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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学语文学科作为学生小学阶段的一门重要的学科，它在学生的

整个学习生涯当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小学语文要求学生在掌握简

单的字、词、句基础上养成一定的鉴赏和写作能力，并在情感表达上有
一个显著的提升。本文将就如何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实现路径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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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学语文课程是集合字、词、句为主的，并随着年级的增加

其丰富程度上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就语文学习而言在掌握这些
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学会写作和情感表达，最终达到语文能力的
综合提升。语文的核心素养也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逐步养成。这
种素养的养成往往是在基础知识的基础上，配合着老师的讲解再
加上学生自己的联练习和领悟而不断提升起来的。 

一、小学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 
小学语文作为学生学习生涯当中的一门基础性的课程，是学

生开始接触世界，了解世界的间接方式[1]。小学语文课本的内容
在设计过程中，也十分重视地学生素养的培养，比如说有：风景
人文类、情感表达类、描写抒情类等。其内容涉及亲情、友情、
大江大河和鸟语花香等。让学生能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建立起对
这个世界的认知和情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思考。 

二、实现小学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提升的主要路径 
（一）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注意对学生进行引导 
传统的教学模式，将课堂讲解的大部分时间全都集中在了老

师的教上，学生往往就是接收灌输，这种方式常常让学生陷入枯
燥学习的怪圈，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低下，甚至对课程本身产生厌
恶。这个时候，为了帮助学生正确培养语文的核心素养就要求教
师要在课堂授课过程中注意互动，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引导。无论
是情感表达还是抒情状物，都应当利用不同的手段进行描述[2]。
比如说：《孔融让梨》这篇文章就是为了让学生学会谦让。那么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让他们讲讲自己有没有在
生活中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有的话学生是怎么做的。然后让学生
之间可以互相进行交流，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对于一些不好的
行为及时进行纠正。这样一来，基于这节课的内容学生们就能在
一定基础上去丰富和健全人格发展，达到语文道德核心素养养成
的目的。 

（二）在课堂上为学生留下充足的思考空间 
就语文课程本身而言，课堂上 45 分钟的学习实践是远远不

足够的。再加上学生真正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有限，因此一节语文
课本身的授课表内容就不易安排的过多。但是语文科目由其自身
的优势，就是其实一门延展性特别好的学科，学生们只要经过正
确的引导，在语文课堂之外也能够获得想要得到的结果。教师在

授课当中，应当注意引导学生进行主动提问，这样以既可以对学
生的专注力进行评估，同时也可以看学生是否在课堂学习过程中
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比如说：让学生评价司马光砸缸这一事件。
很多学生可能会说司马光很勇敢，这是基于正向的积极回答。当
然，教师也可以从方向对学生进行提问，提问过程中可以不要就
具体的内容进性发问，你可以问“有没有人觉得他这样的行为不
好，说说你的看法”或者也可以问这样的问题“如果是你在面对
危险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的生活里也有发僧过这样类似的事
件吗？”这样一来，原本的课文当中的为就能转移到学生的学习
生活当中去，这样一来接近生活可以让学生产生更多的思考，并
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更好的思考。教师再在这个基础上对于学生们
正确的行为进行表扬，学生觉得得到了肯定，自然会产生语文学
习的兴趣，最终大成核心素养养成的结果。 

（三）注重语文练习的时效性 
语文学科是一门知识体系十分庞大的学科，语文学科的知识

涉及面也非常的广泛，会和历史、地理、政治甚至是生物学科法
身一定的交叉重合，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语文学科独具魅力[3]。
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由词到句，由句到段落，最形成良好的写
作能力。而写作，作为语文学科当中一项重要的目标，是学生语
文素养养成的关键所在。写作涉及修辞、情感等多方面内容。因
此联系十分重要。学生在写作课堂学习过程中，一定由段落描写
练习逐步深入到文章练习，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不仅让学生在课堂
上练，也要让学生课后选择同类型的内容进行课后练习，并在这
个基础上给到学生反馈，久而久之，随着学生写作水平的提升，
语文的核心素养也会得到质的飞跃[4]。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养成离不开教师的讲解和学

生的练习。语文素养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一个长期的
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练习和引导而逐步提升。因此，语文学习过程
一定要循序渐进，每一步都扎扎实实去学习，只有这样才能达到
最终想要的结果，形成正确的语文核心素养，为之后更高年级的
学习打好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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