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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2年4月，我国实施了义务教育语文新课标，强调整本书阅读作为语文课程的核心内容，对提升学生

核心素养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首先对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和重要性进行了陈述，然后对当前小学语

文阅读教学中的不足之处进行了剖析。针对这些问题，文章从语文核心素养培养的角度，探讨了小学语

文阅读教学改革的策略，为优化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提升学生核心素养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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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pril 2022, China established the new curriculum requirements for Chinese in compulsory edu-
cation, firmly adjusting the reading of this book a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Chinese curriculum, 
which is of great value for increasing students’ core literacy. The main problems that are currently 
present in the main school Chinese reading teaching system are then examined in this paper, which 
first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main literacy of Chinese subjects. In response 
to these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ivating core literac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in detail 
the strategies for the reform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reading teaching. These strategies pro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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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ful references for optimizing primary school Chinese reading teaching and enhancing students’ 
core literacy. 

 
Keywords 
Core Literacy, Reading Teaching, Elementary School Chinese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在现代基础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方面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的教学改革应当聚焦于以核心素养为导向，创新阅读教学体系。小学

语文阅读教学如何有效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逻辑思维、深化情感认知从核心素养培养的角

度出发，研究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关键路径[1]。这不仅显著增强了学生的语文阅读技巧，而且对于培

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提升创新思维的能力也具有重大意义，为学生未来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语文核心素养概念 

语文核心素养包括语言的建构和运用、思维的发展和提升、审美的鉴赏和创造、文化的理解和传承

四个方面。 

2.1. 语言的建构和运用 

语言的建构与运用，是构成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基石。根据语文新课程标准，学生需在语言实践的

丰富环境中增强个人的语言体验和语感，以便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流利地进行交流。同时，学生要有深

厚的民族语言文字功底。通过阅读的积累，逐渐形成了对小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

既要抓住文章的直接含义，又要对文章的深意进行深入地探究，对作者的见解、情感等进行深入的理解。 

2.2. 思维发展与提升 

学生在阅读学习过程中必须训练的是思维的发展和提升，这是小学语文核心素养体系建设中必须培

养的。鉴于小学生的思维特点和阅读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可以观察到大部分学生在阅读学习

中都能表现出比较优秀的直觉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逻辑思维、辩证

思维以及创造思维等更为高级的思维能力方面，学生们的表现往往显得相对不够成熟[2]。 

2.3. 审美的鉴赏和创造 

在语文学科中，蕴藏着诸多美的元素，这些元素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所传达的丰富情感和深远意境

之中，还体现在语言文字本身的韵律和节奏上。审美鉴赏和创造能力是语文学科人文性的重要体现，它

们不仅仅是学科知识的简单积累，更是学生情感、思维和审美能力的综合体现。在阅读活动的持续推进

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能够形成自己独特的体验和深刻的感悟，还应当学会如何欣赏和评价文学作品，

培养自己的审美情趣。另外，学生还可以通过读写结合的方式，将学到的知识和已经获得的经验转化为

文字表达，达到推陈出新的境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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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文化的理解和传承 

作为关键的文化传承媒介之一，语文的作用至关重要。它不仅让学生能够深入探索和理解中华的优

秀传统文明，而且还能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体验这些文化精髓。在校园里，同

学们有机会参加传统文化节、诗歌朗诵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同学们的校园生活，

也让同学们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文化修养和才艺。此外，社会媒体等现代传播平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为更广泛的群体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采，让更多的人了解和领略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为学生

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不仅成为了文化的传承者，也成为了文化的传播者，为

推动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4]。同学们有机会通过亲身体验跨文化交流的活动，进一步

关注和参与丰富的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机会，从而开阔眼界，培养全球化思维模式 5，可以大大增强对

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认识和尊重[5]。 

3. 核心素养视域下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存在的不足 

3.1. 阅读教学方法比较单一 

当前，许多教师在组织阅读教学时仍倾向于采用较为单一的方式。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往往

