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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中职语文
群文思辨性阅读的教学策略探究

包静斐　胡蓝予　郭　鹏　许　浩

（宁波第二技师学院，浙江 宁波 315000）

摘要：语文和哲学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中国历史上曾文史

哲同一，互相承载支撑。群文阅读的机理是结构性阅读，在围绕

议题对多文本进行集体建构的过程中，渗透哲学、引入思辨、训

练思维可为阅读共识的形成提供更为有效的途径。在这一视域下，

文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为思想基础，从议题的组合、教学

行为的实施和教学评价三个方面，对群文的思辨性阅读教学策略

进行探究，以求更好地阐释在中职语文课堂中如何有效开展群文

的思辨性阅读教学，为中职学生在入职前培养和形成职业能力必

备的创造性、批判性、发散性等良好思维品质提供有效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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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新说：“改变，从阅读开始。” 变，既是我们对语文课

堂的现实期待，也是一种哲学愿景。这必定是一条经验感性和理

性思维结合的道路。

当一轮轮课改、一次次教改、一回回教育实验对阅读的价值

正在以一个全新的高度被重估和建构的当下，群文阅读以其结构

化的机理、高阶思维的训练、核心素养的形成等育人价值成为语

文践行者们的钟爱，探索出一套套建构模式、一把把策略锁钥。

但与此同时，群文阅读因选文的难度、信息筛选及浅表化的滑行、

思维的语言与共生等问题出现了走偏、走虚、走空的现象，值得

我们审视和反观。

笔者认为，开启教师的哲学思辨，对群文进行思辨性阅读，

是群文阅读价值和教学价值的重要认知手段和途径。根据新课程

改革的发展理念和中职语文新课标中对学生语文核心素养思维品

质提升的课程目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为思想基础，对

学生以阅读为指向的辨识与提取、比较与整合、评价与反思、应

用与创新等思维能力的提升，尝试进行思辨性阅读教学策略的探

究，探求从输入到输出心智过程的智能活动有效性、感性体悟和

理性分析的统一性。

一、以思辨能力为议题进行结构化组合

议题直指语文学科根本问题“教什么”。为此，我们要关注

群文阅读的关键机理——结构化。群文阅读即群文的结构化组合

阅读。所谓结构化，是指将逐渐积累起来的知识加以归纳和整理，

使之条理化、纲领化，做到纲举目张。从中，我们要明晰，就语

文学科而言，语文学科知识是逐渐积累的，而不是把头脑当仓库

用来堆积的。因此，群文阅读的结构化组合，并非是一群碎片的

堆积，而是师生围绕一个或多个议题，选择一组结构化文本，通

过集体建构达成对议题价值性共识的探究过程。

马克思教育哲学的终极追求是达成人的全面发展，语文作为

伴随学生终身成长的文化体，其思想根须应浸漫在哲学的汤汤大

河里，才能让知识变成智慧，让智慧启迪人生。也正因如此，《新

课标》开宗明义地将语文的根本性质表述为：“语文是最重要的

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群文阅读需要以哲思

成为其“安身立命”的重要依据，为其树立文化坐标。 

借鉴群文阅读教学先行者的研究成果，结合笔者自身研究实

践，归结出具有思辨价值的群文议题特点，并举例说明。

（一）具有开放性，能激发学生与文本对话的阅读兴趣

以《想北平》《故都的秋》《动人的北平》《北平之恋》为

例。显然，人文主题、立意构思、表达形式、语言风格、文章体裁、

文本作者等都可担当成为教学议题，例如：散文中的“市井”情怀、

纸上“游”北平、京味京韵、寻那一缕文化之魂、情感多棱镜下

的北平、吾心安处是吾家、经典散文鉴赏策略指导。但笔者认为，

这些都是显性议题，均可作为选文依据进行“知识传递”，可这

过于狭隘，易束囿于知识的“堆积”，滑行于情感的“浅表”。

基于议题的可议性，笔者认为群文阅读应生成课堂对议题多

元理解的开放性探究，甚至可以超越选文的可能性。比如围绕“北

平”这组群文，以“血缘的思归、精神的向往”为议题，通过体

现散文个性化本质属性的信息，搭建“人”与“文”“作者”的

链接，觉解、唤醒“我”（学生）对家国这种人类共通情感的共鸣。

这种“召唤结构”的架设具有召唤力量，让师生不由自主地进入

到思辨理解之中，洞开了多元理解和创造之门，引领学生心智模

式产生突破，即使另一天学生到的是上海、成都、杭州等城市的

组文，也一样能带上自己的思考进行解读。

（二）具有生长点，能提升学生高阶思维的阅读能力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视野里，创生为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

