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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近日印发了义务教

育课程方案和语文学科等 16 个

课程标准。坚持素养导向的育

人目标，阐释学科核心素养的内

涵，围绕育人目标确立的课程目

标，制定以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

导向的课程内容，明确提出“坚

持素养立意”的评价方式和命题

原则——“素养导向”成为此次

课程修订的重点。

什么是素养？为什么新课

标要“坚持素养导向”？课标的

修订必然带来教与学的变革，学

生应当如何变革自己的学习方

式，提升自己的核心素养？

素 养 不 同 于 知 识 ，它 是 知

识 、技 能 、价 值 观 的 超 越 与 统

整，是人们在真实情境中呈现

出的综合能力和素质。知识会

遗忘，素养则伴随终身。新课

标强调素养导向，转变以往知

识、技能本位的教学，转向素养

本位的教学方式，为人的发展

服务，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

育理念。离开学校后，也许会

遗忘某个修辞方法的定义，但

会在回忆少年往事时泪眼婆娑

地慨叹“父爱如山”；我们也许

想不起新闻文体应该包含哪六

要素，但我们能在看到一篇通

讯报道时，通过标题的阅读快

速抓住事件的要点……这类在

真实情境中处理信息和准确表

达的能力，就是我们通过学习

形成的语文素养。

素养导向的育人目标体现

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当下，科

技进步日新月异，带来生活、学

习、工作方式的巨大变革。面

对知识技能更新迭代的加速，

核 心 素 养 是 个 人 适 应 社 会 生

活、促进社会进步的关键。因

此，新课标强调坚持素养立意，

注重“培养学生适应未来发展

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

键能力”。未来，在实际生活和

工作中，我们是否具备思辨能

力，能否区分有效信息，通过筛

选、比较和实证推理，厘清事实，

并清晰地表达观点？这样的能

力目标，我们可以在语文学科课

程总目标中找到具体表述：“乐

于探索，勤于思考，初步掌握比

较、分析、概括、推理等思维方

法，辩证地思考问题，有理有据、

负责任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养成

实事求是、崇尚真知的态度。”

“坚持素养导向”的育人目

标，促使教师变革教学方式，探

索与素养目标和内容结构化相

匹配的、学科典型的学习方式，

建构以学习为中心的课堂。作

为学习者，我们更应该清晰地定

位自己的学习目标。以说明文

阅读为例，日常生活中，说明性

文字是学生最常接触的文字材

料，小到说明书、路线说明，大到

产品科普文章、项目书，这些和

学生在课本上接触的文章都有

不同。以往传统的课堂上，学生

会随着老师的引导分析，把握说

明对象特征，这样的学习过程，

目标指向于对“这一篇”说明文

的理解。而在“坚持素养导向”

的课堂，首要关注的是“这一类”

文章怎么读，在教材单元中安排

的几篇说明文各有什么特点，

“我”可以通过这一单元的学习，

培养自己阅读不同说明性文章

的能力。回顾达成这一目标的

思维路径，提炼策略方法，进而

在主题学习任务下尝试阅读多

种材料组合的、复杂的非连续性

文本，有效提取信息，完成学习

任务。这样主动探究，积极参与

的学科实践活动，有利于学科素

养的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坚持素养

导向”下的学习方式变革，并不

是要抛弃“知识”走向另一个极

端。素养的形成，需要以一定的

知识储备为基础，通过学科实践

获取、理解与运用知识，在实践

中建构、巩固、创新属于自己的

学科知识。

（朝阳区教研中心教研员 余 萍）

本报讯（记者 安京京） 记者

从北京市教委获悉，自 5 月 5 日

起，全市中小学实行网上教学，本

市将在“北京市空中课堂”和“京

学通”提供课程资源点播和直播

服务。歌华有线 12 个空中课堂

电视频道也将同步提供课程点播

和直播。

本市各中小学将统筹国家、

市、区、校四级课程资源。各区

要指导学校按照统一的教学计

划，根据实际条件有序组织线上

教学。可使用市、区级课程资

源，由本校任课教师辅导答疑。

也可利用学校已有的线上资源，

避免简单依靠市级课程资源一

刀切推进。

各校要做好线上线下教学有

效衔接，确保停课不停学。线上

教学与恢复线下教学执行统一的

教学计划，确保两个阶段有效衔

接。恢复线下授课后，对线上教

学情况、学生学习情况进行梳理

和评估，确保学科教学质量。

学生登录“北京市空中课堂”

网站首页，单击直播课表，选择对

应的年级课表即可观看直播课

程，登录方式有“教育ID+密码登

录”和“用户名登录”两种；使用

“京学通”的学生登录网址 https:

//jxt.bjedu.cn/后，在首页轮播图

部分点击“学科同步课”可跳转到

“空中课堂”网站，按操作登录即

可。点击“公共资源”中的“国家

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可登录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选

择适合的课程进行学习。

市教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各

区、校要对学生线上学习条件进

行摸底调研，特别要关注因家庭

经济困难、身在外地等原因造成

线上学习困难的学生，一人一

案，制定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

确保线上课程资源覆盖到每一

名学生。各区、校要将线上教学

相关政策要求、整体安排、对学

生学习管理要求及时传达到每

一位家长，让家长更好地配合学

校工作。加强对家长的指导，注

意听取和吸纳家长的工作建议，

不断调整优化线上学科教学组

织工作。

本报讯（记者 安京京） 记者从

北京市教委获悉，一堂别开生面的

首都教育系统弘扬北京冬奥精神

“大思政课”日前在人民网播出。

据悉，此次活动是北京市委教

育工委、北京市教委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和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弘扬北京冬奥精

神，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的重要举措。

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院长冯秀军教授作为主讲人，与

运动员、建设者、科研工作者、志愿

者等群体代表一起，围绕广大干部

群众，特别是首都教育系统师生服

务奉献冬奥的生动实践，从历史、

理论和实践三个维度，向全市大中

小学生讲述了北京冬奥精神的由

来，阐释了北京冬奥精神的内涵实

质，激励广大青少年自觉弘扬北京

冬奥精神、奋力担负起“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的历史使命。

冬奥冠军武大靖，冬残奥会冠

军杨洪琼，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项目党支部专职副书记、

冬奥场馆“冰立方”建设者霍文震，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青藏高原与

极地气象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雪务

攻关团队骨干丁明虎，清华大学环

境学院博士生、奥林匹克大家庭志

愿者刘迪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津巴布韦留学生、延庆赛区志愿者

路修远等6位讲述人，以真切、朴素

的表达，带领师生一同感受“国有

召唤、我必奔赴”的情怀，雍容大

度、开放包容的胸襟，知重负重、直

面挑战的斗志，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的执着，以及中国向世界发出携手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热情呼唤，

生动诠释“冰雪中绽放的北京冬奥

精神”。

课程将现代技术与传统教法

深度融合，精心创设“沉浸式”课

堂。冯秀军说，“这堂‘大思政课’，

旨在向广大青少年传递，中国的奥

运梦与复兴梦有着高度一致的同

频共振，每一次‘中国惊艳’都离不

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离不开集

中 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离

不开伟大事业中孕育锻造的伟大

精神。”

积极收看这堂思政大课的青

年大学生表示，站在新时代、新征

程的起跑线上，要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的嘱托，珍惜伟大时代赋予的机

遇，奋力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成

绩，在强国路上贡献青春力量，兑

现这份庄严承诺。

坚持素养导向 变革学习方式
首都教育系统

弘扬北京冬奥精神

“大思政课”

本市将提供中小学课程资源点播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