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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性越发突显。学校和教师都在不同维度进行了对学科核心素养内涵解读以及培养提升

的积极探索。语文是一门关于语言文字的学科，也是与我们生活关联最为紧密的应用学科，更是承载着中华文化传承伟大使命的重点学科。

初中阶段，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接下来高中、大学的语文素养，甚至是日后的语言文字沟通技巧，对一个人的

终身发展至关重要。本文试图从学科核心素养的角度出发，探讨初中语文的教学策略优化，以期对学生的课堂表现、成绩提升以及日常实用

水平增长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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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文教育在中国早已有之，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对语言文字进行了一

系列整理和优化。然而，在长期的传统语文教学模式和应试教育对师生

产生的巨大压力下，语文教学领域出现了一些背离素质教育指导精神的

“填鸭式教学”和“唯分数论”等不和谐现象。根据当下新课标的有关精

神，现在的初中语文教学不仅要不断提高学生学习成绩，还要做到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达到语文教学所承载的思维能力培养、德育和美育等

深层次素质提升的要求。如此来看，这就意味着语文学习的不仅仅是书

本内容，还需要书本与生活相结合来融会贯通，紧紧抓住学科的核心素

养展开相关教育活动，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1 学科核心素养内涵的正确解读 
1.1 多角度核心解读 

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是培养学生成为有文化、有能力、有责任心等

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中学生的核心素养也应该是顺应时代变化成为对

社会有用的人。我们在对初中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进行内涵解读时，一定

不能以偏概全，一叶障目。虽然说语文是一门语言性学科，但更像是一

门综合性学科。语文是各学科学习的基础，学好语文对学生的阅读能力、

理解能力、分析能力有着重要影响，而这些核心素养对其他学科的领悟

和深入学习也至关重要。那么，在核心素养视角下，初中语文老师也要

重视对教学的创新与策略，加强学生对语文学科的重视与理解，而不能

单纯地停留在“识文断字”的层面。 

1.2 全方面能力深挖 

就语文学科而言，初中生应该通过它获得哪些能力方面的提升。简

单列举一下：基础词汇量，认识多少汉字；阅读理解，能否看懂别人写

的文章或说的话；表达能力，如何运用所掌握的字词句；沟通能力，将

文字语言转换成声音语言；辩论及演讲能力，能否通过良好的思辨进行

问题阐述和观点表达。当然，以上内容并不是语文学习的全部，而是想

借此说明语文学习对学生全方位能力塑造的巨大作用。核心素养视角下，

最大的要求便是学生不停留在课本，不执着于语言文字这些基础本身，

而是最大限度地去发展初中语文课堂内容背后带给每个学生思维层面、

技能层面的指导作用。 

2 学科核心素养视角下初中语文的教学策略 
2.1 开放性教学个性化成长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学方式应按照适合学生的学习发展来制定，

兴趣是学习的主人，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其作用不可忽视，在教学过程中

保持学生对知识的好奇心、求知欲，同时鼓励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并主动

发现问题。提倡学生多读多写，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在课

下通过语文课程与实践的相结合，拓宽学生的学习空间。教师也可以组

织学生以辩论会的形式沟通学习，加强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总而言之，

总之就是“不拘一格”，打造开放性教学空间，实现学生的个性化成长。 

2.2 创设情景明确目标 

学习的方法多种多样，随着时代的进步，语文教学的模式也应该不

断变化。为了提高初中语文的学习质量，老师可以通过创设情景的方法

来制造实践创意课堂。例如：“理想”这篇课文，老师可以让学生回家练

习朗诵，然后在课堂上组织朗诵比赛。布置学生自己找朗诵诗的多媒体

素材：背景画面、背景音乐等。朗诵结束后，引导学生交叉讨论，联系

切身生活实际及个人经历，深化理解诗歌的主旨。从而树立远大理想，

并为之奋斗。 

2.3 资源拓展课外延伸 

现在的初中教学条件提升不少，许多学校都配备了专业的多媒体教

室和相关的教学器材，再加上网络化的信息技术手段，让世界各地的教

学资源都能“为我所用”。因此，初中语文的教学课堂不应局限于传统教

室的小天地，而应该乘着网络的翅膀“遨游四方”。教师应不断提升自己，

掌握更多更全面的教学资讯，并筛选出适合特定课程而又吸引初中生关

注的优质资源用于课堂教学和课外延伸。初中阶段，学生自我意识急剧

膨胀，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极强，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正确的发挥这股“干

劲”，在课堂之外探索更多的语文知识，增强自己的综合素养。 

2.4 结合生活实效运用 

语言文字的产生伴随着人类的生产生活而产生，现代化的语文更是

来源于生活最终去还原和指导生活。初中生处于青春期，教师理应正确

的引导学生如何理性地去面对生活，感悟生活的内在逻辑，同时又感性

地观察生活，发现生活之美。以人教版初一教材选文《春》为例，如果

没有对生活的热爱，怎么能理解作者“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

天的脚步近了”这样简易直白的话语中所包含的无限情感呢？所以，结

合生活，增强学生的实际感知和运用能力才是保持初中语文课堂魅力的

源源动力。 

3 结语 
语文的学习，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它比其他所有的学科都讲

究“积累”。没有一定的词汇积累，生活经验的积累，以及对语言文字的

使用习惯，学生很难通过老师的讲述便能完整且深入地理解语文学的究

竟是什么。因此，我们对初中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解读必须全面，这个

全面里面甚至包含了对学生个性的包容。当语文与生活交融，才能更显

其无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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