在对西方哲学史的不同流派的知识观作出批判性分析时，他们仅

保留了理性的部分，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实践知识论。

以苏轼的《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东坡》《赤壁怀古》三首

诗为例，群文阅读恰需理性阅读。执教者以“雨洗东坡月色清”

为议题，通过“人与月的变和不变”让学生品读苏东坡被贬黄州

期间创作的诗词。课堂中教师有非常好的图景思维，用画、演、

写方式对苏东坡当时生活情景进行还原，但之后基本处于浅表化

滑行状态，既无理性思维的生发启迪，更无契合议题系统思维的

整合，让议题在下课铃前滑向不确定的未知。笔者认为，生长点

是基于已有的条件而未出现的“应然”，如果给学生搭建“条件”，

让“应然”长出来，这就是群文的召唤结构。比如《东坡》一诗

中有“莫嫌”与“自爱”，这不正是一组思辨吗？功名与道义、

成长与选择、使命与命运、苦难与幸福等思辨关系呼之欲出，以

探求“无黄州、不东坡”的生命哲学。 

（三）具有系统性，能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阅读素养

基于马克思实践观，以晏殊《蝶恋花》、柳永《凤栖梧》和

辛弃疾《青玉案》为例。从中，王国维提炼出“三重境界”论，

今人常用这“三重境界”来解析爱情离合、仕途升迁、财运得失等，

这恰是一种基于实践的系统性思维，群文阅读在经历“由博反约”

后回归“由约返博”，获得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而这也是群文

阅读践履者们敬服的哲学观照。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价值的认知无非三种：本体认知、意义认

知、应然认知。这是思想内在逻辑行走的三个轨迹，是观照实然，

探索应然的理性之路。群文阅读，要紧紧守住思想贴着地面的步法，

踩对轨迹移动的点，而不是半空的舞蹈。

二、以思辨能力为核心实施教学行为

荀子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何以也？曰：以其有辨也。”《小



932022 年第 5 卷第 07 期 高等教育前沿

教育研究

尔雅》指出：辨，别也，意为根据同类或不同类的事物进行比较、

区别。《说文》注解：辨，判也，从表面根据理念去判断、推理。

在某种程度上，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据此，笔者以群文阅读四

个关键行为（比、对、读、整）作为教学实施行为加以论述。

（一）比：植入定量和逻辑

比，就是把群文阅读的多个文本放在一起并在一定维度下进

行比较，如：人、事、物、景、理，结构、手法、语言，作者、文体、

风格。群文阅读为的就是要突破单篇局限而有存在价值，因此首

先要有课程定量意识。这个量既是课内阅读量，也指课外的阅读量。

笔者在群文阅读的教授过程中深切感受到，因为学生课前没有足

“量”的阅读铺垫，导致课堂根本无法顺利进入比较，就像一个

不足月的孩子，需要“特殊护理”一样，不能用正常的奶量来喂养。

其次，要考虑逻辑对于比较的科学意义。在马克思哲学中体现为

一种批判方式和理性思维，比并不是为了找个同或是异，而是借

助一定逻辑实现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的语言转换，理解其运行

的清晰规则，在感性述说的同时，增强推理、批判的思辨力度。

这里，师生要多掌握一些简单好用的逻辑技能工具，诸如归类、

识别、比较、澄清、区分、阐释等，将文本的感性材料抽象为理

性的思维概念。如上文提及的苏轼诗三首，执教者通过让学生画、

演、写等形式对“人与月”进行三轮比对，但学生活动后没有一

个或是聚合，或是发散，或是逆向，或是结构的逻辑作为点评的

支撑，平平滑过后，干干净净结束。

（二）对：融入联结和重组

将议题带来的笼统认识与多文本中相对应的语言文字材料相

对照，进一步进行关于议题的阅读体验和感悟。这一部分是重要

的心智过程，是群文阅读质量所依，需要完成文本（博）——议

题（约）——体验（联）——文本（对）的重组过程。以“北平”

