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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核心素养成为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前沿理念。阅读是初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模块，一切语文素养的提升无不与阅读密切相关。

要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阅读教学是不可忽视的渠道。教育的新理念要求初中语文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采取新方法，本文以初中语文主题单元

整合的阅读教学为探究对象，探讨面向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教学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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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学理分析 
在由 核心素养研究课题组于 2016 年发布的研究成果《中国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中，将“核心素养”定义为“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

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这一概念表述是理解语

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出发点。在知识快速更新换代的背景下，各学科知识

在若干年后都有“落伍”的可能性。既然学生在校期间不可能获得全部

的知识，那么语文学科教学的 终任务便在于让学生获得 “核心”的

东西，即核心素养。 

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到底是什么，目前仍未形成定论，但是学界已

经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值得初中语文教育工作者参考。顾之

川教授在《论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一文中指出，语文核心素养可包括四

个方面:必要的语文知识；较强的识字写字、阅读与表达（包括口语与书

面语）能力；语文学习的正确方法和良好习惯；独立思考能力与丰富的

想象力。2017 年的新版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也做出过相关表述，其将语

文学科核心素养划分为语言、思维、审美、文化四个板块，被普遍认为

对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教学具有启发性意义。结合这两项研究成果，笔

者将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定义为以语言的习得与运用为基础的，并辐射各

个人文能力模块的发展性素养。 

2 学科核心素养视域下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优化策略探究 
2.1 挖掘阅读材料教育价值 

在学科核心素养视域下，阅读材料被视为丰富教育信息的集合，这

要求教师善于挖掘阅读材料教育价值，实现各模块核心素养的全面提升。

其中语文课本中选录的文章是教师应重点把握的材料。部编版课本选文

注重经典性，是培育语文核心素养的理想材料。教师在教学中应当聚焦

文本自身，让课堂成为教师引导学生潜心会文的课堂。应当注意到文本

的整体性以及各模块核心素养的关联性，在教学中做到触类旁通。 

2.2 引导掌握语文阅读方法 

部编本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教授多次论述过教授阅读方法的重要

性，他指出:“现在的语文课不是完全不教读书方法，只是单打一，光教

精读，轻慢其他。”在此背景下，默读法、浏览法、检索式阅读法等生活

中的 常用方法便成为学生的普遍短板，对学生的阅读量扩大形成严重

的抑制。温儒敏教授曾说过，语文说一千道一万还是阅读。如果阅读量

达不到，就谈不上培养核心素养。部编版语文课本的编写思路便非常重

视语文阅读方法训练，这从课文阅读指导环节的设计中可见一斑。 

2.3 在真实情境下开展阅读实践 

阅读是应真实生活情境而产生的，个体有获取信息、与他人沟通、

欣赏故事或进行审美等真实需要，才产生了阅读行为。以散文阅读为例，

在真实的情境下，学生于课外读一篇散文是因为受到文章的美感吸引，

他并不需要知道本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如何划分段落大意、优美的句

子美在哪里。我们的语文课堂应当还原阅读的真实情境，从阅读的真实

需要入手激发阅读兴趣。例如，教学初中语文教材中的背影时，教师一

直强调这是一篇经典文章，具有语文素养培育与德育的综合功能。但是

学生阅读它并非因为它是经典以及具有多种教育功能。对于本篇的教学，

我们应从学生与作者的共同亲情体验入手，让学生体会到作者作为情感

表达主体的存在，使课堂成为学生与作者对话的课堂。当学生与作者的

对话关系被建立起来了，阅读才成为与写作对接的活动，才成为一种真

实情境下的阅读。 

2.4 提高整本书阅读教学比重 

整本书阅读，是提升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从阅读内容上

来说，整本书阅读是引导学生走近经典、提升阅读深度、培养阅读兴趣

的必然要求。从阅读方法上来说，因为阅读篇幅长、信息量大，学生在

整本书阅读中会探索出许多阅读方法心得。整本书阅读以“本”为单位，

学生必须要学会灵活运用阅读方法、自主思考，才能够读完一本书。 

整本书阅读的功夫主要在课外，而不在课内。部编版语文教材十分

重视课文对课外阅读的辐射作用，几乎每一课都有往课外阅读延伸的设

计，这为“1+X”的课外阅读思路提供了启示，可以成为整本书阅读教学

的设计框架。要让整本书阅读切实发挥提高核心素养的作用，需要教师

妥善引导，让学生以合适的方式阅读合适的文本。可以课本选文组织思

路为依据，向学生提供趣味性与教育性俱佳的书目。在新媒体普及的背

景下，初中生在课余往往更倾向于沉迷电视及网络，对阅读高质量书籍

的兴趣有所降低。这要求语文教师自身要热爱阅读，以身作则，通过树

立个人典范引发学生效仿。 

2.5 重视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新课标中对“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提出了要求。语文核心素养理念

中的一个基本关注点便在于重视对语言的运用，在此视角下，阅读也应

被定位为“运用”的一个分支。非连续文本阅读正是学生生活中经常会

遇到的语言运用任务，是学生为满足终身发展需要所必须的阅读素养。 

非连续性文本是相对于连续性文本而言的阅读材料，如图表、广告、

说明书、备忘录、报告等。此概念 早出现于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组织的国际学生阅读素养评估项目（PISA）中。这类文本的共同

特性在于实用性和非结构化。关于非连续性文本的教学，需要教师选择

和组织合适的教学材料用于教学，设计“学”“练”“用”一体化的教学

活动。在教学中应特别注重用好检索式阅读法，并培养学生的辨别与判

断能力。 

核心素养作为语文教育界的 新理念，与之有关的一系列学理与教

学培养方法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初中语文教师应把握住核心素养这

根教学主线，整合主题单元实际阅读教学学情，不断探索具有可行性的

核心素养培育方法，促进初中语文阅读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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