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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定核心素养导向的学习目标

余  琴

摘要：理解《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构建的素养型课程目标体系，

把握核心素养内涵、总目标、学段要求的含义与之间的关联，依据统编小学语文教科

书编写意图，体现不同文体特点，对接学生学习起点，是确定核心素养导向下学习目

标的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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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中居于核心地

位，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都围绕课程目

标展开，服务于课程目标。《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

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程标准”）把培

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作为课程的总目标，它指向的是

以核心素养为纲，通过识字与写字、阅读与鉴赏、

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等语文实践活动，综合构

建素养型课程目标体系。［1］2在此体系中，教师如

何来确定学习目标呢？

一、理解新课程标准构建的素养型课程目

标体系

（一）把握核心素养内涵、总目标、学段

要求的含义

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

（以下简称“2011年版课程标准”）中，课程目标

与课程内容是一体呈现在“课程目标与内容”部分

的，而新课程标准则把课程目标与课程内容分列，

以求更清晰地阐释各自的内涵。“课程目标”板块

专题论说

编者按：2024 年6月，“第五届小学青年教师语文教学展示与观摩”活动在河南省

开封市举行，多位优秀语文教师奉献了异彩纷呈、各具特色的观摩课。本刊特设专栏，

刊载现场课评课专家的点评、专题研讨的代表性观点以及上课教师的教学反思，和语文

教学研究工作者分享先进的教学经验，以期对小学语文教学事业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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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核心素养内涵、总目标和学段要求组成，这是

课程实施的指南。［2］37把握这三者的含义及相互关

系，有助于教师理解素养型课程目标体系。

语文课程培养的核心素养是文化自信、语言运

用、思维能力和审美创造的综合体现，这四个方面

是一个整体。在语文课程中，学生的思维能力、审

美创造、文化自信都以语言运用为基础，并在学生

个体语言经验发展过程中得以实现。［1］5语文核心

素养是新课程标准的核心概念，理解语文核心素养

的构成要素和内在关系，是语文课程建设的逻辑

起点。

语文课程围绕核心素养确立了9条课程总目

标，分别从立德树人（第1条）、文化自信（第2、

3条）、语言运用（第4、5条）、思维能力（第6、

7条）、审美创造（第8、9条）等维度作了阐述，

具有较高的概括性和抽象性，比较宏观。学段要求

是课程总目标的展开，分四个学段，从四类语文实

践活动类型描述每个学段学习应达到的水平要求，

体现核心素养的综合性和整合性，属于过程性目

标，比较中观。单元或课时目标则更为具体，是对

学习结果的描述，比较微观。［2］37

（二）厘清总目标、学段要求、单元或课

时目标之间的关联

与语文课程目标相关的概念有总目标、学段要

求、单元或课时目标。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前者决

定后者，后者受制于前者，彼此关联，形成一套目

标体系。［3］厘清它们之间的关联，有助于制订体

现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2］37

如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以下简称“统编教科

书”）四年级下册第六单元围绕“成长”主题，选

编了四篇课文，展示了不同时代少年儿童成长的故

事。本单元的语文要素是“学习把握长文章的主要

内容”。其中，《小英雄雨来（节选）》刻画了抗日

战争时期一位机智、勇敢的小英雄形象。其学习

目标与新课程标准中的总目标［1］6、学段要求［1］9-11

的对应如下（见表1）。

表1  《小英雄雨来（节选）》的学习目标与新课程标准中总目标、学段要求的对应

总目标 第二学段要求 《小英雄雨来（节选）》学习目标

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

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文

化自信

认识和书写常用汉字

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法，具有独

立阅读能力

乐于探索，勤于思考，初步掌握

比较、分析、概括、推理等思维

方法

感受语言文字的美，感悟作品的

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

识字与写字：

有初步的独立识字能力

写字姿势正确，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

自主识记“晋、絮”等13个生字，读

准多音字“吧、塞、哇”，会写“晋、

炕”等15个字

通过列小标题、回读等方法了解各部

分的内容，并能借助小标题把握课文

的主要内容

尝试用较快的速度默读课文，了解雨

来被称为“小英雄”的原因

品读并摘抄描写还乡河的语句，体会

景色描写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

阅读与鉴赏：

初步学会默读，做到不出声，不指读

能联系上下文，理解词句的意思，体会课

文中关键词句表达情意的作用

能初步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体会文章表

达的思想感情

初步感受作品中生动的形象和优美的 
语言

梳理与探究：

尝试分类整理学过的字词

学习组织有趣味的语文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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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页表1可以看出，确定核心素养导向的学

习目标须处理好三种关系：一是统整与细分的关

系，即总目标、学段要求、课时学习目标，三者从

抽象到具体，彼此关联；二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即核心素养的四个方面是一个整体，描述课时学习

