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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核心素养作为新课标制定的重要依据，虽然在近几年才刚刚被教育部所提出，但却已经得到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而培养

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也随之成为了高中语文教学的核心目标所在。基于此，本文对高中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进行了分析，同时结合高中语

文教学实践经验，提出了一些高中语文核心素养培养的有效策略，希望能够对素质教育理念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深入贯彻有所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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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中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非常广泛，如口语表达能力、阅读能

力、语言应用能力、文学审美能力等，都可以看做是高中语文核心素养

的一部分，其不仅是学生开展语文学习活动的重要基础，同时也关系着

学生的个人成长与未来发展。由此可见，要想在新课改背景下做好高中

语文教学工作，就必须要对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进行培养，而对于高中

语文核心素养培育路径的研究，则是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 

1 高中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概述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在长期语文学习及语言实践活动中获得

的必要能力素养，通常由语言知识、能力、品质、价值观念及情感态度

等多种元素构成，而在高中阶段，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则可以具体归纳

为语言建构与运用、文化传承与理解、审美鉴赏与创造、思维发展与提

升几点。这其中语言建构与运用是指在语言实践中总结语言文字应用特

点及应用规律的能力，以及将语言文字正确应用于日常交流的素养，具

体表现为语感、语言理解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文化传承与理解是指

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继承、借鉴能力，以及在语文学习过

程中产生的文化认同感、文化自信、社会责任感等情感态度及道德品质。

审美鉴赏与创造是在语文活动中逐渐生成的能力素养，通常包括对文学

作品、语言文字中美的体验、欣赏、创造能力。思维发展与提升是指思

维品质发展与思维能力提升，具体包括语言活动经验分析、文学作品审

视、文学现象探究等。 

2 高中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有效策略 
2.1 坚持读写结合策略 

从核心素养发展的角度来看，语言建构与运用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

语言学习过程，学生只有在语文学习活动与语言实践活动中完成对语言

知识与技能的建构，之后在此基础上实现对这些语言知识、技能的正确

应用，才能够真正掌握语言文字，达成语文学习的核心目的，因此在高

中语文教学中，还需坚持读写结合的教学策略，先带领学生深入理解文

章主旨、内容，之后再引导学生以阅读情感体验及掌握的写作技巧为基

础，开展相关的写作训练，以实现语言建构、应用的共同发展。例如在

学习《故都的秋》这篇课文时，教师就可以先带领学生感受作者郁达夫

先生在文中所营造出的“悲秋”情景与氛围，之后结合文章创作背景及

作者身世经历，对文中想要表达的人生态度与主观情感展开分析，待学

生为文章的悲凉氛围所感染后，再提出“你对秋天有着怎样的印象？”

等类似问题，并鼓励以“秋天”为主题展开写作训练，这样学生能够在

课上完成系统的语言积累、整理、分析、运用活动，其语言建构与运用

素养自然也会随之得到提升。 

2.2 合理设计引导问题 

思维作为人脑借助于语言对客观事物进行的概括与间接反应过程，

通常都是在探究活动中才能够得到体现，而思维品质的发展与思维能力

的提升，也与探究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

还需结合课文内容对各种引导问题进行灵活设计，并通过引导问题来激

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使其能够主动围绕课文内容展开探究，为思

维发展与提升创造有利条件。例如在学习《过秦论》这篇文言文时，教

师就可以先带领学生简单翻译课文，之后再提出“秦国兴起的原因？”、

“秦国为什么会迅速灭亡？”、“贾谊创作本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等引

导问题，使学生能够在初读课文后产生困惑，不由自主的对问题展开思

考，同时围绕文章内容展开深层阅读与深入探究，而在探究过程中，其

思维品质、思维能力则能够得到有效锻炼。 

2.3 组织语文实践活动 

在语文学习中，学生虽然能够感受到祖国语言文字、文学作品的巨

大魅力，但其对于“美”的认知却往往比较模糊，创造美的能力也比较

薄弱，对此教师还需定期组织如读书会、诗歌朗诵、主题演讲、诗词赏

析、三行诗大赛等各种语文实践活动，使其能够拥有更多感知美、评价

美、创造美的机会，进而为审美鉴赏与创造素养的发展提供支持。例如

在经过《蜀道难》这首唐诗的学习后，教师就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李白作

品的赏析活动，鼓励学生搜集李白所创作的诗文，并在活动中选择自己

喜欢的一首分享给大家，讲一讲自己所选诗作“好”在哪里。在这样

的活动中，学生能够充分调动自身知识基础、审美能力，对李白诗作展

开全面、深入的赏析，加深自己对诗词之美的理解，而这对于审美鉴赏

与创造素养的提升显然是很有帮助的。 

2.4 重视传统文化延伸 

高中语文教材中收录了很多的经典诗词与古文，教师在教学中完全

可以在这些诗词、古文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展开全面延伸，以加深学

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使其能够充分感受到数千年古老文化传

承的魅力所在，进而实现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的提升。例如在学习《咏

怀古迹》这首诗时，教师就可以带领学生结合诗中内容，对昭君想念故

土、夜月魂归的形象展开想象，同时分析作者怀念故土的心情。经过对

这首诗的深入理解与分析后学生会发现，全诗自始至终都是从形象落笔，

不着半句抽象议论，但却能够将昭君的形象生动刻画出来，同时借助在

这一形象表达自己相同的情感，而这种汉语言所独有的特性，则能够让

学生在感到叹服的同时，产生对强烈的民族文化自信。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高中语文学科核心素养集中体现于语言建构与运用、审

美鉴赏塑造等四个方面，而要想对学生的这几方面核心素养加以培养，

则需要在传统文化延伸、实践活动组织等方面采取合适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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