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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核心素养视域,通过分析语感在小学语文阶段的重要性,得出小学语文语感教学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过度重视背诵,缺乏言语实

践；重视理性思维,缺乏情感体验；强调直觉思维,忽视逻辑思维；教师教学素质不足,缺乏语感教学理论等困境。基于此,以核心素养为视域,

提出注重言语实践,增强读写分量；加强情感教育,丰富学生情感；重视逻辑思维,提高思维能力；加强教师培训,提高综合素养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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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心素养提出小学语感教学新要求 

1.1语感的内涵 

对于语感的概念,我国还没有一个科学的明确界定,仍旧众说纷纭。语

感这一概念 早由夏丏尊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他指出：“对于文字应

有灵敏的感觉,姑且名这感觉为‘语感’”。
[1]
叶圣陶先生在此基础上指出：

“语感是对于语言文字的敏锐的感觉,是对于语言文字的正确的丰富的想

象力”,并认为语感是听、说、读、写四种能力的核心要素。吕叔湘先生

在全国语文教学改革座谈会上提到：“中学生学语法, 重要的是学习语法

感。他认为语感包括语法感、语义感和语音感”。
[2]
还有一些学者将语感定

义为直觉,语感是对语言与环境关系的感受,是对言语行为意义的感知,是

对语表意义与隐含意义的关系的感知,是对言语对象的一种直觉同化。在

我看来,语感是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由于思维定势或思维加工形成的对

言语对象的敏锐的感知能力,是直觉思维的体现。 

1.2语感的特征 

夏丏尊提到语感的特征应该源于生活,终于生活。王尚文先生在《语

感论》一书中认为语感作为一种感觉,具有与其他一般感觉不同的种种特

征,具有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个人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

