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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基于部编本“三位一体”编排的语文核心素养的落实 
◆孙  艳 

（蛟川书院  宁波镇海  315201） 

 
摘要：语文课程的核心素养就是指学生接受语文教育，通过对语文课程

的学习，初步形成语文学科的素养，并在此基础上有机结合基础教育课

程的共同核心素养，逐步形成能促进个人终身发展的能力。本文基于此

展开研究，提出基于“核心素养”的语文教学实施转型及探索是教师的

当务之急。并从尊重自主阅读权、合理推荐课外书，创设良好的阅读氛

围、激发学生阅读的内驱力，确保阅读时间的专属性、形成阅读交流的

常态化，确保阅读时间的专属性、形成阅读交流的常态化四个方面进行

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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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核心素养是核心素养在特定学科（或学习领域）的具体
化，是学生学习一门学科（或特定学习领域）之后所形成的、具
有学科特点的关键成就，是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具体到语
文学科，其核心素养主要包括四方面：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
展与品质；文化传承与理解；审美鉴赏与创造。语文素养是学生
在积极的语言实践活动中构建起来的，是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获得
的语言知识与语言能力，思维方法和品质，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的综合体现。国家教育部“语文核心素养”概念的提出，“统编
教材”的面世，高校自主招生开始重视学生的语文阅读素养，这
些无一不看出基础语文教学的一个走向，那就是要在教学实施中
要真正重视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让阅读成为语文核心素养的载
体。所以基于“核心素养”的语文教学实施转型及探索是教师的
当务之急。 

一、尊重自主阅读权，合理推荐课外书 
教师首先要让学生有翻书的欲望。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不同

的个体，自然会有不同的阅读兴趣和爱好，所以真正尊重学生的
自主阅读权就是要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意愿、喜好自由地进行阅
读。在此基础上适当地帮学生进行阅读刊物的选择，有意识地向
学生推荐帮助学生筛选，让学生阅读精品文章。在推荐的同时应
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并按照不同层次的学生推荐不
同的书籍。只有学生发自内心的喜欢，才能长久地阅读，枯燥之
物，谁也不想领教，嚼蜡之味，谁也不肯品尝。 

其次，教师还可以充分利用“统编教材”中推荐的与课文相
关联的课外阅读，让课本成为学生阅读的基地，让课后推荐成为
阅读的跳板，从而走向更宽广的阅读世界。古今中外各种文体，
各方面内容的报刊书籍都可让学生多读多看，来拓宽学生阅读的
视野，从多方面吸收营养，从而增加学生文学素养的底蕴。 

二、创设良好的阅读氛围，激发学生阅读的内驱力 
良好的阅读氛围包括学校氛围和家庭氛围。 
首先笔者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的资源，鼓励学生多去图书馆

借阅，当孩子们看到满目的图书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强烈的阅读欲
望。其次，还组织学生组建自己的班级图书角，每人配备一本或
一本以上的课外书籍，编写好号码，归置于班级图书角实行专人
管理。这样多次被借书的同学会有一种成就感和自豪感，因为他
们的选择和推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从心理学角度讲，这是一种
正向力，会刺激学生发自内心地去寻找和阅读更多的书，最终有
点及面，让整个班级形成浓厚的阅读氛围。最后，还可以利用好
家长和社会的资源，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对教育要求的不断提
高，家长们的素质也越来越高，很多家长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
所以这些家长本身就有大量的阅读积累和良好的阅读习惯，教师
就可以鼓励家长和孩子们一起阅读，一起交流，甚至可以召开家
庭读书交流会，让家长的读书兴趣和热情给孩子以最佳的引导。 

以上的方法如果能有效地实施，长期以往，相信阅读一定会
成为学生的一种生活习惯，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他们的思维，从原
先的被动阅读最后转化为主动阅读。让学生阅读的内驱力成为他
们一生阅读的原动力。 

三、确保阅读时间的专属性，形成阅读交流的常态化 
笔者认为一星期五节语文课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此之外，

必须给学生开辟出专属的自由阅读的时间，这个时间最好是由学
校统一安排，比如一个星期专门排一节阅读课等。也可以星期六
和星期天只布置一天的书面作业量，那么这些不需要学生写书面
作业的时间就都用来看书，看学生们自己喜欢的书，这样既减轻
了学生的课业负担，也大大增加了他们的阅读时间，而且笔者经
过几次实验，发现少做一点书面作业并没有影响学生的考试成
绩，反而让学生更喜欢语文这门学科。 

单纯的自我阅读，能让学生学会思考，但是思考的深度还是
需要交流来推进的，尤其是初中年龄段的孩子，他们的阅历完全
没有达到能够自我消化提升的程度，所以笔者认为，这时语文教
师就应该组织学生进行课外阅读的交流活动，并努力让它常态
化。建议借鉴美国“读书俱乐部”的操作方式，让学生在交流中
提升了自己对阅读方法的认识，加深了对文本的理解，也在交流
中满足了学生交际性情感的需求。 

所以这样的阅读才是真正有效的阅读，才是体现语文核心素
养的阅读。 

四、鼓励阅读形式的多样性，构建个性化的阅读体验 
“统编教材”鼓励学生进行不同形式的阅读，从而形成个性

化的体验。例如我们可以鼓励学生通过批判性阅读，培养问题意
识，让他们在自主探究的阅读实践中寻找问题的答案。事实上，
学生阅读一篇课文，不应是被动接受型的同构解读，而应是主动
批判性的异构解读。异构解读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发现问
题、探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沈石溪的动物小说，一直是初
中尤其是初一学生非常喜欢的一套书，但是同时这又是一套有争
议的文本，阅读时我们不应该回避争论，可以把社会上的观点抛
给学生，引导学生进行批判式阅读，从而形成自己的见解。 

又如我们可以将文本与影视作品进行同步阅读或比较阅读，
诸如此类的方法还有很多，而这些是需要我们的语文老师去思
考、关注的教学实施。只有将统一的文本内化到不同的个体，形
成不同的感悟，才能转化成一个学生内在语文素养。 

综上所述，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过程，
但是语文核心素养一旦形成便会发挥其独特的育人功能，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所以不管是语文工作者还是语文学习者，都必须积
极参与到语文核心素养的建设事业中，为终身学习和全面发展打
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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