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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学生核心素养的研究顺应了国际社会人才培养的基本趋势，体现了我国教学改革的基
本方向。 核心素养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具有认识论的价值和意义，能够引领教学主体的思维转
型，实现教学的价值自觉。 具有价值自觉意识的教师需要在课程分析中明确学科价值，提升自
身素养，并在学科价值明晰的基础上进行教学规划，最终促进学科价值的实现和学生核心素
养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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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创新既是理论研究发展的标志， 也是实践需求在人的意识中的反
映。 核心素养作为近年来教育政策与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受到世界教育组织
和教育研究者的普遍关注。 当前，核心素养正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
已成为推动课程与教学改革、教师专业发展、教学评价改革的引擎。 在对学生核
心素养广泛讨论的背景下，我国也在教育领域开展了学生核心素养基本内容的
研讨，伴随着各种观点的交锋和研究的深入，在对学生核心素养的认识日益明
晰的前提下，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核心素养对于教学的深层价值。 因为任何有
生命力的教育观念都不会仅仅停留在理论探究的热点层面，而必然发挥影响客
观现实及主体思维的时代价值。

一、核心素养之于教学的时代价值

核心素养理念的勃兴顺应了国内外教育研究的基本趋势。 一方面，我们充
分汲取世界各国核心素养研究的优秀成果，以此促进我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健
康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反观自身，在深入反思我国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
上，将教育改革的方向进一步聚焦到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 核心素养具有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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