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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核心素养”背景下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策略探析 
◆梁  萍 

（广西柳州市融安县实验小学  广西柳州  545400） 

 
摘要：《小学语文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

养的形成和发展。语文素养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也是学生全面

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阅读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中一个大板块，下面

是我在阅读教学中渗透语文核心素养的一些粗浅的研究和做法，今天拿

来献丑，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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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当前的教育形势下，如何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已
经成为每一位教师所探讨的话题。作为小学语文教师的我们必须
跟上时代的步伐，认真思考如何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夯实语
文基础，培养语文能力，发展语文思维，学会阅读，学会表达，
为其今后的语文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一、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 
（一）语言构建 
语言建构在语文学科中可以划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书面语

言、一个是口头语言，分成书面上的读和写、口头上的听和说[1]。
因此，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引导学生
会听、乐思、能说，促使学生在一次次的语言训练中不断的提升
自身的语言构建能力，使其能熟练掌握语言文字运用的规律，继
而炼就熟练驾驭语言文字的本领，实现会学、学会、会用，将核
心素养的导向性展现出来。 

（二）文化理解 
文化理解是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就是指

对本土文化、国际文化的理解、传承等，能真正回归于生活文化，
对自然文化抱有一种关爱的情感，深化学生对文本内容的理解
等，是教师在培养核心素养过程中的主要方向。 

（三）思维发展 
小学生的思维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思维发展也是语文学科

核心素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2]。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思维
发展大致可以划分成：反思思维、迁移思维、经验思维等。如果
教师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会促使学生在分析、理解文本的
过程中思维始终的处在一种灵活的状态，对学生的思维发展起到
推动作用，使得学生在语文阅读中收获更多。 

（四）审美鉴赏 
小学语文学科中的审美鉴赏是可以理解为：学生感受美、欣

赏美、创造美、追求美的能力，是语文学科人文性、艺术性的呈
现方式，也是每一位学生在学习中应该具备的。因此，在教学实
践中，教师可以充分挖掘教学内容中所含有的美的因素，以此为
素材对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加以训练，使得学生真正的发掘语文
学科的美与价值，实现教学效果多元化收获。 

二、“核心素养”背景下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策略探析 
（一）基于文本内容，培养语言构建能力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教学的 终目标是促使学生熟练运用祖

国的语言文字，提升语文素养。因此，在核心素养的导向下，语
文教师在开展阅读教学的过程中也应朝着这一方向上努力，应巧
妙的结合教材内容，促使学生语言构建能力的提升等，使得学生
实现对语言的灵活运用，促使其本身核心素养的提升。 

例如，学习部编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黄山奇石》这篇课
文时，为了引导学生学习文中比喻句的写法， 终能仿写比喻句，
我是这样做的：1.出示“仙桃石”、“猴子观海”、“仙人指路”“天
狗望月”图，让学生说一说它们的样子；2.出示句子训练： 

（1）“仙桃石”好像从天上飞下来的一个大桃子，落在山顶
的石盘上。 

（2）“猴子观海”好像（     ），站在山顶上向远处望去。 
（3）（     ）好像（      ），（     ）。 
通过这样的训练，引导学生明白这个比喻句的写法，并能仿

写一个这样的句子，继而明白，仿写比喻句不是写一个简单的比
喻句就可以了，还要关注句子的结构。 

再如，教学《村居》这首词时，在学生读好节奏、理解内容
的基础上，让学生想象这首词所描绘的景象，先说一说，再写下
来，然后在全班交流。通过想、说、写、展等活动，不仅引导学
生体会了词的意境，还有效地促进学生语言能力的提升，帮助学
生形成自己的言语建构。 

（二）适时进行文化渗透，培养文化理解能力 
选入小学语文课本的每一篇课文都是编者精挑细选的，有些

课文很适合作为教师培养学生文化理解能力[3]。因此，在教学实
践中，教师可以结合课文的学习，挖掘有价值的文化内涵，在教
学过程中适当拓展和评析，以此增加学生对各国文化，特别是祖
国灿烂文明的了解，培养学生的文化理解能力。 

例如学习《七律・长征》一课时，我们可以播放红军长征的
纪录片，让学生了解长征的历史背景和长征一路上的艰难险阻，
体会红军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以及革命
乐观主义精神；也可以布置学生课前搜集关于长征的文化、讲一
讲长征路上发生的故事；还可以推荐阅读关于长征的书籍。这样
既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也培养了学生的文化理解能力，还能深
化学生对诗词内涵的理解。 

（三）以问题为导向，着力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小学阶段是学生思维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要重视学生

思维能力的训练，让学生在学习中积极运转思维，发散思维，训
练思维，促使思维能力的逐步强化。因此，阅读教学过程中，教
师应抓住小学生好奇心、求知欲较强的特点，以问题引导的方式，
促使学生的思维发展，使其在有限的课堂中收获更多。 

学习写人一类记叙文时，我们一般要了解：写了哪个（哪些）
人的什么事？这个人有什么特点？从文章哪些地方能够看出？ 

为了培养学生形成阅读写人一类记叙文的一般思维方法和
习惯，我会选一篇课文作为精读训练，按照以上问题，分步指导
他们如何落实，教给方法；然后再用两三篇文章拓展训练，巩固
这种方法。 

又例如，三年级上册干刚起步学习概括写人记事类记叙文主
要内容时，我会教给孩子这样步骤：1.找出文章的主要人物；2. 确
定谁在干什么？再补充为什么干？怎么干？有什么结果？如果
一篇文章写一个人的多件事，用上面的方法先分着把每件事说
清，然后再合起来；假如要概括的那篇文章是写不同的人分别做
的事，就按上面的方法分别概括不同的人做的事，然后再合起来
说。 

（四）多法并施，培养审美鉴赏能力 
在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审美鉴赏能力有很多途径。我们可

以结合插图，欣赏景的美；可以通过朗读、诵读，感受句子和段
落的语言美；可以比较阅读，发现文章的结构美；可以交流、想
象去体会文中的情感美。  

结论：综上所述，在新教改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核心素养的
培养已经成为教育教学中的重中之重，也是实现立德树人的前
提。广大语文教师要不断探索有利于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方
式和方法，助力学生的成长，为学生的全面、可持续性发展提供
动力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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