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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本质上讲,语文素养其实是以语文能力为核心的一种综合素养,主要包含语言的积累、语言能

力、语言知识、语言的学习方法等多个方面。目前,对于小学生语文素养的培养, 为有效的方法就是通

过语文教学使这类素养能够得到较大的提升。因此,在小学语文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重视学生在

识字、写字、阅读、理解能力和写作等这些语文学习的基础功,帮助学生夯实语文基础并针对语文这门

学科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使教师在后期的语文教学过程中能够得到 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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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essence, Chinese literacy is actually a comprehensive literacy with Chinese ability as the core, 

which mainly includes the accumulation of language, language ability, language knowledge, language learning 

methods and other aspects. At present,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cultivate the Chinese literacy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s to greatly improve this kind of literacy through Chinese teaching. Therefore, i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process of Chinese in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basic skills of Chinese learning 

such as literacy, writ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and composition-writing, etc., to help students 

consolidate the Chinese foundation and develop good learning habits for the subject of Chinese, so that teachers 

can get the best teaching effect in the later process of Chine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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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应致力

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因此,

语文素养不仅是对于学生语文课程的学

习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

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一个基本前提。那

么通过教学过程使小学生的语文素养得

到一定的提升成为语文学科教学的教学

目标和热门话题,本文就此问题展开重

点论述。 

1 语文素养概念的界定 

在核心素养、语文素养、语文核心

素养三个词中, 早被提出并在2011年

的课标中得到具体解释的词是语文素养,

在2011版的课标中将语文素养被定义

为：语文学科是对学生一种能力的培养,

而这种能力主要包括对学生在语感、语

言知识积累和语文思维方面的培养,通

过语文素养的培养教师不仅可以有效的

帮助小学生养成较为良好的语文学习习

惯,还能使学生具备一定的语文素养,从

而使他们能够更好的适应高年级的语文

学习。 

语文素养这个词从在2011版的课标

中得到定义后,也引起了不少的学者对

该词在结合新课标内的定义后展开了深

入浅出的探讨,例如吴忠豪认为语文素

养是所有语言能力组合而成的一个综合

体,雷实教授也认为语言素养是学生通

过语文学习后所形成的一种能力,但是

这种能力是由语文知识和情感态度所构

成。所以不论如何描述语文素养这个词,

终都没有和课标中的定义脱轨。 

2 语文核心素养概念的界定 

从现代语文教育的角度出发来讲,

语文核心素养是以语言素养为基础的一

种教育理念,语文核心素养的概念是在

2018年时随着2017版新课标的颁布得到

了广大学者和教育专家的共识,即语文

核心素养是由由学生在语言的实践过程

中所形成的,并在学生日常写作和交流

中所表现出一种语言品质。 

小学语文核心素养主要涵盖的是对

四个方面的能力进行培养：一是小学生

的语言理解能力,这种能力主要是指学

生能够读懂课本中的内容,能够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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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别课文中的表达特点,同时学生还知

