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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

简称“新课程标准”）颁布以来，经过课程专家、

教研员和一线教师的共同研究、实践和探索，语文

学科的育人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核心素养导

向的语文课程目标深入人心，以中华优秀文化为载

体和语文学习任务为主体的语文课程内容得到广泛

认同，以语文要素为主线的单元整体教学实践精彩

纷呈。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理念上和操

作上的误区，譬如，盲目追逐概念之新，过分强调

单元之大，片面追求情境之奇，等等。这些误区不

仅无助于解决语文教学长期存在的浅表化、碎片

化、随意化问题，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课堂教

学的概念化、抽象化、形式化等新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理论工作者继续在学理

层面进行研究和澄清，更需要教研员和一线教师结

合具体课例开展研究，在实践中阐释和落实新课程

标准的新理念和新要求。本次基于“双新”（新课

程方案、新课程标准）的课程改革的根本目标是，

通过教与学方式的变革，追求更有意义的学习，全

面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语文课堂如何实现这一目

标，笔者提三点建议。

一、研究设计指向课程育人的核心问题

当前语文教学最大的问题是，对学生的学习起

点关注不够，缺乏学情研究意识，以知识教学为中

心，学习内容浅表性和碎片化。最典型的表现是教

学环节过多、提问琐碎、一问一答到底。教师追求

快速、平稳、顺利的课堂样态，与学生缓慢、多

追求更有意义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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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核心素养导向的语文课程改革深入人心，但在教学实践层面，存在着课堂

教学的概念化、抽象化、形式化等新问题。课程改革的根本目标是通过教与学方式的

变革，追求更有意义的学习，全面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语文课堂应重点研究设计指

向课程育人的核心问题、指向语用能力的语言实践活动、指向“教—学—评”一致性

的课堂评价，以落实语文新课程标准的新理念，用好统编语文教材，建构语文教学新

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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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复杂的学习历程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学科教

学的根本目标是促进学生的成长，也就是教育学

生“如何为人”“如何做事”。在新课程标准背景

下，语文教师要自觉把“学科教学”上升到“学科

育人”的高度，把自己的角色从“学科知识的代言

人”升级为“学科育人的探索者”。课堂上要用有

意义的核心问题推动学生学习，追求学习内容与学

生生活的有机联系，追求学生思维的萌发和想象的

丰富，让每个学生深度参与学习，获得学习的意义

感和效能感，获得精神的提升和审美的愉悦。

二、研究设计指向语用能力的语言实践

活动

当前语文教学的第二个问题是，不恰当地使

用“大概念”和“大任务”，造成学生的虚假学习

和概念化学习。具体表现为把丰富、生动的语文学

习压缩成传递语言知识、传授读写技巧的过程，课

文主旨理解标签化，离开课文内容“为方法而教方

法”，用抽象大概念和学习策略的演绎替代具体的

语言浸润与体验，等等。新课程标准开宗明义地提

出，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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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学习既不是知识驱动也

不是大概念驱动，而是语用任务驱动。培养学生语

文素养的基本途径是丰富多样的语言实践活动。因

此，设计科学、可行、有价值的语文学习任务及学

习活动流程，让学生经历真实完整的学习过程，是

新时期语文教师最重要的基本功。语言实践活动的

情境，分生活情境和文本情境。一般情况下，口语

交际课和习作课注重生活情境，阅读课更依靠课文

本身的情境。理想的阅读教学应在具体文本情境

中，在阅读目标和任务的驱动中，开展识字与写

字、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等语言

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在理解文本、积累感性语言经

验的基础上，领悟语言运用的规律，实现知识意义

和生命价值的自我建构。 

三、研究设计指向“教—学—评”一致性

的课堂评价

新课程标准高度重视评价改革，制定了四个学

段的学业质量标准，丰富了评价建议。新课程标准

把学业评价分为过程性评价和学业水平考试两大

类。其中，过程性评价又分课堂教学评价、作业评

价和阶段性评价。课堂评价是过程性评价的重要组

成部分。新课程标准指出，课程评价应准确反映学

生的语文学习水平和学习状况，注重考察学生的语

言文字运用能力、思维过程、审美情趣和价值立

场，关注学生学习过程与学习进步。［1］3 爱因斯坦

有一句教育名言：教育的价值，不在于学习很多事

实，而在于训练大脑学会思考。语文课堂评价要从

重视学习结果、正确答案，转到重视学习过程、课

堂表现。教师要走出自我为中心，打破追求“标准

答案”的惯性思维，建立以倾听关系为基础的平

等开放的课堂生态，创设“心理安全”的课堂氛

围，采用开放性评价标准和多种评价方式，引发学

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教师要从“主要提

问者”转为“倾听示范者”，倾听每一个学生的发

言，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鼓励学生质疑问

难、发挥想象。要充分发挥评价的激励和改进功

能，通过观察和评价学生的课堂表现，发现教学的

可能性，激发学生持续学习的兴趣，促进有意义深

度学习的发生。

我国正处于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

期，而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小学语文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天然地承担着

培养时代新人的光荣使命。我们要坚持目标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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