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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下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策略研究
邵秀英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东风小学　云南　会泽　654200

摘　要：随着素质教育不断推进，现代语文教学开始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强调语文教学要对学生进行语文审美、理解

及运用与思维的培养，突出学生各项能力的养成，增强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语文实践作为核心素养培养的重要保障，成为

了语文教学重要的内容，同时也是语文教师面临的主要课题，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语文教师给予教学实践足够的重视，

注重转变教育教学理念，创新语文课堂教学模式，为学生创设良好的教学环境，积极打造高效的语文课堂，这样才能够推动

语文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在保证语文教学质量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促进学生实现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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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素质教育背景，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成为语文教学

的重点，同时也是语文教师面临的新课题。尤其在现代语文

教学中，对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不仅符合了时代的发

展要求，而且对于学生的学识修养及健全人格具有重要的作

用。鉴于此，本文分析了在小学语文课堂实践教学中培养学

生核心素养的意义，重点对核心素养导向下小学语文教学的

有效策略进行深入研究。

一、在小学语文课堂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
意义

（一）学生未来发展的必备素养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对于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学习能力决定着个人的竞争力。语文作为小学重要的学科，

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有着自身独

特的学科优势。小学阶段作为重要的阶段，该阶段对于学生

良好习惯的养成至关重要。通过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能够

满足学生的未来发展，这也是学生成长必备的素养。由此可

见，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课程改革的重要方向

随着新课程课改的不断推进，核心素养在这种背景下应

运而生，为了满足新课程改革的需要，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

素养，需要语文教师创新教学模式，彻底摆脱传统教学格局

的束缚，尤其要注重工作重心的转移，重点关注学生核心素

养的形成，并将其作为教学的重点工作。在充分尊重学生主

体地位的基础上，语文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这样

才能够推动语文教学改革不断前行。

（三）突出传统教学的重要性

从传统语文教学实践的角度来讲，传统教育模式占据主

导地位，语文课堂上较为枯燥乏味，教师过于注重课堂讲解，

学生并没有参与到思考当中，导致学生对于语文实践教学的

兴趣不足，甚至部分学生还产生厌倦心理。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教师注重核心素养的培养，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促

