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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路径探究 
◆杨  轶 

（沈阳市第二十八中学  辽宁省沈阳市  210100） 

 
摘要：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的改革，对高中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也

是比较重视。现今我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人才的要求也

发生的变化。由于之前我国实行的是应试教育，不可否认，应试教育是

我国人民迅速的脱离了“文盲”的尴尬状态，但是在另一方面也限制了

学生的思想方式，禁锢了学生的思维，使得很多高校毕业生在毕业之后

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甚至很多高材生在毕业之后需要进行多年的历练

才能够投入在工作的第一线。这便是应试教育的弊端。因此我国开始实

行素质教育，以发展学生多方面的素养为主，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

学校秉承“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在教学当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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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今的教育领域正在蓬勃发展，教育事业面临许多新问题、

新挑战，而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从语文
教学来看，高中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是教育中的重要一环。培育
语文核心素养应将传授文化知识和培育优秀品格作为基本目标，
尊重语文学科自身特性，充分把握核心素养的内涵，从而提高学
生的全面素质。 

1 培养高中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性 
从学科素养的角度看，核心素养不是单纯隶属于某一学科，

却对每一学科素养来说都是重要的组成内容，学科素质的培养围
绕核心素质培养而展开，核心素养是学科素养的引领者。不同的
学科承担着不同的教育责任，追求从逻辑思维、审美能力、语言
能力、表达能力等多方面，对学生展开全面培养。各学科都有其
自身的学术培养侧重点，但这种“个性”差异的本质都是对核心
素养的追求。作为母语教育，语文教学贯穿了学生的整个学习生
涯，语文核心素养的培育是语文教学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在学生
热情洋溢的高中阶段，是培养学生核心价值观的 佳时期。语文
教学不仅承担着母语教育及文化传承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帮助学
生培养现代主流价值观，与时俱进地培养学生的核心素质。语文
学科素养是通过学生的学习活动所不断获取的文字阅读、表达、
审美等能力，只有将核心素养融于学科素养培育，才能真正找到
学科素养培育的方向。 

2 高中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策略 
2.1 提升学生对于语文文化的认知能力 
认知能力是学生对于外界知识吸收的 基本的能力，只有对

于外界的知识进行感知，才能够在脑海当中形成相应的记忆，从
而丰富自身的知识阅历。高中语文的核心素养当中，认知能力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语文作为一种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认
知便是对于其探索本质的能力。只有在语文的教学当中增强各种
语言文化的实践活动来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才能够促进学生整
体语文能力的提升。简单的来说认知能力便是思维能力的一种，
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便是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对于学生的未
来有着重要的作用。如，学生在进行写作的过程中，首先是对于
作文的写作形式进行思考，对于现今自己所学的知识进行梳理，
从中选取合适的写作素材，理清思路之后便进行写作。在写作的
过程中，学生的思维一直是在运转当中的，学生对于应用的知识
的认知便更加深刻，也就促进了学生文化认知素养的发展。 

2.2 学生审美鉴赏能力的提高 
审美能力是语文教学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能力组成部分。尤其

是在高中语文的教学当中，将语文的审美能力充分的发挥出来是
必不可少的。而每个人的审美观点不同，对于同一事物的鉴赏能
力也就存在着差异。但是在现今社会当中，对于文化的鉴赏能力
是相差不多的，尤其是在高中语文的学习当中，对于文章的鉴赏
能力往往能够反映一个人的审美能力，因此在高中语文的教学当
中应该更加注重于语文的审美修养的培养，而不是一味地额强调

对于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那样只能使高中语文的教学失去价
值。比如，在学习《荷塘月色》的时候，教师可以直接鼓励学生
对课文当中的优美段落进行鉴赏，品味这一课文的美感所在，并
将自己的理解通过文字直观地表达出来。还可以让学生进行相关
的图片、乐曲等形式资料的寻找，说道“荷塘月色”很多学生第
一个想到的便是凤凰传奇的同名歌曲。文化之间是相同的，审美
也是如此，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不拘泥于文字的形式，
而是以多种形式来培养学生审美鉴赏能力。 

2.3 提高语言运用能力 
学习语言的目的在于运用语言，因此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应

当对阅读教学、写作教学以及综合实践教学的成果进行科学化运
用，提升学生在实践中运用语言表达、写作表达的素养和能力。
例如在语文常规写作中，运用记叙、描写、抒情、说明和议论等
常用表达方式，引导学生运用母语进行熟练表达，强化训练学生
的语境意识。 

2.4 倡导文化传承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代文化的层层累积与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形成了当今的文化积淀。语文教育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
的继承与传承。需要注意的是，继承与传承的前提是对文化有正
确、深刻的认知和理解，没有这个前提就无法把握传统文化的精
髓和内涵。在充分认知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要运用辩证法思想和
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科学分析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异
同，做到古为今用。教师应把传承文化渗透在日常的教学中，坚
持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对传统文化辩证地把控，既不可全盘接受，
也不可全盘否定，引导学生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摒弃糟粕，从
而提高语文核心素养。 

2.5 语文思维的培养 
语文思维体现了核心素养的学科化，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应

当注重学生思维发展。语文教育的具体教学手段不同，但是都应
注重学生思维发展与提升的训练。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因材施
教，不否定个体之间思维方式的差异性。在注重思维方式的逻辑
性、系统性及整体性的同时，尊重学生个人的思维方式，重视看
待事物的角度。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形成全面的辩证
的思想。着力对个体思维方式进行训练，使其在形象思维与抽象
思维能力方面都有提升。 

结语 
综上所述，高中语文核心素养是学科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侧重于语言、思维和审美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传承中华民族
优秀文化。教师必须注重高中语文核心素养与现代价值观的融
合，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尊重学科差异和文化差异，正确把握
学科素养的培育方向，不断丰富学科素养的培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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