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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背景下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优化探究

●莫金凤

　　

[摘要]在核心素养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时,应当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以培养学生良好的

语言运用能力、思维能力以及审美创造能力,作为开展教学工作的出发点.通过衔接知识、把握教材、创设情

境、问题引导、拓展教学,以及优化评价的方式,营造轻松活跃的教学氛围,吸引学生自主参与学习.使其可

以在掌握知识技能的同时,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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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学阶段的学生年龄较小，正处于思维品质以及学习

习惯形成的关键时期。 教师应当对其进行正确的引

导，使得学生可以获得认知水平以及探究能力的显著提升。

相较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基于核心素养背景下所开展的教学

内容更加符合学生的发展需求。 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

需要采用创新的教学手段，来对语文课堂进行优化调整。

结合学生的兴趣偏好进行具体教学方案的设计，吸引学生自

主学习以及深度思考。 使学生可以逐渐提升阅读理解能力

以及创新创造能力，推动素质教育的有效落实。

核心素养背景下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优化价值

(一)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语文核心素养下所开展的小学教学活动，更加关注学生

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 学生在不断探索和学习的过程中，

可以获得全面发展。 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会采用创新

形式的教学手段，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以及深度思考。

使其可以逐渐加深对知识的理解程度，从而丰富学生的知识

储备，使其获得文化素养以及综合能力的显著提升。

(二)有利于推进学生深度学习

相较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在核心素养教学理念引导下所

开展的语文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深度学习的能力，使其可

以在思考与探究的过程中，获得语言表达以及知识应用能力

的显著提升。 此外，在深度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完成

新旧知识之间的有效联系，完善自身的知识认知体系，提高

整体教学的质量和水平。

(三)有利于调整课程教学模式

在核心素养背景下所开展的小学语文教学课堂具有鲜明

的时代特征，可以有效调整课堂教学模式，带给学生良好的

学习体验。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学生应当朝着明确的教学

目标进行探究思考。 使得学生可以从对知识的理论认知走

向实践应用，从而强化自身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其获得

自身的持续发展。

(四)有利于提升语文教学水平

结合核心素养的教学要求进行小学语文教学方案的设

计，有利于提高整体教学水平，进一步优化教学模式。 相

较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基于核心素养所展开的教学工作更加

具有创新意义。 学生在不断思考以及深度探究的过程中，

可以对知识形成更加深刻的理解与掌握。 有利于提高整体

教学的质量和水平，推动新课改教学的进程。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与核心素养的关系

(一)语言构建与应用

小学语文学科的有效开展，可以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以

及表达能力。 在开展语文教学实践时，教师可以通过创设

多样的教学情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使其积极主动地参

与到互动交流的过程中，从而积累丰富的语言知识以及应用

技巧，实现自身语文核心素养的显著提升。

(二)创新思维的发展

受到现代教学观念的影响，小学语文教师在开展教学工

作时，应当减少教学干预，留给学生更多的思考空间。 鼓

励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以及创造力，对语文知识进行

深层次的探究与理解，使其获得创新思维的发展。 学生在

不断实践探究的过程中，会逐渐掌握语言组织、写作表达以

及知识应用的能力，提高整体教学的质量和水平。

(三)文化传承及理解

伴随着新课改教学进程的不断推进，小学语文教材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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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呈现出教育性。 教师应当组织学生深入阅读文本内

