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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形势的教育体制改革下，教学的特点逐步由“课本知识中讲了些什么”转化成了“学生在课堂上学到了什么”。为了让学生学

习语文更加得心应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教育部在二零一四年提出了要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能力。而在小学生的语文课本学习中，这一

能力也显现的尤为重要。本文将从学生对于自身本领的认知、学生自我思维凝聚力、阅读理解能力、教师引导等方面来培育学生关于语文学

习的核心素养能力。以部编版教材为例，探讨学生自我学习能力与教师教学相结合的有效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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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学生进行核心素养培养的目的在于让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课文内

容，带入情景去学习。以 快的速度进入学习氛围，加强自身的学习效

率，提高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达到 好的学习目的预期。关于核心素

养的培养，不仅能够让学生在学习中受益，也能为其以后在社会、工作、

生活中提供便利。作为一名老师，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当下本门课程的内

容，更重要的是育人，为学生的长远发展考虑。以“培育学生核心素养”

为桥梁，更好的搭建学生未来之路。 

1 基于核心素养的培养需从学生本身抓起 

1.1 学会自己思考 

在长时间老师带领学习的基础上，很多学生对于老师的讲解与课本

的注释翻译有了依赖性，不会通过自己的方法去理解文章，老师带领学

习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更好掌握自己的学习方法，长时间老师引导不仅

会适得其反，也会让学生丧失自我学习的能力，培养核心素养的前提是

让学生学会自我学习。 

例如：在《己亥杂诗》的学习中，学生对于注释有较强的依赖性，

长时间的依赖课本注释而不动脑，不用自己的方式思维去理解古诗大意。

书目编制中难免会发生一些不太恰当的注解，而对于一些课本中出现的

不太合适的注释也不做剖析。这需要我们着重培养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

不能一味的依靠书本内容而丢失了自己的思考。 

1.2 课前预习课本知识 

语文是一门需要自己理解、自己主动学习的科目。在平时的语文学

习中，要学会课前预习，课前预习是学好语文的重要一步。学生要根据

老师上课所讲的内容，提前在课下做好充分的下节课的预习准备工作。

及时的熟悉课堂内容及知识，不仅能提高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效率，也

能为教师在课堂上的拓展打好基础。 

1.3 课堂知识与诵读相结合 

与其他课程相比，语文理论性的考试占比不大。但是需要理解和背

诵的文章可不在少数。在课堂上，可以运用理解与诵读相结合的方式去

进行二次的诵读记忆。 

例如在课堂的前五分钟组织学生诵读课文，以齐声大声朗读的方式

加强学生对于文章的初步感知。但是往往越小的事越容易让老师和学生

们忽视，也可以在每一节课开始前，让学生轮流在黑板写下本节课的诵

读内容，来提醒学生进行诵读。 

1.4 课后复习反复记忆 

所谓的反复记忆就是需要学生对已学知识温故而知新。语文阅读中

不仅需要同学们在文章内寻找有用信息，还需要加以自己的理解和推敲。

这就要求学生通过对书本知识的反复阅读，对零散的知识点加以系统的

规划整理。当然教师要在复习课开始前做好备课，提炼思想方法，总结

单元内容的重点知识。 

这一技巧在古诗词的学习中也显现得尤为重要。例如在考试前，反

复的背诵记忆古诗词不仅可以达到快速提分的效果，也可以让学生们在

紧张中感觉到反复记忆的重要性。 

2 基于核心素养的培养，老师的责任义不容辞 

2.1 精心挑选阅读题材 

在课堂的指引中，老师对于学生的影响力往往是 大的，但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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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本题材有限，并不能全面的引导学生进行理解，这就需要我们老师

多下功夫，课余时间多准备一下有营养价值的阅读题材，在课堂上结束

了课本知识以后进行更深层次的课外知识补充，小学语文阅读课本的不

同内容是为了针对不同类型的文章进行浅入，更多的课外精选文章是为

了扩展学生的课外知识，加强学生对于重点的分析理解能力，提高学生

对于文章的掌控力，对于文章本身的技巧方法有更好的拿捏和补充。当

然，课堂不应该是枯燥乏味的，尤其是小学时期正是童心未泯，青春勃

发的时期，可以适当在课堂上添加一些有特色的课堂活动，例如课堂辩

论赛。通过辩论的形式增加学生对学习的感知力。也可以不定期的让学

生去画一些读书海报，不仅锻炼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还能真实的反映

出学生的内心世界。这一方法在心理学上被认为是观察人的内心 直白

的一种方法。教师可以通过此类方法真实的了解到学生的内心独白，同

时也可以及时发现学生近期的学习生活心理状态。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

为父，我们要做的不仅是教书育人，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选择正确的人

生方向，做学生的引路人。 

2.2 加大课外阅读的影响力 

在这个快速便捷的时代，信息的便捷化让我们不再愿意静下心来去

仔仔细细的看一本书，但是越是快速的生活越需要我们去努力静下心来

沉淀自己。可以定期举办一些关于课外阅读的活动，学生三两成组，一

周讲解一组课外阅读ｐｐｔ，可以具体分类讲解的内容是关于什么类型

的书籍，这本书要表达给受众什么内容，学生从中学习到了哪些知识等

等。也可以让学生用摘抄好句好事的方式让学生学会日常生活中的积累。

同时值得教师注意的是，在给学生布置课外阅读的时候要避免学生因为

学业任务繁重造成敷衍阅读、睡眠不足或是心理压力大等问题的出现。

要合理地安排学生的课余时间，重视学生心理问题。 

例如：以《慈母深情》和《父爱之舟》为主题让学生挑选有关书籍

进行课堂展示，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在增加阅读量的同时感受来自于生活

的爱。 

3 提高写作水平，增加美文鉴赏能力 

随着学生年级的不断升级，写作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在

六年级即将面临人生的第一次大型考试：小升初考试。写作成了拉开学

生水平的一座重要桥梁。想要在写作上不断提高，就需要学生在课下有

足够多的阅读量，多多阅读一些关于考试的文章，比如诚信、关爱自然、

父母情深等等。人们都说开头和结尾就能看出一个学生平常的学习状态

和文化知识积累，这就要求学生在必要时要加强关于开头结尾的背诵记

忆。并不是为了照搬照抄，而是为了将固有的东西结合自己的生活思考

转化成自己的内容。成功不可以抄袭，但是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在日常读书中要形成积累的好习惯，随手用笔将看到的好文好句画

下来并摘抄在笔记本上，随时准备拿出来读一读，日积月累必然能够将

自己的写作水平上升一个台阶。写作的分值在语文考试中占据了半壁江

山，但是写作是一个需要温故而知新，创新协调结合发展的过程。在此

过程中，一时大意便会让学生忘记写作的中心思想，或者造成偏题、跑

题的现象。想要培养学生的语文学习核心素养，老师不仅要起到引领作

用，还要及时的对学生进行指导和纠正。 

4 结束语 

要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语文知识培养，不仅仅要在教学方法上下功

夫，更重要的是与学生建立亲密的关系，亦师亦友。永远保持一颗热爱

工作与学习的心。核心素养的培养在英语教学领域也越来越重要。要充

分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其积极地参与到语文的课堂活动中来。同

时核心素养的培养也应该引起老师们的高度重视，我们培养学生不仅仅

是要培养学生对于语文的理解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与对生活社会的学习能力。要以自身为榜样，不断地学习和进步，

在教学过程中创造一个祥和生动的教学环境，激发学生对于知识的学习

欲望，带领学生更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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