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素养视域下落地语文要素的思考

——以五年级细节描写指导为例

常州市局前街小学 李钰

紧扣语文要素 核心素养 如何转化

【摘要】本文立足教材，以五年级细节描写指导为例，探讨统编版语文教材中语

文要素如何转化成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笔者通过用心品悟、想象画面、向读学

写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如何指导学生展开细节描写的读与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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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的核心素养，主要包括了“语言的建构和运用”、“思维的发展和提升”、“审美的鉴赏和创造”以及“文化

的理解和传承”总共四个方面。 课标修订稿对语文核心素养与语文课程的特质作了更清晰的说明：“语文课程应引导

学生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通过自主的语言实践活动，积累言语经验，把握祖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和运用规律，加深

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理解与热爱，培养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同时，发展思辨能力，提升思维品质，培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积累丰厚的文化底蕴，理解文化多样性。”这段话又进一步说明了，在归纳总结出的

四项语文核心素养中，语言建构与运用是带动其他三项核心素养——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

解——的第一要义。

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改革的最大突破，是采用双线组员结构，以语文特有的

学科知识、学习方法、思维方法来架构，安排了十分清晰的语文课程内容——语

文要素。如何立足教材，让语文要素在课堂中自然落地，从而转化为学生的语文

核心素养，成了每个语文老师在平时的教学中反复揣摩和思考的问题。笔者仅以

五年级细节描写的指导为例浅谈自己的一点想法。

一、提供支架，让细节“明”起来

语文要素是整个单元共同的能力培养重点。因此，一个单元在总体方向上大

体是一致的，老师可以给学生提供学习方法的支架，对语文要素进行细致化、具

象化的指导，架设语文要素与学生之间的桥梁。

一、一课一得，

统编版五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的语文要素为：体会作者描写的场景、细节中蕴

含的情感；用恰当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感受。这一单元，学生初步走进细节

描写。什么是细节描写，在学生头脑中，还只是一个概念。因此，我们在教学中，



紧扣教材中文本语言，引导学生用心品悟，让细节“明”起来。

在执教《慈母情深》时，我请学生交流课文中最打动他的一个场景。

生：我从“背直起来了，我的母亲。转过身来了，我的母亲。褐色的口罩上

方，一对眼神疲惫的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母亲的眼睛……”这里能感受到母

亲很疲惫。

师：你从哪里感受到母亲很疲惫？

生：眼睛是疲惫的。

师：仅仅是眼睛疲惫吗？

生：不是，你看，背直起来了，这是一个佝偻弯曲的背，慢慢直起来，可见

工作很累。

生：还有，转过身来了，转身也是一个很慢的动作，不像我们转身那么利索。

生：我觉得眼睛抬起来看我的动作也是很慢的。

（老师相机板书动作、神态）

师：是啊，所有的动作都是慢的，让我们感受到了这样一个疲惫不堪的母亲。

你们说他像不像电影镜头中的慢动作，镜头慢慢拉进，对准母亲，就是那样一个

直起身、那样一个回头，那样一个抬眼，是如此深刻、动人。你再读读这段话，

内心有什么触动吗？

指名朗读

生：我感觉很难受，很心疼，看到母亲工作这么辛苦，而我还要去要钱，我

特别不好意思。

师：对了，这样的描写我们称为细节描写，它让我们在这样的“慢镜头”中

读着读着就走进了作者的内心。

这是非常典型的一场细节描写，一个特别简单的动作，这里却描写得特别触

动人心。从品悟到朗读到到分享，学生已经对细节描写有了一定的认知，此后，

说到细节描写，很多学生就会联想到电影中的“慢镜头”，它是对生活中细微而

又具体的典型场景进行生动细致地描绘。

二、开拓路径，让细节“活”起来

在实际的阅读学习活动中，教师要特别警惕教学方法的机械化和抽象化倾向，

要防止把 方法当成学习内容。在核心素养视域下，我们要遵循母语学习的规律



和特性，让学生在语境中亲近文字，滋养文化，内化方法，落实要素，发展言语

和思维。由此，我们还需要不断拓宽教学路径，让语文要素“活”起来。

1. 巧用插图，想象画面。

2. 丰富描写，走进内心。

细节描写的画面感是非常强的，读着读着仿佛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场景。所以

在课堂上，我经常会领着孩子在品读的过程中闭上眼睛，走进场景之中，想象当

时的画面，会有更深的体悟。五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的语文要素为：通过课文中动

作、语言、神态的描写，体会人物的内心；尝试运用动作、语言、神态描写，表

现人物的内心。

在执教《青山处处埋忠骨》这篇课文时，学生交流到毛主席的枕巾都被打湿

了，他内心特别悲痛

师：毛主席可能作了他人生中最难的一个抉择，这个夜晚，他彻夜难眠。同

学们，你想想一下，这个夜晚，主席是怎么度过的？

生闭上眼睛想象画面

生：主席躺在床上，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难以入眠。

师：一个直勾勾的眼神让我们看到了那个伤心悲痛的主席。

生：窗外挂着一轮明月，让主席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爱子，他忍不住想要伸手