容，挖掘教材中的文化要素。 使得自身可以在掌握知识技

巧的同时，提升文化传承及理解能力。 此外，在日常教学

过程中，教师应当将传统文化与语文教学进行有效结合，以

此强化学生的文化认知，使其获得全面发展。

(四)审美鉴赏及创造

在小学语文知识体系中包含大量的诗词内容，通过开展

相应的教学工作，可以强化学生的审美情趣以及创新思维。

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要求，小学语文教师应当注重学生的情

感体验。 将多种形式的文学作品进行展示，带领学生在鉴

赏分析的过程中，感受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魅力，从而实现

自身健康成长以及全面发展。

核心素养背景下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优化策略

(一)注重知识衔接，提升学生思维能力

在核心素养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师在开展实际教学工作

时，应当注重知识之间的有效衔接。 鼓励学生运用所掌握

的知识，积极参与到新设问题的思考中，强化自身的思维意

识，实现综合素养的显著提升。 相较于灌输式的教学模

式，在核心素养背景下所开展的教学工作，更加注重学生在

课堂上的主体地位。 教师需要结合学生的身心特征以及发

展规律，进行具体教学方案的设计，使其可以在不断探索的

过程中，对知识理解与掌握得更加深刻，提升自身的思维品

质以及学习能力。

以人教版六年级语文上册第八单元第二十五课《少年闰

土》为例，本篇文章主要围绕着“闰土”这一人物形象作为

开展文章创造的主要线索。 为了使得学生可以更好地掌握

本篇文章的写作手法以及表达意图，从而获得丰富的情感体

验以及阅读思维。 教师可以提出导学问题：“我们还学习过

鲁迅先生的哪些作品？ 你最喜欢鲁迅的哪篇文章？ 为什

么？”然后，引导学生以所学习过的知识内容，完成知识之

间的有效衔接，拓展自身的思维能力。 使其获得阅读理解

能力以及归纳总结能力的显著提升，提高整体教学的质量

水平。

(二)把握教材内容，增强审美创造能力

教材是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载体，在开展小学语文教学

工作时，教师应当带领学生深入挖掘教材内容，合理推测作

者的写作意图，从而获得推理能力以及创新思维的形成与发

展。 伴随着教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小学语文教材也在不断

地创新优化，其教学内容呈现出丰富性与趣味性。 有利于

增强学生的审美创造能力，使其获得综合能力以及核心素养

的显著提升。 此外，教师应当组织学生围绕教学主题进行

深度的思考与分析，更加透彻地理解阅读文本的具体含义，

有效提高教学的效果。

以人教版五年级语文上册第七单元第二十二课《四季之

美》为例，本篇文章主要围绕着“四季不同的美丽景象”作

为开展阅读教学的主题。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组

织学生进行阅读思考，并将优美语句进行摘抄与记录，丰富

自身的知识储备，为日后创意写作以及阅读思考奠定基础。

通过对文章的阅读，学生可以掌握更多描写四季的词语以及

优美语句。 例如，“朦胧、翩翩飞舞、心旷神怡、凛冽、闲

逸……”在反复阅读的过程中，学生可以更好地掌握景物描

写的方式，从而获得审美创造能力的形成与发展。

(三)创设真实情境，激发学生表达欲望

将情境教学法应用于小学语文教学实践中，可以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使其提高表达欲望以及探究兴趣。 相较于传

