核心素养的关键所在。比如在学习《山雨》这篇课文时，《山
雨》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抒情向散文，作者用自己的感受和想象用
“清新”的文字风格描写了一幅生动形象的山中雨图。在这篇课
文中作者运用了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将山中雨景清晰的展现
在了我们面前，在学生阅读的时候，让学生选择文中自己喜欢的
句子或者词语，进行记录背诵，完成语文知识的积累。有的学生
选择了“像一曲无字的歌谣，神奇地从四面八方飘然而起，逐渐
清晰起来，响亮起来，由远而近，由远而近”，这段文字让学生
觉得可以使人清晰的遐想出当时的场景，而句中的由远到近这种
动态的描写方式也给学生带来不一样的感受。有的学生选择了
“飘飘洒洒的雨丝是无数轻捷柔软的手指，弹奏出一首又一首优
雅的小曲，每一个音符都带着幻想的色彩”让学生学到了作者使
用的描写方式。有的学生学会了“余韵”、“轻盈”等词语。在这
个对文章语句进行选择的过程，也就是进行知识积累的过程，使
学生的语文知识逐渐丰富，为学生的语言实践奠定了一定的基
础，促进了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2]。 

（二）对阅读教学的内容进行延伸 
因为语文的文章在写作形式、文章思想以及内容等方面具有

不同的表达方式，所以教师需要让阅读教学具有不同的形式，以
保证可以将文章的内在含义表达出来，可以有效的让学生在阅读
教学中培养自身的核心素养。在阅读教学时，首先需要让学生进
行文本品读，对优秀文章进行赏析阅读。语文阅读的教学形式不
应拘束于教材之中，因此教师可以为学生选择推荐合适的优秀课
外书籍，让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得到延伸，进而提高培养学生语
文素养的有效性。在鼓励学生进行自主阅读时，对文章的内容进
行思考，对有价值的语言句子进行标注，然后利用空闲时间与同
学老师进行交流，这样长久的坚持下去，不仅可以加强学生的阅
读理解能力，其语言赏析的能力也会得到提高，从而让学生感受
到语言文字的魅力所在[3]。 

（三）互动交流，培养学生进行思考阅读 
在学生进行阅读的同时，教师应鼓励学生进行个性化阅读，

逐渐的养成个性化阅读的思维习惯。比如在学习《白杨》的时候，
由教师进行引导，让学生将关键的词句进行记录，比如“突然，
他的嘴角又浮起一丝微笑，那是因为他看见火车前进方向的右
面，在一棵高大的白杨树身边，几棵小树正迎着风沙成长起来”
在记录同时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在反复的阅读之后，教师组织
小组进行合作学习，同学间进行讨论后，在与教师进行互动交流。
每个人的思考习惯都不相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阅读感受，
有的学生可能会感受到父亲在为白杨的成长而欣慰；有的学生会
可能感受到，父亲是在为光明的未来而欢欣。在这种交流感悟的
课堂气氛中，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程度得以加深，也不需要教
师刻意的对文章思想进行解析，让学生自己在交流中将获得的感
悟进行总结，从而真正的理解文章内涵，使学生在阅读中学会自
主的思考。 

总而言之，在小学的阅读教学之中，教师需要树立明确的阅
读教学目标，然后在阅读教学中注重引导学生进行知识积累，在
语文教材的基础上，对学生的阅读资源方面进行适当的延伸，让
学生在阅读中学会思考，从阅读教学的各方面培养学生的语文核
心素养。在提升学生赏析能力的同时，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范围，
促进阅读教学中培养小学语文核心素养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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