会在阅读活动启动之前，对作者的生平及创作背景进行模式化地介绍。然而，此类介绍对于学生对文本

内容的理解、阅读理解能力的提升相对有限，且难以有效扩展学生的思维广度。课堂上，教师的讲解占

据了大部分时间，而学生实际阅读的时间相对较少，一般都是教师概括居多，课堂阅读的比例偏低。而

在课后，阅读活动的开展往往更注重形式而忽视了学生实际的阅读效果。此外，这些活动对于学生阅读

能力提升的目标不够具体，导致活动重点不清，使得阅读效果参差不齐。 

3.2. 学生语言表达和思维能力不足 

小学阶段的学生正处于语文建设的关键期，但也有一些学生由于兴趣不足、督促不够等原因，基础

阅读量不足，造成语文知识积累相对欠缺，如语言知识、文学常识等。其次，学生对语言知识的内化能

力较弱，主要表现在阅读内容不够深入，过程与复习没有很好地衔接起来，对阅读中接触到的知识还没

有真正转化为自己的语言储备[6]；再次，学生概括表达能力分化明显，一些学生完整复述阅读内容需要

老师指导，反映出一些学生在思维逻辑和表达逻辑发展上的欠缺。核心素养要求学生能够实现知识迁移

和举一反三，但目前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对学生的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缺乏引导和提升，

学生对阅读内容的吸收和复述偏向于按部就班，对阅读内容的思考缺乏自己的深度。 

3.3. 未充分关注学生阅读兴趣 

在进行阅读教学的过程中，如果忽视了学生的个人阅读偏好，实际上就等同于对他们的个性化发展

施加上了限制。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兴趣点和阅读倾向，但传统的阅读教学模式往往采用千篇一律

的教学内容和方式，对学生作为独立个体的特殊性没有充分考虑到尊重和体现。这种千人一面的教学方

法，不仅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的需求，而且也无法真正地激发学生对阅读的热情和挖掘他们的潜力[7]。 

3.4. 不够重视审美培养 

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由于不少老师对文字知识的传授过于重视，而对审美能力的培养又不够重

视，导致学生在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上，审美意识相对薄弱，不能很好地满足。首先，教师对审美能力

培养的理解存在偏差，往往将其简化为对优美文字的简单运用，而美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简单运用优美

文字不能满足学生的审美观培养。其次，学生的审美体验不足。教师未能有效营造有利于审美体验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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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导致学生在阅读中缺乏深刻的感受，难以激发其阅读兴趣和审美感悟力。此外，学生的审美鉴赏能

力较为薄弱。现在的阅读教学仍以知识性学习和应试性学习为主，学习的主要目标仅限于完成课后作业

或应付考试，整篇文章蕴含的寓意之美，同学们并没有真正理解。 

4. 核心素养视域下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改革的路径 

4.1. 设定清晰的阅读教学目标 

明确阅读教学目标要求教师制定具体明确的阅读教学目标，要以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标准为依据。

这些目标应该包括对重要技能的提升，比如分析、推理、估分等这些能力的提升。教师在进行阅读教学

时，要构思有启发性的问题，启发学生深入思考，启发学生为促进学生的思维成长和提高而发表个人见

解[8]。在对阅读目标进行统整时，需要将学习内容与文本语篇进行全面整合，通过一系列实践活动的相

互促进和互动，如促进识字与写作、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等，形成一个完整的学习过

程。这样的过程不仅有助于学生在实践中深化理解，而且能够促进学生在核心素养的四个方面实现有机

的统整和综合发展。 

4.2. 积累与表达，建构语言运用能力 

在阅读教学过程中，掌握并应用多种阅读技巧对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至关重要。这些技巧不仅涉

及对文本内容的深入理解，还包括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有效沟通等能力。为了熟练掌握这些技

能，学生必须进行大量的积累。教师应根据课文的具体特点和内容，指导学生运用批注式阅读方法，引

导学生在朗读时对那些能够触动心灵的语句或段落进行标记。例如学习《桂林山水》后，学生建立“自

然描写”专题本，分类摘录“漓江的水真静啊…”、“像翠绿的屏障”等句式，并标注适用场景(如游记

开头、景物特点描写)。在教学《少年中国说》时，教师引导整理“鹰隼试翼，风尘翕张”等四字词块，

通过“历史演讲”活动仿写励志宣言：“吾辈如旭日初升，其道大光！”学生将词块用于升旗仪式演讲

稿，实现经典语言的当代转化。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课文内容，还能培养自主学

习的能力以及对课文内容的深刻感悟。批注式阅读方法鼓励学生主动思考，提出问题，并在书页边缘记

录自己的思考和感受，从而使得学习过程更加主动化和个性化。 

4.3. 创新阅读教学模式，训练阅读思维 

针对小学生思维结构尚不完善、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教学模式的优化需着重促进学生辩证思维的发

