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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培塑下小学语文阅读能力教学初探
文/姜晓夏

摘要：笔者结合多年教学实践，从核心素养的概念和内容入手，阐述小学语文阅读必须培养的核心素养，

进一步阐述了小学语文阅读核心素养培塑的思路举措，希望能给相关教育工作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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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阶段语文阅读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其直接

关联着高年级阶段语文学习的成绩水平，甚至直接关

联着学生将来适应社会发展的品格。从语文不仅仅包

含了人文性的一面，还具备工具性的一面；这一特点

是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也无法比拟的，因此对小学阶段

阅读能力的培塑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一、小学语文阅读核心素养的基本概念及内容

所谓“核心素养”，就是指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能

力，尤其是在遇到困难的情形下，如何依靠自身解决问

题的能力。因此，小学语文阅读核心素养应包含以下几

个方面的具体内容。

一是语言能力。随着小学语文阅读课程的展开，

学生的词汇量会明显增多，学生就要学会自我运用语

言，这种应用必须适合当时的语境，并通过反复的语

言练习，提升语言能力。

二是阅读理解能力。随着语言能力的提升，学生

会对一些文章和句子有一些更深层次的认识，甚至在

某种程度上产生共鸣，并对语言和文章展开评价，这

就是阅读理解能力的提升。

三是联想能力。小学语文的阅读可以较好地拓展

小学生的联想力，从而进一步拓展自身的思维能力。

此外，小学语文阅读能力的提升，也有利于提升学

生的审美观、培养正确的“三观”。

二、在核心素养指导下加强小学语文阅读的教学

（一）注重语言文字的积累和运用

小学阶段的语文学习基本处于文字的启蒙阶段，

在这一阶段学习中，核心素养要求中有一项最重要

的任务就是加强语言文字的积累，由字连成词语，再

由词语连成句子，所以最基础的就是学会识字，这是

所有语文阅读能力提升的基础。只有在大量掌握汉字

后，才能有后续的语言运用。语文教师在小学低年级

阶要将识字教学突显出来，而其他能力的培养则作为

辅助。此外，除了学会汉字的写法，更重要的是学会

汉字的应用，把字放在句子里进行学习理解，能够让

学生们更快更好地掌握。比如以“国”字为例，我们

首先要讲解这个字的音形，由“国”字我们可以联想

到词语“中国”，并由此展开讲解关于“中国”的全

称，在此基础上可以简单讲述中国的历史，进行适当

的爱国主义教育等等，在学生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爱国

的种子。在这一环节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知识的拓展

不能太多，在众多的知识点中挑选一到两点讲解即

可，否则会降低教学的效果，适得其反。综合，小学

语文教学就是要从汉字教学的基础入手，并将字放到

词和句中理解其具体含义，通过这一过程让孩子们掌

握汉字的写法和用法，并在掌握知识点中对阅读产生

更浓厚的兴趣，为阅读能力培养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二）加强对传统教学方式的改革创新

深化对阅读的认知也是小学阶段语文阅读教学的

核心要求之一，这就要求通过教学手段的创新实现。

实践证明，将合作学习引入语文教学中可以较好地满

足这一要求。作为一种较新的教学方法，合作学习要

求语文教师根据学生素养的不同进行科学区分小组，

通过组员的合理分配，让孩子在互助中完成语文阅读

文本的学习，在满足培塑核心素养的同时，还培育了

学生一定的社交能力以及团结协作的能力，这一点对

学生综合能力素质的培塑至关重要。比如在对《狐假

虎威》这篇文章进行教学讲解时，就可以采取合作编

剧的方式实施，依据学生不同的性格特征来区分不同

的角色，有的担任狐狸，有的担任老虎，有的担任小

动物，也可以狐狸、老虎等角色由学生轮流担任，老

师则充当总导演的角色，一些学生还可以充当副导演

的角色，帮助设计剧情，根据需要甚至可以由学生担

任编剧。这种方式让学生形式新颖，不仅调动了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还增进了师生之间、生生之间还的交

