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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阅读教学中小学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 
◆张祖超 

（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沈庄学校  235058） 

 
摘要：在小学语文教学中，阅读教学是重要的内容，如何培养学生的核

心素养，促进他们综合素质与综合能力的双向发展，并从新的角度、新

的层面出发，引用趣味元素，给予学生不一样的情感体验，指引学生朝

着正确方向突破自我、挑战自我、完善自我，未来，可能创造出属于自

己的美好明天，这是语文教师们值得深思的首要问题。丰富核心素养的

语文阅读教学，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此，我们应该做

出更多的努力，从而取得显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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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其实，在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下，小学语文阅读教学
存在着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无法满足学生的成长需求，开阔他们
的想象空间，核心素养的培育计划实施起来异常艰难、教师为了
完成教学任务组织的课堂活动，局限性比较大，互动效果不够好。
在新课程背景下，针对上述弊端现状的改善，要求我们教师重新
确立教学的目标，不断探索有效的策略，在潜移默化中挖掘学生
的内在潜能，提升了核心素养的同时助推着基础教育现代化进程
的持续加快。 

一、学生朗读背诵积累 
任何一门语言的学习都离不开阅读理解，在阅读教学中培养

学生的核心素养，是教师必须完成的一项艰巨任务。首先，应让
学生积累基础的知识，了解基本的规律，包括一些常用成语、名
言警句等等[1]。其次，应让学生活跃语文思维，养成朗读习惯，
锻炼自主的学习能力。再次，应鼓励学生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腾
出更多时间来积极思考，慢慢地突出自我，争做有理想、有追求、
优秀的人。 后，应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使阅读教学工作顺利的推进下去。如在讲解《为人民服务》这篇
课文的时候，教师在开始上课的时候就可以让学生先将课文大声
地朗读一遍，在朗读的过程中学生能够对文章有一个初步的了
解，通过朗读学生可以更加清晰地体会到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感
情，在学生对文章有了大概的了解与体会之后就可以对学生进行
引导，让学生自主思考， 终完成对文章的理解与学习。除了朗
诵能够让学生了解和积累更多的语文知识外，背诵自然也是学生
进行语文积累的一种重要方式。背诵不仅仅是让学生去死记硬背
一个东西，而是让学生深入理解语言文字的一个过程，通过背诵
能够培养学生对于语文的语感，同时能够让学生对于文字有更加
深刻的理解。在整个小学语文中要求学生进行背诵的段落和诗词
总共有 160 多篇，每一个段落和诗文都是书籍撰写者花费巨大的
心思，经过多方研究和讨论才定下来的，这些诗文和段落都是国
内外众多文章和诗词中的精华，学生通过背诵这些诗词与段落所
得到的不仅仅是这些文字本身，更加重要的是对于语文的理解，
是对于语文素养的培养。如在背诵曹植的《七步诗》的时候，学
生通过对七步诗的背诵，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曹植对于兄弟之间
自相残杀的沉郁与悲哀，也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封建帝王家族内部
的残酷斗争。 

二、阅读教学结合实际 
在开展核心素养下的阅读教学前，教师必须要搞清楚概念，

什么是“核心素养”。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这一“核心素养”
应当是学生不仅可以通过教师的阅读教学掌握一定的阅读理解
技能与技巧，更是可以领悟文章的思想内涵，与文章作者激发出
情感共鸣，加深学生的情感体验。这就是说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核
心素养”教学的前提是对学生进行人文关怀教学，通过文章阅读
与生活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学生的“人文核心素养”，再由此
深入到“学科核心素养”教学中。如教师在《背影》（朱自清）
这一课外延展教学时，不仅可以讲述这篇课文自身所具有的人文
背景及其自身所蕴含的人文关怀，对学生进行人文内涵教育，培

养学生人文观念，更可以结合当年或前一年全国道德模范中与学
生可以产生共鸣的人选，来为学生仔细讲解人文关怀的含义，以
提高学生对人文关怀的理解，从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及语文
“核心素养”。通过这样的教学会增加学生对“人文内涵”这一
概念的了解，潜移默化地在学生学习方式中施加影响，使学生在
接触新的文本阅读时会首先考虑这一阅读材料的人文内涵，这种
对人文内涵的重视可以加深学生对阅读体验的重视，同时，人文
内涵作为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侧面证明了这一教学方式
的有效性。 

三、点亮思维丰富理解 
教学的精彩之处在于点亮学生的思维。如在教学《“精彩极

了”和“糟糕透了”》一课时，通过品读课文，分析父亲和母亲
对巴迪的诗的不同看法，并创设情境，让学生抓住语言、动作等
描写来探究人物的内心，从而明白文中的爱有两种表现形式。结
合生活中的孩子越来越不懂得父母的爱，围绕“你是如何看待巴
迪父母对他的爱的？”展开辩论。让学生敢于提出看法，做出自
己的判断，自由表达心中所想。此时的他们，融入自己平时对爱
的感悟和理解，思维情感在课堂中交互流淌。说得有情有理，个
性飞扬的同时，更体验到表达的快乐、学习的愉悦。此时，再拓
展至学生的生活实际，是否有类似的感受，说一说，再写下来。
“读、思、悟、说、写”有机结合，相互促进，拓展思维的广度，
提升阅读能力。 

四、质疑提升文化素养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学习方式需教师带领和引导，在引导

过程中还需结合小学生自身的年龄以及接受能力对教学内容进
行学习，以探索到 合适的教学方法。课文内容的学习就是引导
学生思考的过程，通过质疑、释疑，拓展小学生的思维空间，提
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养成实事求是、崇尚真理的科学
态度。如《将相和》这一课中，出示课题后，教师可以让学生大
胆质疑：题目是《将相和》，是否有不和的时候？为什么要做到
将相和呢？如何做到将相和……学生相互之间进行交流讨论，认
真分析课本内容，通过每个句子的反复读诵，品味句子含义，抓
人物言行，感受人物品质，从而懂得“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和
为贵”的道理。以质疑的方式，掌握小学生的思考范围，通过逐
步释疑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思维方式，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吸收文化智慧，以形成深厚的文化素养。 

五、鼓励学生个性阅读 
语文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因此，

我们要把语文教学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把学到的知识
应用于实践，通过实践升华为能力，从而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2]。
教师要给学生提供实践运用的机会，搭设展示个性才华的舞台。
如可以组织“我爱读书”的专题综合性活动，让学生分组进行搜
集名人读书故事或名言；访问周围爱读书的人；给图书分类，做
个书目；读书笔记展览……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学生进
一步感受读书的快乐。 

结语 
总而言之，在核心素养理念指导下，积极探讨语文学科阅读

教学，是体现语文学科价值的必由之路，教师应该转变教育理念，
立足于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改进阅读策略，创设有助于学生核
心素养发展的教学情境，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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