目标时不必也无法一项项简单对应，体现了核心素

养的综合性；三是隐性与显性的关系，即课时学习

目标应体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的三维统一。［2］37

二、核心素养导向学习目标的路径

（一）依据统编教科书的编写意图

统编教科书是课程内容的载体，也是素养型课

程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之一。它以人文主题和

语文要素“双线组元”的方式，有机组合选文及辅

助性学习资源，并通过课后练习题、导学泡泡、交

流平台、“语文园地”等助学系统，循序渐进地设

计支架式的学习任务和活动，培养核心素养。统编

教科书的编写体例，为教师制订学习目标提供了便

利，教师要用好它。

比如，三年级上册《在牛肚子里旅行》是“童

话世界”单元的一篇精读课文。课后除了列出要认

的10个生字、应读准的3个多音字、13个要写的

字，还编排了三道练习题：第一道题，分角色朗读

课文，体会青头和红头对话时的心情，读出相应

的语气；第二道题，从哪里可以看出青头和红头

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默读全文，至少找出三处

来说明；第三道题，红头的旅行真是惊险，画出它

在牛肚子里旅行的路线，再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

听。依据课后练习题，紧扣单元语文要素“感受童

话丰富的想象”，可以确定此课学习目标如下：第

一，认识“咱、偷”等10个生字，读准“骨、答、

应”3个多音字，会写“旅、咱”等13个字，会写

“旅行、要好”等 18个词语。第二，借助关键词

句，画出红头在牛肚子里旅行的路线，了解牛反刍

的科学知识，并借助路线图讲故事。第三，能分角

色朗读课文，体会青头和红头对话时的心情变化，

读出相应的语气。第四，默读课文，能找出证明青

头和红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的词句，体会到它

们之间真挚的友情。

不难发现，课后练习系统为确定学习目标提供

了思路与抓手。教师在研读统编教科书时，若能着

眼单元视角，抓住精读课文的课后练习题、略读课

文前的阅读提示等，就能有效确定学习目标。

（二）体现不同文体的特点

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的

综合性、实践性课程。［1］1语言文字运用包括体会

作者运用语言文字的规律和学生运用语言文字进

行表达和交流。要体会作者运用语言文字的规律，

“文体”是绕不过去的。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表达

特点，其教学价值也就不同。

新课程标准在第二、第三学段的“阅读与鉴

赏”部分，对不同文体均提出了不同要求。统编教

科书从三年级开始，以文体为单元分别编排了童

话、寓言、神话、现代诗歌、民间故事、古典名

著、小说，旨在落实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也在提醒

教师解读文本要有文体意识，确定目标要凸显文章

的表达特点，习作指导也要体现类别意识。唯有

此，教学时才能因文而异，突出重点。

四年级下册《绿》是一首现代诗歌，学习目标

确定为：第一，认识“挤、叉”2个生字，会写“瓶、

挤”等4个字，会写“墨绿、嫩绿”等8个词语，积

累描写绿色的词语。第二，能正确、流利、有感情

地朗读课文，在诗歌朗诵会的情境中，背诵课文，

体会诗人对美好世界的热爱与赞美。第三，能借助

关键语句想象画面，感受诗人的独特表达。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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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阅读，进一步感受诗歌语言的特点。

五年级下册《金字塔》编排了《金字塔夕照》

《不可思议的金字塔》两篇短文，前者是散文，后

者是非连续性文本，它们以不同的表达方式写了古

老的埃及金字塔。这是“世界各地”单元的一篇略

读课文，学习目标确定为：第一，能在语境中认识

“译、愧”等10个生字，理解“熠熠发光、遐想、

精湛”等词语的意思；第二，通过自主阅读，能结

合两篇短文的内容，说出对金字塔的了解，感受金

字塔的雄伟壮观、古老神秘的特点；第三，在小组

合作、梳理探究中，初步了解非连续性文本的特

点，能说出对两篇短文不同表达方式的感受。

六年级下册《十六年前的回忆》是一篇叙事性

作品，学习目标确定为：第一，会写“稚、避”等

15个字，会写“埋头、幼稚”等20个词语；第二，

默读课文，能按时间顺序梳理课文内容，能说出自

己印象最深的事；第三，关注人物的外貌、言行的

描写，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李大钊同志大无畏

的英雄气概；第四，查阅课文相关资料，加深对课

文的理解；第五，了解课文首尾呼应的表达方法。

这三篇不同文体课文的学习目标，鲜明地体现

了不同文体教学的重点。教师应引导学生掌握不同

文体的阅读方法，体现不同文体的教学价值。

（三）对接学生的学习起点

教学前了解学生的学习起点，有助于教师确定

教学起点、取舍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学习起

点可分为学习的逻辑起点与现实起点。逻辑起点是

指学生按照统编教科书进度应有的知识、技能积

累。现实起点是指学生在多种学习资源的共同作用

下已经具备的知识、技能积累。确定逻辑起点和现

实起点之间的距离，并做详尽合理的分析，是备课

与教学最为重要也最费精力的工作。［4］

比如，六年级下册《综合性学习：难忘小学生

活》在“依依惜别”板块设置了“举办毕业联欢

会”的活动，活动中有“交换毕业赠言”的流程，

体现了语文知识与能力的综合运用。关于如何撰写

毕业赠言，即使教师不教，学生也会写，这是学生

已有的现实起点。但学生自主撰写的毕业赠言，可

能会存在针对性不强、优劣不分等问题，这是学习

的逻辑起点。对接学生的学习起点，学习目标可确

定为：第一，结合生活经验、借助范例，了解赠言

的特点和内容；第二，选择对象，根据他们的特点

写一则毕业赠言，做到文从字顺、情感真挚；第

三，能分辨赠言的优劣，在互赠赠言的活动中，表

达依依惜别的同学情。

确定学习目标时，准确分析学生的逻辑起点和

现实起点，找准两者契合点，以学定教，为合理处

理教科书、调整课堂结构以及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提

供可能。

学习目标犹如课堂的航向，有效的学习始于知

道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备课精心研制学习目

标，教学设计紧扣学习目标，课堂流程落实学习目

标，才能使“教—学—评”一体化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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