流。通过编剧演绎的方式不仅让学生加深了对课文的

理解，还让学生认识到人与人交际的快乐。事实证

明，通过这种对传统教学方式的改革创新，能有效深

化学生阅读学习的效果。

（三）培塑学生发散性思维

联想能力的培塑离不开发散性思维的培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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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散性思维的培育离不开对语文文章的深入理解，要

求学生在阅读的基础上，理解课文表达情境和扩展思

维，形成促进学生联想思维。比如在古诗文的阅读

中，要善于发挥古诗文内涵丰富的特点，要求学生结

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阅读理解，同时结合当时诗人的

境遇去认识古诗词，只有这样同学们才能真正进入理

解的佳境，利于发散性思维的培塑。在讲解《山行》

这首诗时，教师可以设问：这里的“寒山”是“山”

吗？让学生们理解这里的“寒山”是“山”，也不是

“山”。老师又可以设问：通过一个“寒”字可以知

道这首诗创作的时间吗？让学生们知道这首诗创作的

时间应该是在冬季。接着设问，通过这首诗，你能感

到诗人当时的心境吗？以此类推，通过诸多种形式

的教学设问，充分发挥学生基于原文的想象力。又

如，课文《雷雨》一文时，整篇文章没有就“雨”讲

“雨”，而是通过其他一些元素描写了雷雨到来前、

中、后的情形，例如对于风的描写和对于小草的描写

就非常值得学生们鉴赏和学习。为了激发同学们的灵

感，老师可以设问：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雷雨到来

前、中、后的情境。有的同学就说：还有路上的汽

车，堵得长长的，争先恐后的向前挤。有的同学说：

还可以描写雷雨到来时，雨夜的路灯。这些优秀的回

答，对于培塑学生发散性思维至关重要，只要长期坚

持下去，必然对孩子的语文阅读能力大有裨益。需要

注意的是，既然是发挥想象力，学生们有时难免天马

行空，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给予批评，可以给予

适当鼓励基础上的引导，原则上只要逻辑上说得通，

都不能说学生的答案是错误的，因为有些问题根本没

有标准答案。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培塑

孩子充分的想象力，这是教学的根本目的。

（四）设定环境提升学生的感悟能力

提升学生的感悟能力也是语文核心素养培塑的

要求之一。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可以通过设定环境教

学来提升，同时加深对文章的感悟，不断提升阅读理

解的能力。比如在讲解《蜜蜂》这篇文章时，在掌握

好生字和生词的基础上，对于蜜蜂采蜜的过程要有一

个充分的了解和掌握，并以此为契机，激发孩子们对

于大自然的兴趣。为了防止一些低年级学生理解力不

够，还可以通过多媒体手段比如播放一些动画片、纪

录片等形式扩展了学生们的视野，增强了大家对于本

文记忆点的印象，让学生对于细节的理解感悟也更为

深刻。

（五）培塑学生高效的阅读习惯

高效阅读习惯也是小学语文阅读能力的核心能力

之一，但需要提醒的是，高效的语文阅读习惯是需要

刻意培养的，靠学生自我养成较难实现。这就要求语

文教师在教学中实施刻意训练。比如培养学生提前预

习的习惯，在预习中首先要进行段落的划分，然后进

行课文的朗读，掌握课文段落间的大意，同时画出重

点的词语和句子。除了课堂阅读这样安排，要求学生

读课外书籍时也要这样，拿到一本书籍后，即使再感

兴趣，也不要先进行一字一句的念读，而是要先浏览

目录，在掌握整体后再实施阅读，阅读还要区分“略

读”和“精细阅读”。语文老师要经常组织经典文章

的“回头看”阅读，对一些文章进行再阅读、再赏

析，孩子们在每次阅读后均有不同的感受，这对于培

养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至关重要，也能较好地提升学

生的阅读综合实力和语文文化修养。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所有的教学活动中，语文课程具有

着基础性的作用，其阅读活动对于核心素养的形成至

关重要。同时也要深刻地认识到，基于核心素养下的

语文阅读能力的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靠长期认

真的养成和积累，更离不开完善的语文阅读课堂教学

体系的构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阅读教学效果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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