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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素 养

    1 9 9 7年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在《素养的界定与遴选：理论和

概念基础》中率先提出“核心素养”这一

概念，并将其归纳为“能互动地使用工

具 ”“能在异质社群中进行互动”“能自

律自主地行动 ”三个方面。



核 心 素 养

    2014年３月，《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

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发

布，“核心素养”一词在我国教育领域正式

亮相，自此，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的研制

成为课程改革的关键领域。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2016年9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框架对外公布，明确了“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主要是指学生
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
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
能力。”

从文化基础、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三
个方面，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
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
新六大要素和十八个指标，以圆形饼
图、文字的形式对其基本内涵和主要
表现进行了阐述。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语文素养是指“学生在语文方面表现出的‘比较稳定的、最

基本的、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学识、能力、技艺和情感态度价

值观’，融合了语文课程的整体目标追求”。

   三维目标：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语 文 素 养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01年实验稿）



语文核心素养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培养的核心素养，是学生在积极的语文实践活动

中积累、建构并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表现出来的，是文化自信和语

言运用、思维能力、审美创造的综合体现。

《2017年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
标准（2022年版）》

语言建构与运用

思维发展与提升

审美鉴赏与创造

文化传承与理解

文化自信

语言运用

思维能力

审美创造



课程改革脉络

    “双基”：

    三维目标：课程本位

    核心素养：以人为本

语文核心素养：学科育人



2011年版 2022年版

第一部分 前言
一、课程性质
二、课程基本理念
（一）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二）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的特点
（三）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四）努力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
三、课程设计思路
第二部分 课程目标与内容
一、总体目标与内容
二、学段目标与内容
第三部分 实施建议
一、教学建议
二、评价建议
三、教材编写建议
四、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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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理念
三、课程目标
（一）核心素养内涵
（二）总目标
（三）学段要求
四、课程内容
（一）主题与载体形式
（二）内容组织与呈现方式
五、学业质量
（一）学业质量内涵
（二）学业质量描述
六、课程实施
（一）教学建议
（二）评价建议
（三）教材编写建议
（四）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五）教学研究与教师培训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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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核心素养



语文是什么？

语文课程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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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语文课程开设目的？

语文课程致力于全体学生语文

核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

语 言 文 字





课
程
性
质

课
程
理
念

课
程
目
标

总目标

    在语文学习过程中，
培养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
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

学段目标（以第一学段为例）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的育人导向



01 02 03 04 05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日常生活

科技进步

革命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外国优秀文化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内容的主题与载体形式



构建素养型语文课程目标

总目标（9条）

文化自信

审美创造

思维能力

语言运用

立德树人

其余8条

第1条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培养的核心素养

文化自信

感受与热爱 了解与借鉴继承与弘扬 关注与参与

四
个
层
次
帮
助
学
生
增
强
文
化
自
信

      文化自信是指学生认同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有坚定信心。通过语
文学习，热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热爱中华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关注和参与当代文化生活，初步了解和借鉴人类文
明优秀成果，具有比较开阔的文化视野和一定的文化底蕴。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培养的核心素养

语言运用

语感、经验 内涵、情感意识、能力

三
个
层
次
帮
助
学
生
增
强
语
言
运
用语言运用是指学生在丰富的语言实践中，通过主动的积累、梳理和整合，

初步具有良好语感;了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特点和运用规律，形成个体语
言经验;具有正确、规范运用语言文字的意识和能力能在具体语言情境中有
效交流沟通;感受语言文字的丰富内涵，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具有深厚感情。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培养的核心素养

思维能力

思维能力 求真态度思维品质

注重思维品质的发展，在语言运用的过程中会关注语言的思维能力。

语言运用和思维能力是共生共长的。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培养的核心素养

审美创造

审美经验 审美观念审美能力

三
者
循
环
互
动
，
互
相
促
进

       审美创造是指学生通过感受、理解、欣赏、评价语言文字及
作品，获得较为丰富的审美经验，具有初步的感受美、发现美和运用
语言文字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涵养高雅情趣，具备健康的审美意
识和正确的审美观念。



