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语文课程标准 小学语文课程
标准心得体会实用(精选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篇一

作为一线的小学语文教师，再次重温《语文课程标准》，我
最大的感受就是教学目标更明确了。就语文学科而言，原来的
《语文教学大纲》在教学目标上，曾出现过两种不良倾向：
一是过分强调思想性;二是过分强调文学性。滔滔不绝一堂课，
到头来，学生在语文能力的培养上收效甚微。新的课程标准
明确提出了要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一是主张实现教学上的
主体性，一是强调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

新课标要求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要求学生扩大知识面，
要求课堂教学中师生互动等，我将根据新的语文能力实践系
统，致力于学生语文综合素质的提高，促进语文课程的呈现
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对于小学语文教学来说，既要
转变教的方式又要转变学的方式，培养和形成“自主、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在这两个转变中，教的方式转变是主要
矛盾，教的方式一转变，学的方式也随之转变。把课标学习
与教材教法研究结合起来;要钻研新教材、理解和把握新教材，
用好新教材;要重视教学反思、个研究和收集;要牢记验证课
标和检验教材的实验任务。在教学实践中，我将力求打破传
统封闭、单项、机械的教学模式，主要将采取了以下几点作
法：

1、认真学习新课标，深入领会《语文课程标准》的精神实质，
切实转变观念，克服以往在语文教学中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忽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过分追求学科知识系统的
错误倾向，真正确立语文教育的新理念，通过教学任务的完
成，全面提高学生的整体语文素养，注重提高学生的语文实
践能力，积极倡导、促进学生主动发展的学习方法，拓宽学
习和运用的领域，注重联系生活、跨学科的学习和探究式学
习，使学生获得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终身受用的语文能力。

2、我还将从整体上把握实验教科书，弄清其编写意图、体系
特点，弄清教科书与《课程标准》、教科书各教程之间的内
在联系，弄清教科书各种编辑设计的意图和着力点，以在备
课和教学活动中准确设的定教学的重点，找准达到《课程标
准》提出的课程目标的落脚点，有效地实施语文教学。

3、在准确把握教科书编辑思想的基础上，从本班本校本地的
实际出发，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和不同教学内容，创造性地
灵活地选择和运用教科书的各种设计，采取合适的教学策略，
把读写听说和综合实践活动落到实处;大力改进课堂教学，提
倡启发式、讨论式教学;积极开发课堂学习资源和课外学习资
源，沟通课堂内外，沟通平行学科，创造性地开展各种活动，
增加学生语文实践的机会，让学生在实践中丰富语言积累，
掌握学习方法，提高基本技能，接受熏陶感染，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打下扎实的语文基础;鼓励学生采用各种手段扩大
阅读面，增强学生在一切场合学语文用语文的意识，积极参
加各种课改活动，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新的一轮
以课程与教材为核心的改革正在逐步展开，这给小学语文教
学带来了生机，当然也带来了挑战。

4、培养学生阅读的兴趣，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一个人知识
的获取主要靠的是阅读。语文教学一方面要重视培养学生阅
读的乐趣;二要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儿童是否能培
养起阅读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第一学年的教学活
动。如果老师能发现、奖励和发展学生在阅读中所表现出来
的每一个优点，那么他们就会以乐观的态度去对待老师的教
学活动，爱上这门课程。低年级语文教师在日常教学工作中



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培养学生喜欢上语文课，感受到
阅读的乐趣。教学尽可能增加趣味性，在活动中、在游戏中
引导学生学习语文，应用语文，使学生品尝到学习语文的乐
趣，这样才能增加兴趣。

5、学会阅读的方法，培养阅读能力。 坚持“以读为本”，
引导学生学会“读书”。阅读教学以读为本，体现了语文教
学的本质特点。读的次数多、内容多、形式多，有利于感悟
和积累，有利于废止繁琐分析，有利于打破沉闷呆板的课堂
气氛。各个年段的阅读教学都要重视朗读、默读、背诵。小
学阶段特别要加强朗读和默读的指导。要重视指导朗读和学
生进行有感情朗读的方法，用培养语感和感悟力的方法来理
解课文。默读，要指导学生学会一边读，一边想，知道在什
么地方想，想什么。怎么想。学过的诗文，要提倡多背诵。
背诵是语言和文化的储存、积累，学生不仅得益于当前，而
且受益于一生。

