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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素养下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方法
吕文文

聊城市莘县朝城镇南关小学，山东省聊城市 252000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学科素养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应用方法。学科素养强调将学科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学科素养的应用能够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跨学科

能力。本文将介绍几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包括文本分析、问题解决、和跨学科整合，以促进学科素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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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文教育一直以来都是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学

科素养作为一种综合性素养，正在逐渐引起广泛关注。

学科素养强调学科知识的灵活运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

养，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在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学科素养的应用能够提升学生的

文学素养，培养批判性思维和跨学科能力。本文将探讨

学科素养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应用方法。我们将介

绍学科素养的概念和重要性，强调其在小学语文教育中

的价值。我们将详细阐述几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包括文

本分析、问题解决和跨学科整合。这些方法有助于学生

更深入地理解文本内容，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同时

也能够将语文知识与其他学科相结合，提高跨学科综合

素养。

1 学科素养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重要性

学科素养，作为综合素养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对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价值。语文教育不

仅仅是传授语言知识和阅读技巧，更是培养学生的文学

素养、批判性思维和跨学科能力的关键环节。在这一背

景下，学科素养的应用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显得尤为

重要。

学科素养能够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文学素养包括

对文学作品的理解、鉴赏和创造。学科素养的核心理念

之一是将学科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通过阅读文学作

品，学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文本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社

会背景，从而提高文学素养水平。他们能够更好地欣赏

文学作品，感受其中的情感和思想，培养审美情趣。

学科素养培养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小学语文阅读

教学不仅要求学生理解文本，还需要他们有能力分析和

评价文本。学科素养强调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使他们

具备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通过学科素养的应

用，学生能够更好地分析文本中的观点、逻辑和论证，

提高批判性思维水平。

学科素养不仅仅是单一学科内的知识和技能，还包

括了学科之间的联系和整合。语文教育不应该孤立于其

他学科，而应该与其他学科相互融合，以实现综合素养

的培养。学科素养的理念强调学科之间的联系和整合，

通过跨学科的教学方法，可以将语文知识与其他学科知

识相结合，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

跨学科整合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语文作为

一门综合性学科，可以与其他学科如历史、科学、艺术

等相互融合。通过跨学科整合，学生能够将语文知识应

用到其他学科的学习中，同时也能够将其他学科的知识

与语文相结合，形成更丰富的综合素养。例如，在历史

课上，学生可以通过阅读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更深入

地理解历史事件和文化背景；在科学课上，学生可以通

过阅读科普文学作品，学习科学概念和实验原理。这种

跨学科整合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知识广度和深度，培养更

全面的综合素养。跨学科整合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跨学科

思维能力。语文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使他

们能够将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相互结合，解决复杂的

问题。通过跨学科整合的教学方法，学生可以培养批判

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能够跨足

不同学科领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

复杂问题。这种跨学科思维能力对学生的综合素养和未

来的学习和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学科素养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具有重要的重要

性。通过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培养批判性思维和跨学

科能力，学科素养的应用有助于小学生更好地应对语文

教育中的各种挑战，为他们的综合素养培养奠定坚实的

基础。在教育实践中，教育工作者需要积极探索学科素

养的应用方法，不断改进教学策略，以更好地满足学生

的学习需求。只有通过将学科素养的理念融入到小学语

文阅读教学中，我们才能培养出更具综合素养的新一代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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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本分析：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

文本分析是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重要环节，它不

仅有助于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文本，还能够提升他们的文

学素养。文学素养是指学生在文学领域的知识、鉴赏和

创作能力，包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欣赏，以及对文学

表达形式的把握。通过文本分析，学生能够更好地发展

文学素养，提高对文学作品的感悟和鉴赏能力。

文本分析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文学作品的内涵。在

语文阅读教学中，学生通常会接触到各种文学作品，包

括诗歌、小说、散文等不同体裁的文本。通过对文本的

分析，学生可以挖掘出其中蕴含的情感、思想和主题，

深入理解作者的用意和表达方式。这有助于学生更全面

地理解文学作品，提高对文本的感知和解读能力。文本

分析培养了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文学作品往往具有多

层次的意义和丰富的修辞手法。通过文本分析，学生可

以逐步培养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品味，发现其中的美感和

艺术价值。他们能够更好地欣赏文学作品中的文学语言、

意象和情感表达，提高文学鉴赏的水平。

文本分析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还具有重要的文

学创作价值。通过深入分析文学作品，学生不仅能够更

好地理解作者的表达方式和写作技巧，还能够积累丰富

的文学素材和创作灵感。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文学创作

能力，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和表达能力。文本分析可

以帮助学生学习文学作品的结构和构思。通过分析文本，

学生可以了解作者是如何构建故事情节、创造人物形象

以及运用修辞手法的。这些知识可以被学生用来构思自

己的文学作品，帮助他们更好地组织故事情节，塑造角

色，并运用各种修辞手法来丰富自己的文学创作。文本

分析可以激发学生的创作灵感。文学作品往往包含丰富

的情感和思想，通过深入分析文本，学生可以感受到作

者的独特视角和情感表达。这些感受可以激发学生的创

作灵感，启发他们创作具有深度和情感的文学作品。学

生可以借鉴文本中的主题、意象和情感，将其融入自己

的创作中，从而提高文学创作的质量和深度。

文本分析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通过深入分析文学作品，学生能够提升文学素养，

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欣赏，同时也有助于文学创作

能力的培养。在教育实践中，教育工作者需要引导学生

进行有针对性的文本分析，培养其文学素养，为其未来

的学习和生活打下坚实的文学基础。

3 问题解决和跨学科整合：培养批判性思维和
跨学科能力

问题解决和跨学科整合是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

重要教育策略，它们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跨

学科能力。这两个方面的能力对学生的综合素养发展至

关重要，因此在语文教育中的应用具有重要价值。

问题解决是一种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方法。在阅

读文学作品时，学生常常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挑战，如理

解文本难点、解释作者意图等。通过引导学生解决这些

问题，可以激发他们的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要求学生

分析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评估不同选项，并做出明智

的选择。这一过程培养了学生的逻辑思考能力、判断力

和决策能力，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深化对

文本的理解。跨学科整合是一种促进跨学科能力发展的

方法。语文教育不应该与其他学科孤立存在，而应该与

其他学科相互融合。跨学科整合强调不同学科之间的联

系和互补，通过将语文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相结合，可

以帮助学生更全面地理解文学作品。例如，通过与历史

学科的整合，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中的历史背

景和文化元素；通过与科学学科的整合，学生可以更好

地理解科幻文学作品中的科学概念。这种跨学科整合有

助于学生培养综合素养，提高他们的跨学科思维能力。

问题解决和跨学科整合也有助于学生的实际应用

能力。通过解决问题和跨学科整合，学生能够将所学知

识应用到实际情境中，提高实际问题解决能力。这对他

们的综合素养和未来的学习和生活都具有积极影响。问

题解决和跨学科整合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它们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跨学科能

力，提高综合素养水平，同时也促进了知识的实际应用。

在教育实践中，教育工作者需要积极探索问题解决和跨

学科整合的教学方法，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只有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实际应用，学生才能更好地应对

语文教育中的各种挑战，培养出更具综合素养的新一代

公民。

结语

学科素养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通过强调学科知识的实际应用，可以提高学生的文

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跨学科能力。文本分析、问题解

决和跨学科整合等教学方法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教育

工作者需要不断努力，将学科素养的理念融入到教学实

践中，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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