道自己主动的去积累课文中的优美部分,

使小学生能够初步建立学习语文的语

感；二是指小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即小

学生可以根据具体的语境以及教师的任

务要求努力的尝试运用自身所具有语言

表达经验,进行口语或书面上的交流和

表达；三是小学生的思维能力；这种思

维能力主要是指小学生在学习、阅读、表

达等过程中自身可以进行主动地思考,

并且善于运用联想的方式对某些事物有

一个初步的认识,从而在认识语言和课

文中的文学形象时能够有自己的感悟和

启发, 后在语文学习方面形成一套独

立的分析意识；四是小学生对语言的审

美能力,这种审美能力主要是让学生可

以真实的感受到中国汉字的美,从小培

养学生热爱中国语言、中国汉字的情怀,

另外还帮助学生真正的感受教材中课文

所体现的语言美。 

小学语文核心素养一共包含四个基

本特征,分别是：综合性、实践性、人文

性和工具性。 

2.1综合性与实践性 

汉语是中国人的母语,而且语言文

字对小学生来讲,是他们未来学习其他

各个学科的基础,所以说小学语文核心

素养对学生今后的学习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这也是小学语文核心素养综合性

特征的表现所在。另外,教师通过语文

教学的方式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可以有效的帮助学生提高他们的沟通

能力和文字的处理能力,使小学生在日

常的学习生活过程中可以进行实际的

应用,这也代表语文核心素养具有很强

的实践性。 

2.2人文性和工具性 

人文性和工具性可以说是小学语文

核心素养的两个基本特征,其中工具性

主要体现在小学生运用自身的语文知识

去顺利的应对日常学习和生活的一种能

力。而语文核心素养的人文性主要体现

在教师对学生的教育方面,尤其是在情

感教育方面,所以小学生的语文核心素

养的提高对核心素养的整体提高具有重

要的意义。 

3 培养小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

有效途径 

3.1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对于开展提高小学生语文素养的工

作并非是一句话就可以将这项工作顺利

的开展并达到一个预期的效果,教师在

开展学生的语文组合素养时需要拿出切

实可行的提高途径,这样才能让学生的

语文核心素养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提高。

大部分教育工作者都非常认可的一句话

是：“兴趣是学习道路上 好的指导老

师。”这句话足以充分的说明教师在语文

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通过各种

途径充分激发小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从而使学生愿意主动去学习语文基础知

识并运用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本部

分将对能够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的有效措施展开深入的探讨,具体如下： 

3.1.1布置课前预习作业 

对于语文课程的教学来讲,教师布

置的课前预习作业一般是希望学生可以

针对下节课要学习的文章或其他语文知

识进行简单的课前了解,采取这种方法

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学生都会对自己未知

的东西充满较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想

要通过某些方式去加以了解并认识。譬

如若下节课学生需要学习的新课文是

《鲸》,那么学生在做预习作业时,就会

收集有关鲸的很多知识,在了解背景知

识的前提下,学生就能够认识很多课堂

上或书本中没有学过的汉字或成语,这

就使学生有了在课堂之外的语文知识积

累,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学生的

文化视野。因此,相比于机械性的抄写重

点词和句子的预习方式来讲,学生可能

会更喜欢这种课前预习的方式去学习语

文知识。所以布置课前预习作业的教学

方法对激发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和积极

性是十分有效的。 

3.1.2表演或复述课文内容 

每篇语文课文都具有不同的文体特

点,因此教师在课堂上对课文的情景进

行有效的模拟,让学生在学习文章时具

有较为强烈的代入感,从而激发学生学

习这篇课文的兴趣。例如《搭石》这篇

课文,教师就可以在课堂中进行情景模

拟,让学生通过互相表演的方式亲自体

验文章中所写的内容。上课时,教师可以

在讲台的正中央放几张形状不规则的白

纸做为搭石,同时告诉学生们白纸以外

的地方代表的是溪水,教师在情景布置

完成后可以随机挑选几名学生到讲台上

跟随教师一起走搭石,而在走搭石的过

程中,讲台下的学生们发现可以和教师

一起走搭石,这种与教师一起做游戏和

互动的过程会极大的激发学生学习语文

的兴趣并也想要踊跃的参与到其中。 

3.2课堂教学和课外积累以朗读方

式为主 

通过在语文课程的课堂教学中以调

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方式使学生语文素

养有所提升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调动学

生学习积极性只能表明学生开始愿意学

习语文知识,但是还达不到对语言知识

积累和提升的效果。所以说教师除了注

重课堂教学还应重视学生在课外的语文

知识积累,另外还可以鼓励学生在学习

的过程中尝试朗读的学习方式,这两种

方式都可以有效的帮助学生积累和学习

语文知识, 终使学生的语文素养能够

得到一个全面的提升。 

3.2.1朗读语文教材中课文 

朗读的作用主要是培养学生具备一

定的语感能力,而语感的建立对学生提

高语文核心素养来讲具有很大的帮助。

对于小学生朗读内容的挑选应尽量以语

文教材中的文章为主,因为语文教材中

的文章都是由国家的教育专家通过对多

方面的层层筛选后才能入选在在语文课

本中。所以这些文章不管是在措词方面

还是在文章的表达方面都可以被称为经

典佳作,而学生对课本中的这些文章进

行反复的诵读能够帮助他们培养语感,

同时还增加了语文知识的积累度,而且

这也能为小学生在之后更高年级的语文

课程学习和各科的学习奠定十分扎实的

基础。 

3.2.2阅读名人名著 

学生在语文核心素养上表现的较差,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自身在语言

和文字表达方面缺少较为深厚的积累所

导致。诗人苏轼曾说过一句话：“腹有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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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气自华。”这充分的表明当语文知识

