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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四个方面的关系



核心素养四个方面的关系

核心素养的四个方面是一个整体。

• 这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是互相关联的，不能简单分割

既然是不能简单分割的整体，为何又要分为四个方面呢？

需要回顾一下本次语文课程改革的发展进程



核心素养四个方面的关系

2001年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

• 摆脱语文课程技术主义、知识本位、文本为纲等片面做法

• 将“语文素养”列为本课程的核心概念，强调语文课程应致力于

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1]

• 语文素养虽有外显的表现，但更多的是一种内隐的品质

2017年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

• 提出了“学科核心素养”的概念

• 把普通高中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分为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

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和文化传承与理解四个方面

• 进一步提炼归纳核心素养，以便教师把握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



核心素养四个方面的关系

• 是对学生通过语文课程学习应获得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

键能力的具体化

• 是对语文课程育人目标的凝练和整合

•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是一种内在的品质，它是凝聚在完整的人格中

不能分开的

• 这四个方面的核心素养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关系[2]

[2]王宁.巢宗祺.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解读（2017年版2020年修订）[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54.

分解开来解释是为了方便理解，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一个个单独施行，

一个个分别实现。



核心素养四个方面的关系

教师在设计教学目标时要避免一项项简单对应。

• 核心素养四个方面的提高是整体推进的，但在某一时段、某一教

学环节中又可能是有所侧重的

• 有时，显性教学内容只表现与学科核心素养的某一方面或两方面

相关，这是完全正常的

• 刻意追求在每堂课上都要体现出核心素养四个方面的提高，反而

会陷入刻板、机械、僵化的误区

核心素养就在语文教学的一般范畴内，它不是以推翻之前的一切为

基础，而是对语文课程育人目标的优势整合与发展推进。它是润物

无声的，是语文教育的恒久目标。



核心素养四个方面的关系

2022年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

• 提出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要培养的核心素养的四个方面

有鲜明的结构性特点

在四个方面中，“文化自信”是最上位的。

语言运用是最基础的。

语言运用是语文课程独有的：

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过程中，加深对祖国语文的理解与热爱，

建构语言运用机制，增进语文学养，努力学会正确、熟练、有效地运用

祖国语言文字。



核心素养四个方面的关系

其他三方面都与语言文字的应用有关：

• 在发展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同时推进思维机制的发展，提高思辨能力，

增强思维的严密性、深刻性和批判性

• 要激励学生在语文和其他学科的学习中，以及在生活中，坚持对美的

追求，培养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

• 要使学生在语文课程中进一步理解和尊重文化多样性，关注当代文化，

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积极参与先进文化的传播[3]

[3] 《基础教育课程》编辑部.走进新时代的语文课程改革：访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组负责人王宁[J].基础教育课程.2018（1）：21-26



核心素养四个方面的关系

“语言运用”在核心素养中起带动其他三项的作用，是核心素养的基础，

其他三项的实现，必须经由语言运用这一途径。

理解核心素养，必须对“语言运用”与其他三项的关系有清晰的认识，

才能避免出现悖离语文课程性质、丢失语文课程特点的情况。



核心素养四个方面的关系

文化自信

思维能力

语言运用

审美创造



语言和思维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也是思维的重要基础，是我们传达所思所想的

必要途径。

“如果所有清晰的思维都有一个逻辑结构，

那么这些思维的表达也要遵循一个清晰的结构，

这种表达上的逻辑结构便可称作为语言。”

维特根斯坦



语言和思维

[4] 维特根斯坦.不可言说之处[DB/OL]思路哲学2021.8.29

尽管语言也许不能表述一切，恰如维特根斯坦的另一句名言

“不可言说的，一定要悄悄地经过” [4] ，但语言对于思维的

重要是毋庸置疑的。

从几个世纪前的科技革命之初起，语言就一直被认作人类

认知能力的核心，语言是思想的源泉、构建模式和表征手段，

因此语言构成思想，并具有创造性。



语言和思维

语言发展的过程也是思维发展的过程。

[5]怀特海.思维方式[M].刘放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5-36

• “如果没有语言，思维的维持、思维的从容恢复、

思维的交织为更为复杂的东西、思维的交换，都要

大大地受到限制”

• “语言表现为思维在习惯上的结果和思维在习惯上

的显现。” [5] 