统的教学模式，在真实的教学情境中，学生可以获得真实的

学习感受。 这有利于提升学生的认知水平以及探究能力，

从而提高整体教学的质量和水平。 在进行教学情境创设的

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实际生活进行教学情境的设计。 使

得学生可以在真实、熟悉的氛围中，进行知识的探索学习，

强化学生真实的学习感受，使其获得丰富的学习体验以及深

刻感悟，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教学目标。

以人教版三年级语文上册第二单元第五课《铺满金色巴

掌的水泥道》为例，在课程开始前，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

向学生展示世界上著名的行道树——法国梧桐。 让学生可

以直观地感受“每一片法国梧桐树的落叶，都像一个金色的

小巴掌，熨帖地、平展地粘在水泥道上。 它们排列得并不

规则……”的景色描述，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内容。

将现代教学手段与传统教学课堂进行有效结合所创造的教学

情境，具有真实性与探究性。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表达欲

望，使其可以在与其他学生互动交流的过程中，进一步感受

热爱自然的美好情感，从而获得身心的健康发展。

(四)问题引导教学，带动学生思考问题

小学语文教师在开展实际教学工作时，可以通过设计教

学问题的方式，带动学生思考，使其增强思维意识以及探究

能力。 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围绕教学主题，由浅

入深地设计问题，从而保障学生可以循序渐进地掌握语文知

识，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 小学阶段的学生年龄较小，还

未形成完善的学习能力以及思维意识。 教师应当根据学生

的年龄特征以及发展需求设计教学问题，转变学生在课堂上

的被动地位，使学生可以更好地对问题进行思考与分析，从

而提高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

以人教版五年级语文上册第二单元第七课《什么比猎豹

的速度更快》为例，在课程开始前，教师可以设计谜语：

“似虎不是虎，速度快过虎，身披花点衣，羚羊填饱肚。”引

出教学主题——猎豹。 引导学生思考，使其提高深度探索

学习的兴趣。 在完成教学导入后，教师应当结合教学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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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提问：“什么比猎豹的速度更快？”引导学生结合自己

的生活经历以及学习经验进行互动交流。 在完成讨论学习

后，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带着问题进行自主阅读，并将文章中

所提及有关于速度的事物列举出来，以便于与猎豹的速度进

行比较，从而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获得轻松愉快的参与体

验。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根据学生的学习状态，

对教学问题的难度进行调节，带给学生良好的学习感受，使

其可以逐渐热爱阅读，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五)拓展教学课堂，强化学生文化素养

在核心素养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时，

不仅需要对课内知识进行讲述与分析。 还需要进行教学课

堂的拓展延伸，带领学生接触更加丰富的知识内容，强化其

文化素养。 在选择课外教学资源时，教师应当根据课内教

学主题进行有效融合。 启发学生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思

考，提升其情感感知能力以及深度理解能力。 此外，开展

课外拓展延伸教学。 还可以完善学生的认知系统，使其可

以在掌握丰富的知识技能后，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实现自

身综合能力以及核心素养的显著提升。

以人教版四年级语文上册第一单元第二课《走月亮》为

例，文章主要讲述“我”和阿妈在月下散步的故事，向读者

传递亲情的美好与珍贵。 学生在阅读学习后，可以获得丰

富的情感体验，从而获得人格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提高教

学效果，教师可以围绕着“月亮”这一主题进行拓展延伸教

学，让学生对月亮进行全方位的解读，从而获得文化素养的

显著提升。 例如，教师可以播放歌曲《月亮船》，营造良好

的学习氛围，使得学生可以更好地进入阅读状态，从而更加

深入地体会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提高整体教学的深

度与广度。

(六)优化教学评价，提升学科核心素养

在整个教学结构体系中，教学评价的有效开展，可以使

得整体的教学质量与效率得以显著提升。 小学阶段的学生

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为此，教师应当对其进行正确

学习观念以及价值观念的引导，使其可以朝着正确的方向进

行探索学习，从而获得自身的持续发展。 在教学评价的过

程中，教师应当善于利用鼓励式教学法来与学生进行互动交

流。 帮助学生树立学习自信心，使其可以逐渐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总的来说，通过优化教

学评价方式，可以提升学科核心素养。 教师应当运用创新

手段对各个教学环节进行优化整合，实现共同进步以及全面

发展的教学目标。

以人教版六年级语文下册第一单元第一课《北京的春

节》为例，本篇文章主要是展示了北京的春节，从而强化学

生的文化意识，使其获得身心的健康发展。 为了培养学生

的核心素养，教师可以通过优化教学评价的方式，指导学生

学习，使其获得全面发展。 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可

以将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程度增添到教学评价内

容中，强化学生文化传承与应用意识，使其提升核心素养。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核心素养背景下所开展的小学语文教学，

符合当今时代的教学发展需求。 作为教学工作者，小学语

文教师应当具备先进的教学观念。 围绕着学生的发展规律

以及兴趣偏好进行具体教学方案的设计，从意识理念层面进

行教学课堂的优化创新。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其可以在

不断探索以及深度思考的过程中，更好地掌握语文知识，实

现自身综合能力以及文化素养显著提升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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