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量变会产生质变,

所以语文素养自然会得到提升。因此在

课堂之外,教师应督促学生每天利用部

分课余时间去阅读名人名著等相关书

籍,同时高年级的学生还应养成一种每

天在读书的过程中写读书笔记的良好

习惯,对于书中出现的优美片段和词语

可以进行简单的记录或标记,而学生通

过这种方式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后,

自己也会拥有独特的文学审美和语言

表达模式,更是积累了较强的语文学习

基本能力。 

3.2.3读经典诗词 

我国是个诗歌的国度,从诗经到诗

歌,每一步的发展始终都没有脱离诗歌,

而且长期的朗诵诗歌让学生不仅可以积

累词句,还可以提高书写和表达能力,同

时也有助于学生培养自身的文学修养。

因此,教师应当要求学生每天根据自己

的喜好选择一篇诗歌进行诵读并背诵,

为了保证学生能够按照教师的要求高质

量的完成任务,教师可以在每节课开始

之前随机挑选2-3名同学进行诗歌背诵。

长时间的坚持朗读和背诵诗歌使学生养

成诵读的习惯,同时也是让学生在诗歌

方面的积累量得到有效的提升,这对提

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具有很大的帮助。 

3.3增加学生的写作机会 

写作能力是语文课程中的一项重要

能力,同时也是学生语文素养 好的表

现形式,通过写作可以了解学生日常的

阅读量和积累量如何,所以说写作不仅

可以测试学生的语文素养还可以提升学

生的语文素养。因此,教师应增加学生课

堂写作的次数,让学生有机会去锻炼自

己的写作能力,同时让学生和家长深刻

认识到自身不足的地方,针对具体的不

足之处利用不同的办法去解决。教师在

课堂上除了增加写作次数之外还需要对

学生每次的写作进行批改,并挑选较优

秀的作品加以润色和指导并在班级内展

开点评和讲解, 后教师可准备文具等

物品作为奖励,学生们普遍都非常喜欢

这种荣耀,这也会吸引学生在课外自愿

的去朗读名人名作等文学作品来提升自

己的语文素养。而对于平时写作较为优

秀的学生可以将参加学校或市里举办的

作文竞赛的名额给他们,班级内会有部

分学生非常看重这种可以参加作文竞赛

的机会,从而激发这些学生的写作欲望,

然后坚持写作,长期的坚持对他们写作

能力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 

3.4对小学生的语文成绩应实施综

合考评 

小学语文综合素养的表现之所以较

低不是由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由多种

因素所导致的,其中影响较大的因素是

教师对于语文学科教学所取得的教学成

果所持的态度是以满足应试教育为教学

目标开展教学所导致的,而这种影响因

素的形成原因绝大多数是因教育部门没

有针对小学语文教学建立一个科学完整

的教学评估体系所导致的。所以说要想

使小学语文的核心素养能够得到真正的

提升必须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小学语

文学科在进行教学过程中应适当改变考

评的方法,不能以从前的唯分数论对学

生的语文学习进行考核；二是教师在对

小学生的语文学习进行评估时,必须要

对学生的语言、审美以及思维等多个方

面进行考评,而不是只单一的对某个方

面进行考评,这样才能帮助学生有效的

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当前教育不断进

行改革的背景下,提升语文核心素养对

小学生的综合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语文素养的培养和提升从教学方面来看

主要依托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激发学生

学习语文的兴趣,另一个方面就是增加

阅读量和写作量。以这两方面为基础开

展小学生的的语文教学工作会事半功

倍。此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应以身作

则,起到一个良好的带头作用,这不仅能

够让学生具备优秀的语文能力,还能帮

助学生在未来更高年级的语文课程学习

上打下较为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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