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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文学科是社会性、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结合,语文课程的学习不仅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

养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学生学习基础知识、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思维逻辑能力、审美能力等也具有重

要作用。将语文核心素养与语文阅读教学相结合,探索符合小学阶段的语文核心素养理念,进一步促进小

学语文阅读教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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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subject is a combination of social, instrumental and humanistic. The study of Chinese 

courses not only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emotional attitudes and values, but also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students’ basic knowledge of learning, the ability to use language, logic, and 

aesthetics. Has an important role. Combine the core literacy of Chinese with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reading, 

explore the core literacy concept of Chinese in the primary school stage,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Chinese read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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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坚持教育

优先发展的原则,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

务。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首要环

节就是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核心素养的

落地需要依靠具体学科教学,其在语文

学科的落实对语文教学存在非常重要的

影响[1]。 

1 语文核心素养分析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出,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主要包括‘语言建

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

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四个方

面。”这是核心素养在语文教学里面的表

现,体现了核心素养的实践性价值。本文

要将语文核心素养与阅读教学相结合,

要体现出语文核心素养在阅读教学中的

实践运用价值。 

研究者对语文核心素养的解释都有

所差异,但是对于核心素养的核心概念

的位置的确定的,回答的问题都是一样

的,都是围绕语言、思维、审美、文化四

个方面展开[2]。 

2 小学语文核心素养的构成 

根据对语文核心素养的分析,我们

认为,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出的具有

实践性价值的语文核心素养的整体框架

和育人目标都适用于小学阶段,小学语

文核心素养在高中语文核心素养的基础

上,根据不同学段的学生特点和学习发

展程度做适当的调整,但整体内容框架

保持一致。所以本文将以《普通高中语

文课程标准》中对语文核心素养的界定

为基础,结合小学阶段学生学习特点,将

小学阶段的语文核心素养归纳为四个方

面：语言积累与运用、思维发展能力、初

步审美能力、文化理解能力。 

2.1语言积累与运用 

语言的积累与运用,是指学生通过

语文课程学习,积累所学的语文知识,将

其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并且在实际的学

习生活的语言情景中运用的能力。语言

的积累,指的是学生对所学字词句和优

美段落的学习与背诵,主动积累有新鲜

感的语句,进而内化为自己的资源。语言

的运用包括识字写字、阅读、习作、口

语交际等方面,指的是能说普通话,能独

立地进行阅读,能具体明确地表达自己

的观点和想法,具备口语交际能力,运用

学习到的方法进行写作等。不同的学段

对学生语言运用的要求程度不同,需要

加以区分。 

2.2思维发展能力 

思维的发展指的是个体认知的发展,

是个体由具体形象思维到抽象逻辑思维

的发展。个体的思维发展在不同的年龄



教育研究 
第 4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55 

Education Research 

阶段有不同的发展特征,对于小学生而

言,正开始从具体形象向抽象逻辑思维

过渡,对于语文课程来说,思维发展指的

是学生能够发展对事物的感受和理解能

力,对周围事物产生好奇并提出问题,能

联系文章内容理解词语表达的意思和文

章表达的情感,能够掌握和运用学习到

的各种思维方法等。 

2.3初步审美能力 

审美能力是人们根据自身学习生活

的经验,去鉴赏、评价和创造美的一种能

力。小学阶段对于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

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正确的积极向上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良好

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提高自身思想文

化修养和审美情趣。同时,对于具体的语

文学科来说,要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

文字的情感,能初步鉴赏文学作品,在阅

读中感受文学之美、感受文字之美、感

受语言之美,丰富精神世界[3]。 

2.4文化理解能力 

对小学语文而言,文化理解能力指

的是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能够吸收古今

中外的优秀文化,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

文化,关注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尊重文

化多样性,培养情感态度价值观。同时对

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学习要与时代发展的

需要相结合,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的魅

力,在实践中领悟文化含义[4]。 

3 小学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

路径 

3.1打好语言基础,提升语言运用

能力 

语言积累的关注点有二：一是语文

知识方面,包括教师对教材中常用生字

词的讲授,对课文理解、概括、整合能力

的培养以及单元习作训练等；二是语文

能力方面,包括教师对学生学习方法、语

言技能的传授和练习,对学生学习习惯

的培养。语言运用的关注点是教师对学

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例如读的能力,

包括朗读、表达,关注学生能否运用学习

到的技巧方法,准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

课文,能否在特定的语言情景中清楚流

畅地发表见解。 

3.2引导学生思考,提升综合思维

能力 

对于语文课程来说,思维能力的发

展指的是学生能够发展对事物的感受和

理解能力,对周围事物产生好奇并提出

问题,能联系文章内容理解词语表达的

意思和文章表达的情感,能够掌握和运

用学习到的各种思维方法等。要关注学

生能够在阅读学习中对学习内容进行分

类、比较、整合、概括,进行创造性阅读

和批判性理解。教师要运用问题引导的

教学方法,带领学生主动探究,围绕问题

进行阅读,激发学生的思维。 

3.3培养审美意识,提升感知体验

能力 

初步审美能力是人们根据自身学习

生活的经验,去鉴赏、评价和创造美的一

种能力。对于小学语文课程来说,审美能

力的培养主要指的是语文课程标准中提

到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情趣”。在不

同的学段对二者的培养要求也有所不同,

但是主要集中在阅读教学之中,都和语

言有关。审美能力要关注教师引导学生

在学习中感受汉字的形体美,对学习汉

字产生兴趣；通过阅读诗歌、儿歌,感受

语言的优美；通过阅读经典文本,体会

作者表达的感情,树立追求美好生活的

向往。最重要的是要看教师是否在阅读

教学中培养学生正确的积极向上的三

观,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和培养审美

能力[5]。 

3.4不忘文化传承,提升民族自豪感 

文化理解能力对小学语文而言,包

括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能否吸收古今中

外的优秀文化,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

化,关注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尊重文化

多样性,培养情感态度价值观。文化理解

能力还要关注教师能否通过教学激发学

生的爱国情感,学生能否在经典文本的

阅读中,对作者表达的爱国情感感同身

受,进而自身也产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情

感,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等。 

4 结语 

以高中语文核心素养为基础,结合

小学阶段学生学习特点,归纳小学阶段

的语文核心素养理念,为的是促进小学

语文教学的发展。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还

需要在此基础上,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

因材施教,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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