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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如何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提高学生语文核心素养 
◆温奕鹏 

（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登畲中学） 

 
摘要：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是培养素质型人才和创造性人才。而语

文核心素养的培养，较多是依靠学生自身在读写实践中的摸索、积累和

体悟，是学生在教师引导下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和自我升华的过程。

阅读课是中学语文课堂教学的主体，新课改中对阅读教学的重要性进行

了强调，这充分说明阅读教学是教师需要重视的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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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指出：语文教学的总目标之一是要培养学生具有独立
的能力，注重情感体念，有较丰富的积累，形成良好的语感。要
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法，能初步理解、鉴赏文学作品，受到高尚
情操和高雅趣味的熏陶。因此，语文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阅读，
使学生受到美的熏陶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以提高学生的核心
素养。那么，应该如何在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呢？我认为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尝试： 

一、教给学生读书的方法，培养自主阅读的能力。 
在阅读中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教给学生一些读书的方法，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知道，课改新理念强调学生“自主学
习，主动发展”。教师的指导得法，学生的运用得当，能让学生
切实的打好阅读基本功，培养自主意识，养成自主阅读的习惯。
教师指导学生读书，必须有目的、有要求、有层次。例如：第一
个层次是初读，要求学生读准字音，扫除读音障碍，边读边想，
圈画生字，标记疑问处，阅读的目的要求明确了，学生便在读的
过程中仔细认字，积极思考。第二层次的读是要求学生整体感知
课文，先由学生提出问题或教师抛出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采用
多种读书方式，如诵读、轻声读、默读、赛读等进行充分的读书，
自主的思考。讨论问题时，在关键地方教师要注意点拨引导，让
学生把教师想讲的话说出来，从而培养学生“自渎、自悟、自明”
的能力，也体现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第三个层次的读
是要求学生寄情于读，这时教师要引导学生运用恰当的阅读方
法、策略进行阅读，如《紫藤萝瀑布》等，可用“一边阅读一边
想象”的方法，《鸿门宴》等可用“读时按自己的想象加动作”
的方法，学生都喜欢这样的阅读，读得有滋有味，配以动作表演
时，也有板有眼。因此，学生在愉悦的阅读中，获得初步的情感
体验，从而快快乐乐的学语文。第四层次的读，是指导个性化的
阅读。这个环节，教师要引导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阅读，读读、
说说、评评自己喜欢的句子或段落。学生的身心放松了，思维激
活了，阅读自主了，个性也就发展了。 

二、引导学生从优秀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提高学生的文化
积淀。 

读文学作品，不仅是为了弄懂词句的含义和文法的规律，更
要紧的是培养起人类几千年代代相传的美好心灵的呼唤，靠感情
对感情的激发，靠智慧对智慧的启迪，然而这决不是靠课文分析
所能替代的。因此，新大纲对学生的课外阅读做了定时定量的要
求。我们在指导学生开展课外阅读时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做出
相应的要求。我们从课文涉及的作品出发，结合当代文坛优秀文
学作品评选情况，从以下几方面向学生推荐书目：一是把语文课
本涉及到的作品尤其是基本篇目涉及的作品作为重点推荐对象，
让学生读与课文有关的作品，加深对课文的理解。二是结合时代
特点，从当代文坛评选出的优秀作品中推荐，这样可以接近生活。
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以及每年一
度的高考优秀作品。把这两方面选出来的作品编成书目印发给学
生，学生读起书来就不会盲目被动了。第三，我们还向学生推荐
借阅一些报刊杂志，容量适中，内容丰富，又与教材保持同步，
我们常常安排学生在阅览课上或业余时间选读，让他们通过阅
读、思考、观察，品味文章里的人情世故、真善美丑，教人去恶
从善、辨伪识真。从而一个人的品质、素质、内涵都得到提升。 

三、将课内研读与课外延伸相结合，创设情境提高阅读能力
和写作水平。 

《语文课程标准》的教学建议提倡教师“在教学中努力体现
语文的实践性和综合性”。所以我们特别注重课程资源的开发和
整合，注重将课外的学习资源、学生的生活体验等纳入课堂。这
不仅有利于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阅读、写作等语文实践
能力，更有利于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在进行拓展时我
们特别注意：课外拓展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比较阅读、仿写
学用、鉴赏评析、课后随感等等，无论采用哪种形式都与课文本
身找好一个切合点，可以是内容上的，也可以是写作技法上的，
这要依据文本特点和学生的能力发展水平而定。值得注意的问题
是，课文以外的拓展延伸一定是在学生对课文本身进行了充分的
感悟、体验、品位之后，学生只有在深入文本用自己深刻而独特
的体验建构起个人深切的情感体验，才能自然的联想到个人的生
活体验，因而产生进一步阅读和写作的欲望。 

四、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素养。 
今天的中学生接受能力、理解能力是很强的，他们对艺术作

品的判断往往更具有知觉性和超前性，语文老师只有紧跟时代的
脚步把新的文学观念和思想方法融进阅读教学中，才能胜任当代
阅读教学的需要。 

教师本身所蕴涵的人文素养、人生态度、理想情操，总能通
过他自身的一言一行，给孩子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从这个
意义上来讲，一个语文教师，更是一个有情愫，有理想，道德高
尚，修养深厚，正直秉诚的“人”师。教师的审美品味应该是和
谐而又优雅的。和谐，让学生感受到恬静和陶醉；幽雅，让学生
崇敬、向往。这种审美应成为一种意象、一种氛围、一种力量、
一种磁场，体现于教师的仪表、言谈、举止，体现于教学内容的
呈现、教学手段的选用、教学程序的设计上。以美激智、以美发
辞、以美冶情、以美育德、以美立人。自己不懈怠，要走在前头，
要有广泛的阅读，要在阅读中开挖不竭的精神源泉。作为一名语
文教师必须具有大视野、树立大语文教学观，并且喜爱阅读、坚
持阅读。罗曼•罗兰曾说过：“要播撒阳光到别人心中，总得自己
心中有阳光。”这样，才能在语文教学中高瞻远瞩、游刃有余地
指导学生阅读。 

总之，初中生在语文学科上的核心素养决定着日后的发展，
课内外阅读可以对核心素养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那么在教学
中，教师需要结合具体情况，为初中生创造阅读的机会和空间，
给初中生推荐好的阅读作品，同时在方法上进行科学的指导，整
合资源为初中生创造良好的阅读环境，这些对初中生阅读是非常
有帮助的，所以教师需要了解每个初中生的特点，为每个初中生
提供必要的帮助，提升阅读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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