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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背景与意义

CHAPTER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新课标应运而生，旨

在提高语文教学质量。

教育改革深化

新课标强调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包括语言建构与

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等方面。

核心素养培养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新课标也注重培养学生的国

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国际化趋势

新课标改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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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通过语文学习提升学生的综

合素养。

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新课标是教学改革的风向标，将引导教师转变教学方式，

提高教学效果。

引领教学改革

语文课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新课标更加强调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传承民族文化

语文新课标重要性



深入理解新课标

培训将介绍新的教学方法和策略，帮

助教师更好地适应新课标的教学需求。

掌握教学新方法

提高教学能力
通过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

学能力，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学服

务。

通过培训，使教师深入理解新课标的

理念、目标和要求。

培训目标与期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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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核心理念解读

CHAPTER



语文课程应关注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念、道德修养等人文精神的培养，通

过文学作品等经典篇章，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人文性

语文课程应培养学生熟练掌握语言文字运用的能力，包括阅读、写作、口语

交际等，使其成为学生表达思想、传递信息的工具。

工具性

人文性与工具性相统一



注重字词句篇的积累，以及对语法、修辞等语言

知识的掌握。

语文知识积累

通过阅读理解、写作训练、口语表达等实践活动，

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能力。

语文能力提升

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欣赏语言美，提高学生的审

美情趣和文学鉴赏能力。

审美情趣培养

强调语文素养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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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多元解读

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解读文本，培养其创新思维和批判性

思维。

拓展学习空间

将语文学习与生活实践相结合，鼓励学生参加课外阅读、社会实践等

活动，培养其综合实践能力。

强化写作训练

通过写作训练，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生活，培养其独立思考和创新能

力。

注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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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内容分析与教学方法探讨

CHAPTER



经典篇目选择与安排原则

循序渐进与螺旋上升

按照学生的认知规律，由浅入深、

由易到难地安排篇目，实现知识的

系统性和连贯性。

多样性与代表性结合

选择不同题材、风格、作者的经典

作品，展现丰富多样的文学面貌。

文学性与思想性并重

选取具有文学价值和思想深度的经

典篇目，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和思维

能力。



各类文体特点及教学策略

记叙文教学策略

注重叙事线索和情节发展，引导学生

分析人物形象和事件背景，培养阅读

理解和概括能力。

议论文教学策略

关注论点、论据和论证过程，培养学

生的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考能力。

诗歌教学策略

注重诗歌的韵律美和意境感受，引导

学生理解诗歌的意象和情感表达。

文言文教学策略

结合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引导学生

理解文言文的词汇和句式特点，培养

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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