    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核心素养，与高中一脉相承。义务

教育阶段更强调行为表现，比较宽泛。高中强调学科内部的

学科规律。体现了核心素养发展的阶段性和连贯性。

语文学科素养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
培养的核心素养

语言建构与运用

思维发展与提升

审美鉴赏与创造

文化传承与理解

文化自信

语言运用

思维能力

审美创造

构建素养型语文课程目标



四类语文实践活动



识字与写字 综合性学习

习作

阅读 口语交际

将五大课型活动化

2011年版

识字与写字

阅读与鉴赏

表达与交流

梳理与探究

语
文
实
践
活
动

2022年版



阅读单元 学习单元

识字与写字

阅读与鉴赏

表达与交流

梳理与探究

课程内容的变革

互
动
交
流
的
关
系

    以任意一个活动为起点，通

过这个活动互动其他的三个活动;

也可以以任意一个活动为中心，

通过这个活动来有机的组织其他

的三个活动。

    四个语文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用什么样的方式组织取决于学生的学习方法和要达成的

学习目标，这样就从一个单纯的阅读单元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学习单元。



1.设计听、说、读、写等语文实践活动，

  突显语文课程的实践性、综合性特征。

2.改变“传递—接受”式教学模式，

  改变以分析讲解推进教学 的思路。

3.树立“建构素养型课程目标”意识，改变语文评价观。

教 学 启 示



六大学习任务群



“学习任务群”

这个概念被我们熟悉，

起源于《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

高中阶段

十八大任务群

小学阶段

六大任务群

六大学习任务群

“大单元教学”“主题教学”“项目学习”“综合性活动”

等与“学习任务群”均有共通之处。



基础型

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
发展型

实用性阅读与交流

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

思辨性阅读与表达

拓展型

整本书阅读

跨学科学习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按照内容整合程度不断提升，分三个层面设置学习任务群



目的 主线

载体 手段

以发展学生语文核心素养为目的 以语文实践活动为主线

以学习任务群为载体 以整合为手段





2001年版实验稿

阶段目标
• 识字与写字
• 阅读
• 写话（习作、写作）
• 口语交际
• 综合性练习

2011年版

学段目标与内容
• 识字与写字
• 阅读
• 写话（习作、写作）
• 口语交际
• 综合性练习 2022年版

课程内容

• 基础型学习任务群

• 发展型学习任务群

• 拓展型学习任务群

01 02 03

首次单独设定课程内容

    用6个学习任务群呈现了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
程内容，是我们国家课程标准历史上首次明确呈现
语文课程的内容，是研究的进步，也是实践的进步。

课程内容的变革



基础型

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

发展型

实用性阅读与交流

文字阅读与创意表达

思辨性阅读与表达

拓展型

整本书阅读

跨学科学习

课程内容的变革

六大学习任务群体现了语文课程的时代变革



情境性

  
  综
    合
        
性

       
       实  
      践 
   性

u知识具有情境性，学习是情境化的实践

u情境具有动员学习的功能

u情境揭示了语文和生活的天然联系

u对情境的学习力和应变力是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

p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培养的核心素养，是学
生在积极的语言实践活动当中积累、建构，
并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当中表现出来的

p是文化自信、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审美
创造的综合体现

Ø
核心素养的四个方面是一个整体

语文学习任务群整体特点



典型的实践活动

统整的学习主题

真实的学习情境

课程内容的变化带动教与学的变革

学习任务群



内涵阐释

（设置意图）

学习内容

（分4个学段呈现）

教学提示

学习情境的设置

语文学习任务群的内部结构

学习内容的选择

学习资源

的调配

学习评价的设计

学习方法的使用

细致
安排



语文学习任务群的关系

六个学习任务群与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培养的核心素养

是多重对应关系，或者说是整体对应关系，每个学习任务

群都指向核心素养的整体提升，同时各具特定的育人功能，

整体推进与侧重发展相结合。

各学习任务群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相互交叉、渗透

的，体现出语文课程内容的综合性。



课程内容与高中的衔接

关注宽泛和灵活 关注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
体现两个阶段

素养型目标的差异



课程内容与高中的衔接

关
注
三
个
方
面

关注义务教育阶段每个学习任务

群的内部结构（三板块、四学段）

关注各个学习任务群之间的关系

（交叉渗透）

关注义务教育阶段和普通高中语

文课程内容的整体性体现出来的

这种阶段性、连续性



感谢观看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