怀特海



语言和思维

同时，语言也能将思考内容外化，外化的内容构成一个外部系统，

它以声音作为载体[6]。

[6] 乔姆斯基.人类认知的边界在哪里[DB/OL].Brain Quake 大脑激荡2020.03.11

你可以把自己的思考结果告诉别人：“我觉得李白的《静夜思》表现

了很深的思乡之情。”

假如把这些思想写下来，那么思维就外化为对《静夜思》的读后感。

例



语言和思维

相对来说，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比较好理解。

比较显性的把思维和语言结合在一起的例子：

不少老师在教学中使用思维导图等工具试图让思维可视化。

例

至于暗含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思维活动就更多了。



语言与审美

如果说，思维不借助语言的例子罕见的话，

审美不借助语言的情况就比较普遍了。

一幅画作、一首乐曲、一个舞蹈、一栋建筑甚至自然景色，

都可以是审美对象。

例

语文课程要激励学生在语文和其他学科的学习中、在生活中坚持

对美的追求，培养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

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语言与审美

首先，语文课程的审美对象是有主次之分。

虽然审美对象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

• 语言文字及作品是最重要的审美对象

• 首先是语言文字，其次是作品

包括语言文字作品，也包括绘画、音乐、舞蹈、建筑等作品，

但毫无疑问的是，必须以语言文字作品为主。
作品



语言与审美

语文课程的审美对象

语言文字
及作品

其他作品

语言文字及作品之外的审美对象，
如自然景色



语言与审美

其次，语文课程的审美活动是通过语言文字来完成的。

无论什么样的审美对象、无论它是否由语言文字组成，

我们对它的欣赏都将通过语言文字表现出来：

在这方面，很多文人为我们做了榜样，如：

白居易的《琵琶行》、李贺的《李凭箜篌引》、

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傅雷的《蒙娜丽莎的魅力》等，

它们分别是对乐曲、舞蹈、画作的审美。

至于吟咏和描写自然风光的诗词散文就更加不胜枚举了，通过这些文字，

得以窥见艺术作品和大自然的美妙，获得真切的审美体验。

例



语言与审美

语言文字及作品

进行审美、欣赏

艺术作品和大自然的美妙

表现审美体验

这个过程，既是表现美的过程，也是创造美的过程。

• 创造美当然包括创作各种各样美的东西，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

在提倡综合性学习的大背景下，创造美的作品可能是丰富多样的

• 但是，作为语文课程的审美活动，重点还是应该提高用语言文字

创造美的能力。



语言与文化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同样是紧密的。

[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1.

• 不论是包括了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7]的广义文化，还是狭义的

甚至专义的文化，都和语言文字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 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 尤其是指精神财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狭义文化，包括文学、艺术、

教育、科学等

• 这些活动绝大多数都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

文化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



语言与文化

• 语言文字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是文化中有标志性意义的部分

语言文字本身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从秦王朝的“书同文”，到今天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都传递着

中华文化寻求更大限度融合交流的特点

• 汉字的形态美、音韵美和意蕴美更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体现



语言与文化

• 对语言文字的学习，既是在传承文化，也是在建设文化

学习语言文字的过程也是文化积淀与发展的过程

在只有口头语言文化的远古时代，人类耗费了无数年月，也未能

实现文明的大进步。直到后来文字出现，人类才掌握了积累、传递

知识的技巧，继而四大发明诞生，社会开始飞速发展，直至今日。

•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的发展历史是由书构筑起来的，

也是由书传承下来的[8] 。

• 书籍作为文化成果之一，用语言文字的形式，记录着文化的

发展，同时也推动着文化的发展。

例

[7]斋藤孝.深阅读:信息爆炸时代我们如何读书.[M].程亮，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11



核心素养四个方面的关系

• 在语文课程中，学生的文化自信、思维能力和审美创造都是以语言运用

为基础，并在学生个体语言经验发展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 我们要关注的，是核心素养四个方面的综合发展和整体推进，同时要

始终坚持“语言运用”在核心素养中的奠基作用。

让学生演习地方戏曲，既是在帮助他们建立文化自信，也是在引导

他们进行审美创造。

但如果这一活动是被放置在语文学习中的，那么更值得去关注的，

一定是戏曲的唱词、宾白等文字表达部分，或者是剧情编排、人物

形象塑造等，而不会是身段、台步、脸谱、服饰等，除非这些东西

和语言文字发生了关联。

例



思考题

“核心素养”的四个方面是什么关系？

“语言运用”在核心素养的地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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