这组群文为例，可先通过品味四位作家描写北平语言的“独特鲜

明”，学习“品赏语言”的散文阅读方法。随后，在此基础上比

较文本的“同地异情”，体味“城”对“人”在精神根植上的重

要影响，建立“从语言到情感”的散文阅读图式，最后形成关于

家国的情感共鸣，感受散文阅读从“我”出发，借文本，经作者，

再回到“我”的阅读体验。

 （三）读：带入语境和思考

 无论是略读、跳读、猜读还是圈点勾画，抓关键语句、提取

重点信息，关键在于围绕核心素养（语、思、美、文），形成对文本、

对议题的深入思考和认识。还是以“北平”群文为例，散文的本

质属性是“我思故我在”，提取“归情”信息的能力，以及在走

向“故国家园”这一人类共同情感的共鸣中对自己（每个人的心

中都有一座城）这部分情感的唤醒，就需要在语境的不断复原，

从中寻找那个熟悉的镜头、牵挂那位似曾相识的人、还原那份感

同身受的体悟、召唤心灵深处的寄托。

（四）整：回归结构与创生

笔者认为，群文阅读的灵魂所在，即是整合。只有整合才有

价值，只有整合才能完成对结构化阅读的回答。首先，要对多个

文本提供的信息、意义进行整合，至少要明确在议题下信息的取舍、

意义的指向，生成课堂多文本背后的统整图式。其次，要对评议

建构过程进行整合。以李白一组五言古诗《子夜吴歌》（春夏秋

冬各一篇）为例，从信息上进行整合发现是四首赞美女性的诗，

那女性与四时有何联系？这些联系对“我”与四时的认知有何关

联？对意义的整合我们需要回到诗中略做分析，《春歌》中罗敷

的精神是不慕权贵，一身傲骨；《夏歌》中西施的精神则是舍生

取义，为国复仇；《秋歌》里的长安思妇，彰显家国深情，情义

平凡而深沉；《冬歌》里的思妇寒夜絮袍，语浅情深。从青葱如

桑叶的小女孩，长成明艳如荷花的大姑娘，再成长为一个经历了

离别之苦的月下思妇，直到成为一个不仅独自挑门立户，同时还

能照应千里之外丈夫的成熟女性，这不就是美好而丰满的人生四

时吗？但学生是如何评议的，什么才是最美好的四时？这还需要

拿到教学实践中再作进一步整合，对四时的理解会不会有更丰富

的视角与解读呢？这就是群文阅读每次在上课前最令人心动的期

待——创生，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物质观的圭臬。

三、以思辨能力为原点进行教学评价

群文阅读的教学评价，同样要以思辨为原点，侧重过程性评价。

笔者认为要看四个方面：

（一）是否统整好内容的多与时间的少

至少三篇以上的文本和 40-50 分钟不等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组

教学的客观矛盾。这个过程中必有主次、先后、详略的安排，必

有教师主讲、学生探究的编排。

（二）是否整合好大与小的关系

部编本语文教材单元式教材编排，有的指向阅读，有的指向

习作；文体也进行了整合，小说、散文、诗歌等目标指向比较明

显。但是这些统整方向较大，而教师的课堂教学是否能从小切口、

普通化、浅易性进入。在群文中选文背后大量结构性、序列性、

对比性的信息，是否在课前进行消化和过滤？

（三）是否处理好复杂与简单的关系

从群文议题确定到文本选择再到教材分析，最终我们要落实

到课堂上。然而教材内容的多，读书指导的难，以及结构化信息

的提炼、概况总结的生成，对比的归纳演绎都构成了课堂实施的

复杂性。在复杂的事物中我们的处理一定需要一条线索，这条隐

形的线索就是简约的途径，比如李白四时歌这组诗中，以女人的

成长史这一线索来联结对四季的生命哲思，这样的探究相对易得，

学生学得明白，才能悟得深刻。

（四）是否解决思辨深入与教学浅出的对立统一

毫无疑问，群文阅读教学对于教师而言也是一个考验，教师

不仅要有广博的语文知识，而且还需要深厚的人文素养。在这个

备课过程中，教师头脑中会因跨学科（社会学、哲学、心理学、

组织行为学等）的学习思考受到牵制，以至于到真正教学中把这

些厚重的学术问题无意中抛给学生，导致大家一起在深广的大海

中折腾，这些都是要避免的。

四、结语

对于中职语文教学来讲，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在新时期大

力弘扬工匠精神，发展中国职业文化的当下是语文课程担当所在。

赋予技术灵魂，赋予产品生命，这些都离不开思维心智的运转。

因此，在群文阅读中值得我们以哲学为土壤，以思辨为羽翼，有

计划、按步骤、循序渐进地开展，使我们的心灵永远“向着明亮

的那方”。同时，群文阅读还要与单篇阅读、整本书阅读相互兼

顾，全面推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学生思维品质的有效提升，

为中职学生入职前培养和形成职业能力必备的良好思维品质提供

有效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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