一,继承性与创造性的统一。
[3]
姜洪根认为语感教学具有直觉性、综合性、

整体性和建构性的特征。
[4]
李海林则认为语感是一个心理范畴,从语感迁

移、语感同化和语感结构三方面对语感的特征进行论述。
[5]
尽管大家对语

感特征的概述有所区别,但经过总结,我们大体可以得出语感具有直觉性、

整体性、情境性和经验性等四点特征。 

1.3核心素养对语感提出的几点新要求 

随着基础教育的改革,核心素养已经成为了教育改革的代名词。语文

核心素养包括“一体”“两翼”,其中“一体”即语言运用,语感是人对语

言文字理解和应用中尤为重要的感知与领悟能力,由此可见,语文核心素

养与语感存在明显的耦合性。
[6]
自2014年核心素养提出以来对“语感”提

出了几点新要求： 

(1)在语文运用中,语文核心素养指出语言运用的内涵是学生在语

言实践中,积累语言材料和言语活动经验,掌握祖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及

规律,丰富语言个性,在具体的语境中有效地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

流与沟通。 

(2)在文学审美中,语文核心素养提到学生通过阅读,鉴赏优秀的文学

作品,品味其语言的艺术,进而激发审美想象,感受思想美丽,同时获得丰

富的情感体验,学着用语言去表述美,形成审美意识与审美能力,是语文核

心素养形成的重要表现。 

(3)在文化理解中,语文核心素养谈到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习语

文文字的同时,能够积累一定的文化常识,理解并认同语言文字背后的中

华文化,是语文核心素养的又一重要表征。 

2 小学语文语感教学存在的问题 

2.1过度重视背诵,缺乏言语实践 

在当今重视素质教育的时代,考试依然是衡量、选拔人才的“敲门砖”,

语感教学受应试教育的影响,语文教师只重视语文学习,将语文作为一种

工具。反映到语感教学上,首先,将语感教学形式化,国学诵读、三字经等

背诵活动层出不穷；其次,在应试教育影响下的语感教学,将语感培养当做

语文能力的“工具”,重点段落、诗句的学习方式就是背诵。殊不知,这种

教学方式模糊了我们学习的语文的目的,言语的学习是为了语文素养的提

高,是为了应用,忽视实践的语感教学,将 终偏离言语学习甚至语文学习

的目的。 

2.2重视理性思维,忽视情感体验 

在语感教学中,时常出现“语感过度”。
[7]
“语感过度”,指在语感教

学中过于重视理性思维,从而导致感性思维在生活中难以发挥。具体表现

在,小学生的日常习作和阅读中,语文教师在进行习作教学时,通常会教学

生相应的作文模板,构建一个所谓的“框架”,背作文素材,通过背诵堆积

起来的作文,缺少作者的情感经历。而在文章 后,一般会有学生自己的感

悟,也就是达到“深化主题”的作用,而在实际写作中往往出现“口号化结

尾”的现象。由此我们看出,语感教学忽视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导致学生思

维的泛化,这与拔苗助长又有何区别？ 

2.3过度强调直觉思维,忽视逻辑思维 

熊成钢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语感的概念作出界定：“所谓语感,是对语言

所隐含的意义的一种深刻的直觉”。可见,语感在一定程度上是直觉思维的

体现。直觉思维,是一种没有完整的分析过程与逻辑程序,依靠灵感或顿悟

迅速理解并作出判断和结论的思维。直觉思维是逻辑思维发展到一定程度

的凝结。
[8]
现语感教学存在过度重视直觉思维,例如,在学习六年级下册诗

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时,我们可以通过直觉感受到这句景物描写

写的好,但好在哪里,仅靠灵感和顿悟是无法赏析到诗人的思想感情的。现

很多观点强调通过培养直觉思维来发展语感,逻辑思维是上升到直觉思维

的重要节点,忽视逻辑思维,必然导致语感培养的片面性。 

2.4教师教学素质不足,缺乏语感教学理论 

针对我国小学语文教师的现状,依然存在一些教师缺乏语文教学素养,

对语感教学的概念模糊不清,缺乏对语感教学理论的理解,将语感理解为

传统的语感,对语感的理解过于浅显。
[9]
在教学中,把语感教学当做简单的

背诵训练,阻碍了学生在小学阶段语感的培养,从而导致语感教学停滞不

前,没有形成语感教学范式。语感教学已经发展成为语文教学的一种重要

策略,且很多研究者提出了“语感中心论”的论断,然小学教师教学水平却

停滞不前。陶行知说：“我们做教师的人,必须天天学习,天天进行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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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在民主伤风上精进不已,才能以身作则”,可见,教师要树立终身学习

的观念。 

3 核心素养视域下小学语文语感教学的策略 

3.1注重言语实践,增强读写分量 

核心素养作为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综合表

现,其要求如下：“通过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帮助学生形成必备的品格和

关键能力”。杜威做中学理论认为“儿童生来具有从事各种活动的本能,

其中“做”的本能 重要”,与核心素养高度契合。
[10]

因此,在语感教学中,

我们同样要重视“做”的作用,注重言语实践,具体到教学中,我们可以增

强读写分量。例如,在习作教学中,让学生通过大量的读与写,增加学生对

言语材料的感知能力,将课本所提供的的语言材料转化为自己的。除此之

外,教师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可以指导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将课文中的

材料表演出来,如在学习三年级课文《守株待兔》时,既可以将情景进行角

色扮演,也可以在教师的引导下将文中的寓意进行读写训练。 

3.2加强情感教育,丰富学生情感 

情感教育在开展语文教育的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情感教育,是指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将情感因素融入到教学中,是一种“以情感人,以情动

人”的教学原则。
[11]

语文核心素养提到了“审美的鉴赏与创造”,是对培

养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一种升华。学习语言知识, 重要的是学

生可以理解,产生共鸣。人是一种拥有感情的高级动物,应该将情感教育渗

透在语感教学中的每一个方面。
[12]

例如,在学习《落花生》一课时,有教师

对父亲通过描写花生的品格,来教导孩子要做什么样人？学生可以观看花

生微视频或体验亲手种花生,结合生活经历,来谈谈自己的感悟。 

3.3重视逻辑思维,提高思维能力 

思维,在百度百科的定义为是指人脑对客观事物的间接的和概括的反

映,它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和事物间规律性的联系。语文学科的思维,它本

身就是以语言为工具的思维,学生语文思维的水平是和语言的水平紧密地

联系着的。
[13]

敏锐的语感是建立在逻辑思维基础之上的,归纳与演绎是逻

辑思维的两种方式。在进行语感教学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中心思想进

行归纳,对事态发展进行演绎。例如,在学习《田忌赛马》一课时,教师就

要注意引导学生对赛马的组合进行理性分析,对于文章不只是简单字词的

学习,我们要通过逻辑思维理解文章的感情色彩,使学生有所领悟。 

3.4加强教师培训,提高综合素养 

教师的语感水平直接影响着语感教学的质量。在核心素养视域下,教

师的新旧观念、教学方法存在着激烈的碰撞。
[14]

新时代,对教师的素养

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教师要树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在

语感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多参与、多实践。其次,教师要

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部分教师对语感的忽视已经不适应时代对语文教

学提出的要求。这包括教师要提升处理教材的能力、管理课堂的能力、

教学组织能力,为语感教学打下基础。 重要的一条途径就是加强教师培

训,使教师的语感能力水平达到科学的教学理论水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

有效的培养学生。 

4 结语 

小学阶段是学生语感形成的重要阶段,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语文

核心素养具有深刻的内涵,语感能力是语文素养的形成的基础性能力。学

生语感的培养,是一个渐进性积累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养成的。虽

然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但应试教育的弊端依然深刻影响着语感教学

的发展。语感是语言能力的关键,教师要掌握正确的实际教学方法,从多

途径、多方法来培养小学生的语感能力。总之,本文以核心素养为视域,

分析了小学语感教学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策略,希望对小学阶段的语感

教学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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