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2024年第8期·　　　　 ·新西部

《 义 务 教 育 语 文 课 程 标 准 （ 2 0 2 2 年 版 ） 》 提 出 ，

语文课程围绕核心素养，通过课程学习逐步形成正确的

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要调动多元主体，丰富

课程资源，教师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潜力，积极利用

和开发各类课程资源，不断增强课程意识，拓展资源领

域 、 丰 富 资 源 类 型 。 运 用 课 程 资 源 促 进 学 习 方 式 的 转

变，优化教学活动。课程意识深入人心，课程资源的开

发与生成离不开教师的课程设计与实践。

核心素养是课程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生在语

文实践活动中积累、建构，是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

表现出来的。因此，基于核心素养下的课程设计，要在

实践活动中进行设计建构，生成多元课程资源，利用数

字赋能将实践活动中生成的课程资源可视化，培养学生

的文化自信、审美创造等核心素养。如何进行核心素养

下的小学语文课程设计与实践，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

着手。

跨媒介学科融合拓宽学生视野，

培养创新思维促进学习方式变革

在数字化时代，跨媒介学习成为拓宽学生文化视野

与培养创新思维的有效途径。通过整合文字、图像、音

频、视频等不同媒介，设计跨学科的语文学习活动，不仅

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促进其批判性思维与创新

表达能力的发展，从而深化对学科知识的理解与应用。

结 合 五 年 级 下 册 第 三 单 元 内 容 ， 设 计 “ ‘ 字 ’ 从

遇见你遨游汉字王国”的五年级春季项目化学习活动，

课程设计三个站点：汉字文化馆（绘汉字演变、品甲骨

文之美）；汉字趣味馆（体汉字趣味、感结构之趣）；

汉字生活馆（寻汉字发展、找姓氏之源）。在项目式学

习实践活动中，利用互联网搜集相关资料，绘制汉字演

变思维导图，观看汉字演变纪录片，根据个人喜好选择

有趣的汉字完成字体演变绘本。汉字是中华文明的记录

者，学生在搜集汉字演变过程中自然而然生出对中华文

化的自豪感，树立文化自信。学生制作“偏旁转转乐”

转盘，感受形声字这一造字法出现的意义，采用“刮刮

乐 ” 的 方 式 ， 搜 集 生 活 中 的 易 错 字 ， 制 作 “ 刮 刮 乐 易

错 字 集 ” 极 大 地 激 发 了 学 生 学 习 的 兴 趣 。 “ 找 姓 氏 之

源”，呈现甲骨文姓氏图，借助与姓氏有关的名人故事

促使学生了解中华的姓氏文化。

将三个站点相关活动以视频的形式呈现，将所有的

图文资料、音频资料进行整合，使汉字文化深入人心。

五 年 级 上 学 期 课 程 设 计 “ 悠 悠 琴 韵 绵 延 三 秦 ” 的

学科融合活动，从陕西的地方文化为切入点，唤醒学生

对传统文化、本土文化的兴趣，从秦腔的基本特色入手

在实践活动中感受秦腔的魅力所在。课程设计了四个板

块：侃秦腔、画秦腔、奏秦腔、吼秦腔。“侃秦腔”板

块是为秦腔制作亮眼的名片，内容包括：秦腔的别名、

起源、发展、角色类型、有名的班底、有代表性的演员

以及曲目等内容，学生以海报的形式呈现，学生在完成

名片的制作过程中既要搜集整合信息，又要进行语言的

表述，了解秦腔的发展历史，在多学科融合过程中完成

了关于秦腔剧种的知识建构；“画秦腔”板块以任务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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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教育改革的核心趋势之一，是聚焦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以促进其全面发

展。小学语文教育正经历从传统模式向核心素养导向模式的深刻转变。本文旨在探讨如

何通过跨媒介学科融合、主题引领以及项目式学习等创新课程设计，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

变革，培养其成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的未来公民。文章深入分析了

跨媒介学习如何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与创新思维，主题引领如何深化学科育人理念，项

目式学习如何激发学生自主学习与知识建构，通过具体案例展示了这些创新策略在小学

语文教育实践中的应用与效果，为深化小学语文教育改革提供了实证依据与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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