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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基本理念下小学语文教学策略探讨——以

《狼牙山五壮士》为例
林佳欣

成都大学师范学院，四川成都，610106；

摘要：课标是教师进行教学的导航与指南针，而新课标的颁布也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课

标使现有的课程结构有所调整，而教师教学也要根据新课标做出改变和优化，对教师的要求有了整体的提高，这

对于教师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所以在这种环境下，教师就应该不断丰富自己，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

力，与此同时还要积极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提出新的教育理念，做到将语文教学与生活实际相联系，充分利用现

代信息技术，丰富语文教学课堂，激发学生对语文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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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简称“新

课标”）在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学业质量

以及课程实施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新课程理念要求

教师要注重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注重学生学习的阶段

性、注重教学内容的整合性，与此同时，教师还要创新

教育教学方式，主动顺应教育变革，创造性地开展语文

教学，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独特的育人功能，让学生在新

时代的教育理念下获得更好的发展
[1]
。

1语文新课标基本理念概述

1.1 立足于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发展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以发展

学生的核心素养为根本目的，以培养学生的识字与写字、

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等能力为主要任

务。语文核心素养主要表现在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

承与理解、语言建构与运用以及思维发展与提升等方面。

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是语文新课标强调的重点，所以语

文教师在教育教学时要将培育学生核心素养放在重要

地位，教师在拟定课程目标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语文

综合能力，同时还要照顾到个别学生的特殊性，要做到

面向全体学生，打好每一位学生的语文基础，提升每一

位学生的语文修养，才能发展每一位学生的语文核心素

养。

1.2 注重课程结构的阶段性与发展性

学生是发展中的人，且学生的身心发展具有阶段性

的特征，所以教师在进行语文教学时要充分考虑到学生

的身心发展特点，开展阶段性教育和针对性教育，并且

教学还要与学生的生活实践相联系，才能激发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同时，教师还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每一位

学生，因为每一位学生都有巨大的发展潜能，所以教师

在进行语文教学时还应该具备整合多方教育资源、教育

内容的能力，要注重学生学习的整体性与发展性。新课

标也提出了语文学习任务群的要求，学习任务群就要求

教师要注重语文教学的整体性，学习任务群也是基于学

生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在不同的学段有不同的要求，

立足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既考虑了学生发展的阶段性

需求，又突出了语文教学的发展性特征。

1.3 突出课程内容的整合性与价值性

新课标强调课程内容的整合性，在语文教学上注重

听说读写的整合，致力于促进学生在知识与能力、过程

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整体发展。新课标还提出

课程内容要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联系，倡导跨学科教学，

以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促进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新课标还十分重视对学生价值观的引领，注重

对学生思想情感的熏陶与感染，课程内容大多围绕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教学，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情感体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1.4 增强课程实施的情境性与实践性

新课标强调语文教育要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联系，

语文教育不能是空洞的、理论的，要具有生活实践性，

才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求知欲，在熟悉的生

活实践中鼓励学生乐于实践、勇于探索，引导学生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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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式、探究式等多样化的学习方式，来培养学生良好

的学习习惯和对语文学习的浓厚兴趣。教师在进行教学

时还要创设丰富多样的学习情境，让学生置身于情境中，

才能更好的学习、体会和感悟，才会有更好的学习体验

和学习收获。当然，学习情境的设置也要符合学生的身

心发展特点，教师要考虑到学生当前的认知能力和接受

能力，创设的情景应该与语文学习、社会生活和学生的

实际经验相关联，这样才能发挥情境式教学的最优作用。

教师还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辅助教学，丰富学生

语文学习的渠道和方式，以此帮助学生提高语文学习能

力，促进核心素养发展。

1.5 倡导课程评价的过程性与整体性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评价是促进学生学习，改进教师

教学的重要手段，更是全面落实语文课程目标的重要环

节。课程评价能反映出学生的语文学习水平和状况，在

进行评价时，要重点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肯定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取得的进步和收获。评价的手段和方式也十