让学生从小养成独立阅读的能力，注重情感的体验，有较丰
富的语言积累，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法。初步理解、鉴赏文
学作品，受到高尚情操与趣味的熏陶，发展个性，丰富自己
的精神世界。让他们从小喜欢阅读，感受阅读的乐趣。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篇二

听完吴教授对新课标的解读，让我明确了对于小学语文教学
来说，既要转变教的方式，又要转变学的方式，培养和形
成“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在这两个转变中，教
的方式转变是主要矛盾，教的方式一转变，学的方式也随之
转变。新课标告诉我们，没有坚定的新课程理念，真正意义
上的教与学方式的转变是不可能的。把课标学习与教材教法
研究结合起来；要钻研新教材、理解和把握新教材，用好新
教材。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篇三

《新课程标准》是《语文教学大纲》修订之后，教育部颁布的
《新课程标准》），这是面对时代挑战作出的积极回应。面
对语文教学的重要变革，让我们一线教师作出应答，是每一
个语文教师面前的现实课题。

通过学习我们明确了《语文课程标准》在课程目标和内容、
教学观念和学习方式、评价目的和方法上进行了一次系统而
大胆地变革。它吸收了现代课程论的最新成果，对语文课程
的性质、特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新的理念对于富有胆识、
敢于创新的人来实践它。它在呼唤着能够对课程标准的理念
进行准确诠释，以新型的教学方式完美实施课程标准的新一
代教师。

当代，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学生，他们渴望着有着独特个性
和人格魅力的教师给他们一个全新的解读，渴望阐释自己的
独特体验，渴望师生间的平等对话，在观点的碰撞交流中去
共同完成对那一个个文本的理解。顺应这一潮流，《语文课
程标准》倡导个性化的学习方式，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
验和理解。个性必须靠个性来培养。这必然要求我们的教学
必须具有鲜明的个性，能够灵活运用多种教学策略。只有这
样，我们的语文教育才能冲破传统的羁绊，走向自由的天地，
才能充满生命的活力和独特的魅力。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学
生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体验到人的自尊和自豪，我们教师也
定能成为学生崇拜的大师。

让“学生在不同内容和方法的相互交叉、渗透和整合中开阔
视野，提高学习效率”，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语文实践能力。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拓宽语文学习和运用的领域，注重
跨学科的学习和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

这要求我们教师必须具有渊博的知识，能够对不同学科的知
识进行有效的整合，还要能够运用多媒体等现代教育技术，



改变以往语文教师的教学行为和习惯。

教育教学的变革意味着重组。同样，在新的《课程标准》面
前，对每个教师来说，既是一个挑战，更是一个机会，也为
我们在事业上的追求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只要不懈努力、
勤于追求、敢于创新，我们都可成为驰骋课堂的骁将、驾驭
教材的高手、学生崇拜的偶像、受人尊敬的名师。

教师不仅是一种职业，还是一项事业，更是我们生命旅程中
的一段重要经历。为师的过程应是我们不断学习、不断充实
的过程，应是我们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过程。树立终身学
习观念不仅是我们自身的需要，也是语文教育对我们的期盼。

《语文课程标准》倡导开放而富有创新活力的课程观，要求
教师高度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要求教师“通过报刊、
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了解国内外重要事件，通过考察、
访问挖掘本地蕴藏的自然、社会、人文等多种语文课程资
源”，它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要想让语文教学对学生的精
神领域产生深广的影响，我们语文教师首先应该善于钻幽探
微，透彻理解文本的深刻内涵，把教科书中直接呈现的（即
显性的）价值取向和隐含于其字里行间（即隐性的）价值取
向，都能呈现给学生，在师生共同探究的过程中和学生一起
体验语文的美。

现代社会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学生获得知识的渠道已不再仅
仅限于课堂。因此，我们教师要重新认识自己，向学生学习，
要真正在师生平等对话的过程中进行我们的语文教学，和学
生一起成长。

总之，《新语文课程标准》给农村小学语文教学带来了生机，
当然也带来了挑战。作为小学语文教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教学方法多元化了，教学目标更加明确化了。

我认为以前单纯传授知识逐步向目标整合转变，弘扬人文精



神。语文教学内容上坚持知识传授、技能训练和智力开发的
整体教育；语文教学方法上坚持读、写、听、说的综合训练。
新课程标准仍然非常注重语文基础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新课
程标准对语文基础知识不但有具体的要求和规定，还有量化
的标准。