去抱一抱自己的儿子，可是伸手一抱，发现都是幻觉。

师：你加入了电视剧的情节，让这个画面更立体了。

生：主席喃喃地说到：可怜的儿子啊，没想到我们就此天人永隔了。说着，

主席泣不成声，眼泪像断了线地往下流。

生：主席可能还会翻开儿子的照片，反复抚摸着毛岸英的照片，传递自己的

思念之情。

师：同学们说的这一幕幕，都让人觉得特别心酸、特别难受。

通过引导学生走进人物内心，让学生在述说的时候加入细节，充分地将画面

展开，细节就在这画面的交流中“活”了起来，丰富了起来，也让学生对细节描

写有了更深地认识。

三、向读学写，让细节“动”起来



细节描写是小说、记叙文情节的基本构成单位。因为有了细节描写，展现在

学生面前的便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如何从读到写，

指导学生在平时的写作中运用细节描写，也成了五年级写作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的

训练点。叶圣陶先生说：“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于法度，显然

与吸收有着密切地联系。”由此可见，向读学写，是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有效策

略之一，这也是语文核心素养中“语言建构和运用”的落实体现。

1.传神描摹出画面

对于五年级刚接触细节描写的学生来说，细节描写首先就是人物的描摹与勾

勒。《慈母情深》中对于母亲工作时样子的描摹，对于母亲掏钱这一动作的描摹，

让学生印象特别深刻。

“母亲掏衣兜，掏出一卷揉得皱皱的毛票，用龟裂的手指数着”，这一段细

节描写字数不多，画面感却特别强，皱皱的毛票和龟裂的手指，两个事物的描摹

特别传神，学生在课堂交流的时候也特别有感触。依据此，我在执教后面一篇《父

爱之舟》时，就让学生学着这样的描摹来进行细节描写。

师：文中的细节只是用只言片语一带而过，你能抓住语言、动作等展开细节

描写，写一写父亲为我买热豆腐脑的画面吗？（下发任务单）

插图的效果为学生带入情境起到了很好地作用，学生一边看着图一边想象画面。

写完后进行交流时，学生写到：来到豆腐脑的摊前，父亲对小贩说：“一碗豆腐

脑。”说着，便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用布包着的袋子，打开，他用龟裂的手指数着

那一张张毛票，抽出一张递给了小贩……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B0%E5%8F%99%E6%96%87/10701532


师：你觉得他哪些细节写得特别好？

生：我听到了龟裂的手指，让我想到了《慈母情深》中母亲也是用这龟裂的

手指数着钱给我。

师：是啊，他太会学习了，同样龟裂的手指，尽管人物不同、场景不同，可

是传递的爱却是相同的，都显示出了父母亲伟大无私的爱。

五年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情感的感知还不够特别细腻，生活经验积累

还不够丰富，细节描写对于他们来说有一定难度，那么模仿就是最初步的阶段，

在这里就模仿了课文中对于人物的描摹来呈现丰富的画面，使画面生“动”起来。

2.细致刻画出效果

五下第四单元要求学生能够尝试运用动作、语言、神态描写，表现人物内心。

在学习《军神》这篇课文时，刘伯承在不使用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手术的那一段描

写给学生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病人一声不吭，他双手紧紧抓住身下的白床单，

手背青筋暴起，汗如雨下。他越来越使劲，崭新的白床单居然被抓破了。

学生对刘伯承在此刻表现的一系列动作展开了较为深入地品悟，甚至都做出

了相应的动作感受到刘伯承承受着剧痛的那份刚毅。

师：是的，细节描写就是如此细致的刻画从而传神地表现出人物当时的状态。

其实，生活中只要我们留心观察，细致刻画，很多细小的动作就能描写地特别传

神。

（出示一幅图：5月 11 日学生进校门脱口罩的图片）

师：终于可以脱口罩了，孩子们，你听到这个消息后，还记得你脱下口罩的

那一个瞬间吗？你能像课文中那样展开细致地刻画把自己脱口罩的细节写丰富

吗？

有一个学生写到：轻轻地拉住口罩两边的带子，从耳朵上取下，然后放进桌

肚。瞬间，周围的空气不再闷热，变得新鲜、舒适。像魔力一般，我心情大好，

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其他学生不住地鼓掌

师：好在哪里？

生：把动作都细致描写到了，特别传神。

这个学生也是充分学习课文中对于人物动作的细致刻画，将简单的一个脱口



罩的动作刻画出来了，一下子效果就不一样了。所以细节描写离不开对于生活的

留心观察和用心体验，这是能够展开细致刻画的基础。

3.巧用环境出神韵

精彩的自然环境描写为人物发展创设了特定的氛围,能有效衬托人物的心情,

增强作品的感染力。《慈母情深》中那低矮得令人压抑的厂房、那缝纫机传出的

嘈杂的声音、那七八十个女人和七八十只灯泡所散发的热量，这一段环境描写为

体现母爱的伟大做了较好地铺垫。

于是在指导学生写《温暖》这篇作文时，我渗透了环境描写的指导：如果你

是写的母亲深夜带你看病，可以描写一下夜深人静时周围的环境；如果你写的是

别人给予你的帮助，你看看在特定的季节、特定的天气能否加入相应的环境描写

侧面烘托你的心情。学生的作文中就有了这样的开头：

今天的天气，阴沉沉的，乌云密布，就如我的心情一般……

春日的阳光特别明媚，可是宅在家中的我看着窗外，这么大的小区，偶尔有

一两个人匆匆走过，真是可惜了这明媚的春光。

抓住能体现人物情感的独具特色的环境来写,往往更能传神地表达人物的情

感，做到情境交融，在细微处显现真情。当然对于小学阶段的学生来说，有一定

的难度，只是慢慢地渗透和引导，对于学生来说总会有一定的帮助。

立足教材，让学生在品读和感悟的过程中使细节“慢”起来，让细节“活”

起来；立足教材，让学生在向读学写的过程中使细节“动”起来；立足教材，如

何让语文要素在课堂中自然落地，转化成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我还在不断的思

考、探索、琢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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