分重要，要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学习目标，

选用恰当的评价方式，重视评价的过程性，突出评价的

作用和意义。新课标强调学生学习的整体性，而义务教

育语文课程评价也要注重评价的整体性和综合性，从整

体的视角出发，不能仅仅局限于取得的结果，要用发展

的眼光去看待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抓住重点，综

合评估。

2 新课程理念下的小学语文教学策略

教师要准确理解义务教育语文课程的基本理念，把

握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基本规律，根据课程目标、课程

内容和学业质量的要求，创造性地开展语文教学，充分

发挥语文学科独特的育人功能。

2.1 创设学习情境，明确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关于教师组织的教学活动会引起学生

发生何种变化的明确表述，是指在教学活动中所期待得

到的学生的学习结果。在教学过程中，教学目标有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教学活动以教学目标为导向，且始终围

绕实现教学目标而进行
[2]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

要根据教学内容制定合适、明确、可行的教学目标，并

将核心素养融入教学目标，这样才能使整个教学过程发

挥出最优效果。

如《狼牙山五壮士》这篇课文，它是部编版小学语

文六年级上册二单元中的一篇精读文章，这个单元的大

主题是“革命岁月”，结合单元主题和这篇课文的具体

教学内容可以制定以下教学目标：

掌握本课重点生字、词语，联系上下文体会不同词

语在文中表达的感情色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课

文内容，仿照课后的例子用小标题的形式理清课文脉络，

然后用自己的话讲讲这个故事。

体会课文既关注群体，又聚焦个体的写法，了解其

表达效果。

通过抓住重点语句以及五位壮士痛击敌人和英勇

跳崖的动作、神态等细节描写，体会五位壮士坚贞不屈

的英雄气概和伟大精神。

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学习五位壮士坚贞不屈的英

雄气概和为人民利益勇于献身的大无畏精神。

学生身临其境的感悟和体验在语文课的学习中尤

为重要，特别是像《狼牙山五壮士》这样有着浓厚感情

色彩的文章，《狼牙山五壮士》是一篇与抗日战争有关

的课文，而抗日战争这个背景与学生的实际生活是有一

定距离的，学生在学习这篇文章时无论是学习兴趣还是

理解能力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所以，教师在上这篇

课文之前一定要充分利用各方面的资源，比如可以借助

信息技术为学生提供图文并茂的解释或生动的史实影

片，进而帮助学生了解文章所讲述的历史背景，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营造

良好的课堂学习氛围，从而为这篇课文的学习奠定良好

的情感基础。

2.2 立足核心素养，突出以文化人

教师应该充分、全面地理解核心素养的内涵，全面

把握语文教学的育人价值。新课标提出，要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养，教师在教学时就要把握好四个方面的整体交

融，教学目标的设定既要有所侧重又要融为一体；注意

要在识字与写字、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

究的过程中，整体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还要注意教学

目标之间的关联，不能只是核心素养四个方面的简单罗

列。教师还可以充分利用语文学习任务群来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养，教师在进行《狼牙山五壮士》的教学时就可

以发挥学习任务群的作用，让学生掌握既关注群体又聚

焦个体的写作手法。教师还要带领学生学习本课的生字

词，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将“寇”与“冠”字进行区分；

“抡”与“抢”字进行区分；“悬”与“县”进行区分。

还可以让学生通过朗读“居高临下”、“昂首挺胸”、

“粉身碎骨”、“惊天动地”、“气壮山河”、“斩钉

截铁”“悬崖”、“壮士”、“崎岖”、“山涧”等词

语来赏析、体会这些词语表达的感情色彩，并通过联系

上下文和借助自己的知识储备来尝试解释这些词语的

意思。引导学生在阅读课文时，想象课文中描述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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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身临其境才能更好的体会文章所描述的强烈的