展。这就要求教师为了有效地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创新能力，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审题，促进知识迁

移和运用。例如，在《汤姆索亚历险记》的教学过程中，在冒险与安稳的抉择问题上，教师可以围绕主人

公展开深入地讨论。教师首先引导学生梳理文本中汤姆在冒险场景(如洞穴逃生、荒岛历险)与日常生活

(如课堂调皮、姨妈管教)中的行为对比，让学生直观感受两种生活方式的冲突。随后将学生分为两组，一

组主张冒险精神，一组倾向安稳生活，要求结合文本细节与自身经历创作延伸情节。主张冒险的小组设

计汤姆成年后带领小镇青年探索新航线"的故事，融入了科学知识与团队协作元素；倾向安稳的小组则虚

构汤姆成为教师后引导学生在阅读中体验冒险的情节，强调知识积累的重要性。在辩论式创作分享会上，

教师设置冒险是成长的必需吗、安稳生活是否意味着平庸等辩题，引导学生用文本论据与生活实例论证

观点。有学生引用汤姆在冒险中展现的勇敢与智慧，提出冒险能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学生则以波

莉姨妈的担忧为例，认为安稳生活提供了探索的安全基底。教师适时介入，引导学生发现两种观点的互

补性——冒险精神需要安稳经验的积淀，安稳生活也蕴含着心灵探索的可能。这种沉浸式的思维训练，

让学生在重构文本、对话思辨中，既深化了对人物形象的理解，又在矛盾观点的碰撞中自然建构起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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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认知框架，有效提升了逻辑推理与语言表达能力。 

4.4. 阅读优秀美文，提升审美能力 

为切实提升小学生阅读素养与文化自信，可系统实施以下策略。第一、阶梯式书目推荐，激发阅读

兴趣。依据学段科学推荐高质量读物：低年级引入《猜猜我有多爱你》等绘本；中年级推荐《夏洛的网》

等儿童小说；高年级拓展至《草房子》、精简版《史记故事》及四大名著青少年版。阶梯推荐匹配认知水

平，有效开阔视野，点燃求知欲，引导学生自主选择，逐步养成阅读习惯。第二、建立阅读兴趣小组，营

造共读氛围。设立如“书海拾贝”等课外阅读小组，定期开展活动。成员轮流担任“领读人”，分享《狼

王梦》的母爱探讨、《昆虫记》的观察实践或《西游记》角色之争。这种深度交流营造积极“悦读”氛

围，使阅读从任务内化为习惯，同步提升表达与合作能力。第三、深耕文化经典，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聚

焦中国古典名著，设计深度体验活动，是培养文化自信的核心。例如《西游记》项目学习，可以绘制“取

经路线图”，制作“妖怪图鉴”，分析团队精神。学生感悟：“合作才能成功，就像取经团队。”还可以

通过《三国演义》智慧擂台举办“谁是最有智慧的人”辩论赛(诸葛亮 vs 曹操等)。学生准备史料，分析

谋略，锻炼思辨力，感叹：“动脑筋比蛮力厉害多了！” 
《红楼梦》可以进行诗意体验。关注节日、诗词、园林等文化符号。学生创作灯谜、模仿小诗或绘画

“潇湘馆”，触摸古代生活美学，反馈：“里面的诗画好美，像走进大花园！”《水浒传》在欣赏英雄气

概时，引导讨论“义气”的古今异同，辩证理解历史背景。学生通过读书笔记、思维导图、讨论、情景

剧、读后感等多种形式梳理心得。如读《水浒》鲁智深后，学生写道：“他拳打镇关西是路见不平，启发

我要勇敢助人。”这既深化理解，更锤炼思维与表达。 
通过阶梯荐书点燃兴趣，依托小组营造氛围，深耕名著经典设计体验活动，学生能在“悦读”中积

累知识、锻炼能力(理解、表达、思辨、合作)，并在亲近民族瑰宝的过程中，增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认同感与自豪感，筑牢文化自信根基，实现全面发展。 

5. 结语 

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革新过程中，增强学生的阅读能力显得尤为关键。本文探讨了如何培养学生

的语文核心素养，根据课程标准的具体要求，分析了阅读文本分析、阅读技巧的教授以及课堂上的师生

阅读互动交流等多个方面。这些分析为当前阶段语文核心素养的培育提供了参考，同时也为教师在实际

教学中如何更有效地提升学生的阅读素养提供了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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