《新课程标准》的出现――学习――运用，正如旭日东升，
阳光下一片蓬勃之景，新成果、新经验、新思路、新方法那
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新课标”的实施确实给当今教
学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在一次次的综合性学习活动中、在一
次次的合作探究交流中，我们的学生学习兴趣越来越浓，越
发变的活泼、可爱了，更多表现在对生活的热爱、对知识的
追求，同时也感受着知识的滋养。

在教育教学规律的推动之下， “新课标”的指导之下，我们
的教育教学工作逐步远离偏、繁、难、向着理解、探究、分
析、综合、运用等方面发展。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篇四

晚上7点半，准时坐在电脑前学习温儒敏教授《遵循课标精神
尊重教学实际用好统编教材》的讲座，温教授的讲座实实在
在，直抵心灵。他从“课标的功能、课标提出了立德树人、
课标明确提出语文核心素养、学习任务群、整本书阅读、新
课标与新教材”六个方面展开，缓缓解读着新课标，让我收
获颇丰：新版课标并不是旧版课标的颠覆，它们之间有衔接，
有创新，教师要用好课标，用好教材，在尊重学情的基础上，
向新课标所提倡的理念靠近；在一线教学中，教师要提高站
位，树立“立德树人以文化人”的意识，在语文课中做到润
物无声；明确关于语文核心素养的四个方面，三个层次，它
们是一个整体，不可割裂；六个学习任务群呈现了六个教学
内容，这样的呈现方式更加清晰，在教学中，教师要根据学
段特点，有所侧重地安排六个学习任务群；教师不要过分的
把整本书阅读课程化，要让学生自由轻松的读；教师要立足



教学实践，提升专业素养……不到一个小时的学习，满满的
收获，接下来我将不断学习、内化新课标，并以此去推进语
文教学水平的提升。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篇五

在这次教材教法培训中，我深刻体会到新的课程标准是根据
时代的需要，对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教学提出一些新的要求，
它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
养，为学好其他课程打下基础；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为学
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打下基础。同时更给我们教师的教
学找准了导航，语文课程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
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
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语文课程
的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决定了它在九年义务教育中的重要
地位。下面我浅谈我自己的点滴体会：

我国有句“熟读唐诗三百首，不能作诗也能吟”的俗语有。
由此可见“读”在学习语文中是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
看到有些语文教师却对“读”束之高阁，在阅读教学中去搞
新花样。教师纯粹“为讲而讲”，学生纯粹“为学而
学”，“方法”看似灵活多样，课堂也颇显热闹，可学生学
完一段时间后实质却知之甚少，遗忘很快。“读”得好会让
人受益匪浅。窦桂梅老师的课堂教学中，没有华丽的造作，
没有表象的热闹。是用她那深厚“读”的功力感染着大家。
可见朗读的魅力是多大啊﹗语文新课标明确提出“要重视朗
读和默读。让学生逐步学会精读、略读和浏览。培养学生广
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少做题，多
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鼓励学生自主选择阅
读材料。九年课外阅读总量应在400万字以上。”读、背无疑
是积累语文素养的好方法。读、背是自悟的前提和基础。只
有反复诵读才能真正体会课文的意味、情趣和文气。



20xx版《语文课程标准》注重乐于写作和自信，注重发展个
性，注重打好基础，从而降低了写作教学要求，不再要求小
学生“会写简单的记叙文”。中年级只要求“能不拘形式地
写下见闻、感受和想象”；高年级仅仅是“能写简单的记实
作文和想象作文”，只要求“内容具体，感情真实”和“能
根据习作内容的需要，分段表述”。这些都比过去低得多了。
作文的本质在于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有话则长、
无话则短， 20xx版课标回归“习作”的定位，删去20xx年版
本中高年级“40分钟能完成不少于400字的习作”的要求，有
利于贴近学生实际，学生自由表达真情实感，扎扎实实打好
作文的基础，增强学生写作的自信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写
作兴趣。我们追求的是静下来搞语文、学语文、品语文。在
教学中训练学生我手写我心的能力。

总之，《20xx版新课标》进一步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只
有再一次深入的进行研读，我们才能正确把握住我们的舵，
驶出正确而坚实的航线。遵循学科规律，遵循学生的身心成
长规律，遵循教育的规律，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要不断学习，自我完善，在自己的语
文教学中训练学生爱读书，会读书；爱表达，会表达的能力，
为学生的一生奠定扎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