英雄气概和伟大精神。

教育教学就是在进行文化传递，教师将优秀的传统

文化和时代文化以课程内容为载体传递给学生，并以此

来培养塑造学生成长为能适应社会发展和能为社会做

出贡献的人
[3]
。教师应充分认识到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和

人文性的特点，语文学科的内在价值就是以文化人、育

人、养人。《狼牙山五壮士》表达了浓厚的革命精神，

将革命文化与传统教育融入语文学科的教学中，目的就

是让学生重温历史和感受革命精神。此外，在教师的引

导下，学生通过对文章故事的阅读与理解，可以使学生

深刻的感受到狼牙山五壮士甚至是所有革命壮士的坚

贞不屈的英雄气概和伟大精神，在行动和思想上潜移默

化的受到熏陶和启迪，从而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

不易，应当格外珍惜，借此培养他们吃苦耐劳、艰苦奋

斗的良好品格和优良精神。

2.3 着眼生活实践，创新教学方式

语文教学应该与生活实际相联系，脱离生活实际的

语文教学是空洞的，是学生难以理解和不感兴趣的，只

有在学生熟悉的生活实际中进行语文教学才能激发学

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学生才会勇于探索和乐

于探索，才能充分感受语文的魅力，更好的学习语文。

《狼牙山五壮士》中的很多词语和场景都需要教师结合

生活实际来引导学生去理解和想象，如去爬过山的同学

可能更能理解“在崎岖的山路上，横七竖八的躺着许多

敌人的尸体”、“战士们也昂首挺胸，相继从悬崖往下

跳”等文章所描述的这些场景和画面。比如在学习第三

自然段的“走哪条路呢？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群众和连队

主力，班长马宝玉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声：“走！”带头

向棋盘陀走去。战士们热血沸腾，紧跟在班长后面。他

们知道班长要把敌人引向绝路”，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

现实生活中的事件入手，比如消防员战士为救火而牺牲

的事件，去体会五位壮士宁可牺牲自我去保全大家的伟

大精神。

2.4 注重价值引领，重视情感熏陶

语文教学最重要的就是对学生进行情感熏陶，这也

是语文学科人文性的体现。教师在教学时会特别注重引

导学生去思考、体会和感悟每篇文章表达的思想情感，

并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及良好的人生品

格和优秀的生活精神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传递给学生。

如在学习《狼牙山五壮士》这篇文章时，学生应先了解

当时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史实，才能更好地体会文章表达

的思想情感，把握文章的整体内容。在文章学习接近尾

声时，学生也能完全体会狼牙山五位壮士不怕困难、勇

敢乐观、抛头颅洒热血的大无畏革命英雄气概和伟大的

奉献精神。在此时，教师可以趁着学生的这一股热情与

激情，继续引导学生的情感共鸣，让学生知道革命之路

虽艰苦，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总会有胜利的一天。引

导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激发起学生浓浓的爱国情怀。

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注重陶冶学生的情操，

情感的牵绊与共鸣也是语文学习的得力助手。当学生与

文章表达的思想情感有了一定的共鸣，那学生在学习这

篇文章时就会游刃有余，学习积极性与学习兴趣也会不

断提升。在文章学习完后，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一

系列的延伸活动，比如相关内容的诗朗诵、读后感写作、

绘画比赛等，来巩固延续学生的爱国热情以及大无畏的

奉献精神。

综上，在新课程基本理念下进行小学语文教学，教

师在制定教学目标时就必须要坚持素养导向，并且语文

教学要与生活实际相联系，还要注重教学内容的整体性

和价值性，要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育人功能。教师还要

在新课程理念下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教学理念，全力推

动语文教学的质的飞跃，让语文教学也与时俱进，从而

推动语文新课标从理念走向实践，并取得一定成果。

参考文献

[1] 肖文华.新课程基本理念下小学语文教学策略研

究——以《七律·长征》为例[J].文科爱好者（教育

教学），2023(01):249-252.

[2] 原晓华.浅议新课程理念下小学语文教学策略探

究[J].2021 年基础教育发展研究高峰论坛，2021:594

-595.

[3] 段彩云.浅议新课程理念下小学语文教学策略[J].

天天爱科学· 教育前沿，2021：17-18.

作者简介:

林佳欣（1999.03），女，汉族，硕士研究生，成都大

学，研究方向：小学语文教学方向


	新课程基本理念下小学语文教学策略探讨——以《狼牙山五壮士》为例林佳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