使学生更好地学习语文，这也是提升语文成绩的关键所在，

还增强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使学生的综合能力有所提升。

二、核心素养导向下小学语文教学的有效策略

（一）构建情境，提高学习兴趣

在小学语文教育过程中，通过情境教育能够提高学生的

学习兴趣。使得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找出独属于自己的世

界，从而提升小学语文教育效果。采取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情

境教育的方式，提高学生语文学习质量。在小学语文教育中，

采用构建情境的教育方式，能够提升学生对语文学习的热情，

因为小学阶段的学生心智还不够成熟，对于各种事物有极高

的兴趣与求知欲望，因此，采用情境构建的方法能够将学生

的注意力集中到课堂中，使得学生紧随老师的步伐思考问题，

从而推动学生的综合发展。比如，在小学语文《亡羊补牢》

这一课教育中，可以让学生们扮演课本中的角色，老师将班

级中的学生划分为几个小组，然后给每个小组安排课本中的

角色。在表演之前，老师应当引导学生认真仔细地阅读课本

内容，只有充分掌握角色的情绪，才能够扮演好这个角色。

例如，学生要扮演养羊的人，就应当对这个角色有充分的了

解，明白这个人物的心理活动以及角色形象，还应当明白这

个角色在课本中的地位，这样才能够更好地进行表演。这样

的小学语文教育方式，能够使得学生们在玩闹的过程中掌握

知识，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为形成学生的语文核心素

养打下扎实的基础。

（二）构建生动课堂，养成良好习惯

小学是学习语文知识的初始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学生

的任务不仅仅是学习与应用知识点，更加关键的是在了解知

识点的前提下懂得学习。所以，老师在开展小学语文课堂教

育的过程中，应当将“乐学”作为懂得学习的核心所在，有

效推动新课改的落实，给学生构建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气

氛，形成学生兴趣至上、轻松学习的优秀习惯，借此提升学

生的核心素养。在小学语文课堂教育过程中，老师应当充分

体现自身的主导价值，主动合理地指导学生自主学习，借此

提升学生对于语文学习的兴趣与激情，从而提升小学语文课

堂教育的效果。比如，在进行《七律长征》这一堂课时，老

师可以在恰当的时机引导学生，促使学生自发学习与收集关

于长征的故事，之后老师引导学生分享自己收集的结果，借

此刺激出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与激情，促使学生更加主动

地参与到课堂学习中，提高课堂的活跃气氛。在学生分享结

束后恰当地提出评价，帮助学生进一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借此锤炼学生的语文思维能力，从而养成学生良好的学习

习惯。

（三）锻炼审美能力，形成正确观念

小学语文课堂教育不仅仅是使得学生懂得认字与写作，

更加关键的是有效锻炼学生的审美观念，促使学生形成正确

的三观。在小学语文课堂教育过程中，老师要给学生传输一

种美的思想，促使学生在学习中构成正确的审美观，借此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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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学生的情操与净化学生心灵。被过去小学语文课堂教育思

想所影响，老师在教育过程中时常以知识讲解为核心，可是，

新课改中却需要老师以学生为主体，全面体现语文的人文魅

力。在具体的小学语文课堂教育中，假如给学生构建的课堂

气氛是沉闷的，那么会给学生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学生会

丢失对语文的学习兴趣，会抵触参与到课堂教育之中，从而

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造成影响。所以，老师应当将培养学

生的核心素养为教育目的，从审美欣赏的方向着手，在进行

课堂教育中彰显语文课程的魅力，借助有效的途径刺激出学

生的学习主动性，通过演讲等形式来锤炼学生的审美观念，

从而进一步加深学生对美的了解，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

比如，在小学语文《一幅名扬中外的画》这一课学习中，老

师准备好相关的资料，例如视频、图片等资料，向学生展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给学生灌输正确的审美观念，让

学生沉浸在清明上河图那梦幻般的世界中，亲身体验美。

（四）重视创新思考，提高个人素养

孔子曾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充分

体现了思考与学习是紧密相连的，只有具备自我思考的能力，

才能够有效进行语文学习，从而形成核心素养。所以，小学

语文老师在进行教育过程中应当循序渐进，对学生展开合理

有效地引导，促使学生形成自我思考的能力。第一，老师应

当使得学生具备思考问题的良好习惯，其中还包括了对文章

内容观念的质疑。第二，使得学生懂得这个问题是否存在探

究的意义。第三，将最终得出的结果深刻铭记，熟练应用。

比如，在进行《骆驼与羊》这一课时，老师可以设计有关的

问题：假如你是那头聪明的老牛，为了能够帮助羊与骆驼改

掉自己的坏毛病，你会怎么开展呢？这种提问不但能够促使

学生更加全面地理解文章的内容，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

学生的思维，给学生带来了创新思考的机会，从而提高自身

的核心素养。

（五）形成高尚品格，构建发展观念

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终生学习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理念，

此外，它同时也是发展核心素养的核心内容。针对这个情况，

在进行小学语文课堂教育过程中，老师应当指导学生形成发

展观念，促使学生在传统文化的陶冶下养成高尚的品德。除

此之外，使得学生懂得终生学习的价值，提升自身的综合能

力，构成正确的三观。比如，在进行语文《乡愁》这一课教

育时，老师在培养学生朗诵能力的同时，还应结合时代背景

谈谈作者写这篇小诗的意图是什么，台湾作家余光中作为一

个离开大陆三十的多年的诗人，他的《乡愁》以独特的视角，

用平实的语言，满含深情地表达了作者期盼祖国统一，亲人

团聚的思想感情。他用诗的语言来表达对家乡和祖国的思念。

这样的介绍会让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作者浓浓的思乡之情以

及爱国情怀，促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构建高尚的道德品质。

三、结语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基础上，应

当注重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使学生能够提高其自身的综

合实力。老师在传授知识过程中应当合理指导学生了解与懂

得课堂知识内容，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改革优化课堂教育模式，

找出最符合学生发展的学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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