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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文阅读”属于新时期背景下的一种新型产物，主

要指老师引导学生围绕若干（或单独一个）主题构成结

构化文本，通过相似的主题文本帮助学生深度理解文本

内涵，感悟作者思想主旨，强化语文学科素养。中职院

校的语文学科教学中，结合实际情况应用群文阅读技巧，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学生的自主意识和探究精神，促

成良好阅读习惯，对学生核心素养产生正向作用，提升

学生学习质量。

一、中职院校“群文阅读”应用现实意义

从中职院校的语文学科教学弊端来看，主要包括下

述几个方面：中职院校学生往往没有强烈的学习内驱动

力，积极性比较薄弱；语文学科授课教师匮乏工作热情

以及工作自信；教学期间缺少足够支撑阅读的资源等。

“群文阅读”最主要的特征涵盖强烈的开放性、探究

性、主体性，因此能够较好地改善中职院校语文教学

的弊端 [1]。

其一，“群文阅读”有助于完善中职院校的语文课程

体系，弥补课程空白，构建校本课程，促进职业教育的

深度发展，令学校品牌形象建设和完善；其二，有助于

完善中职院校的阅读教学方式，打造自主、合作的阅读

课程；其三，积极调整教师的教学理念，令老师的工作

热情和工作自信有明显提升；其四，提升学生的文本阅

读速度，增加学生知识储备，积累文学素材，为写作等

奠定基础。

总体来看，对于中职院校的语文教学课堂来说，使

用“群文阅读”方式加以教学设计，令该理念融入教学

中，是职业教育所需求的发展趋势。群文阅读融合中职

院校的语文课堂，有助于促进学生深化语文素材，拓展

视野。在组织群文阅读的过程中，可以令学生沉浸在阅

读中，感受不同作者、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文学创作对人

们产生的审美享受，另外，还能够有效提升表达能力，

实现“读写结合”。除此之外，积极的群文阅读指导，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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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提升学生的表达能力。

在过去传统的单篇阅读教学情境下，多数中职院校

学生的语文读写能力都只能勉强达到课程目标的要求，

导致其虽然能够完成阅读和写作的任务，却往往效果不

佳，主动性也比较差，群文阅读的教学能够改善这一情

况。整体而言，群文阅读能够激活学生的阅读体验，有

效丰富学生人文修养和内心情感，学生正处在青少年时

期，已经有了一些生活阅历以及人生体验，通过阅读，

学生得以在文学性的体验中形成深度认知，净化身心，

进而有效掌握阅读技巧，全面创新思维模式，形成积极

的阅读习惯。

二、中职院校“群文阅读”在语文课堂的应用策略

（一）明确主题，理清中心

将“群文阅读”的理念应用在中职院校的语文阅读

课堂中，老师必须要先明确该理念的深层内涵，对文本

内容（一般是“课内 + 课外”的选择模式，也可以单课

内选择或单课外选择，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即可）排序，

重视文本结构化特征，为每次群文中的文组都配备相似

（一致）的主题，和单篇课文或者书刊阅读不同的是，

群文阅读的模式可以打破固有的文本阅读顺序或阅读习

惯，令阅读更灵活，更符合中职院校学生耐心偏低、阅

读习惯较差的特征 [2]。可以认为，“群文阅读”中，明确

主题和群文中心是非常关键的，老师需要重视这一特征，

充分关注群文的中心和选题环节，引导学生摸索文本内在

情感以及主题结构，为高质量的阅读课堂建设奠定基础。

在诸多可选的群文阅读规划方案中，以“作者”为

中心构建群文组的方式是最直接、最简便的，特别是所

处的时代背景比较复杂的作者，虽然在创作不同作品的

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同，但是整体创作思维、受到

历史背景所影响的思维观点等，都是群文阅读的切入点，

也是群文阅读中最有价值的途径。在具体操作中，可以

根据教材中某一篇课文的作者展开。如莫言先生的《卖

白菜》，作为以乡土文学著称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的

作品充满“怀乡”和“怨乡”矛盾、复杂的人文情感，

文笔优秀，值得学生阅读，老师可以以“莫言”为中心，

选择一些文学作品展开“群文阅读”，如《红高梁家族》

《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考虑到

学生的阅读水平，老师可以从这些长篇小说中截取一些

较为优质的片段，提供给学困生进行阅读；另外，还可

以选择《透明的红萝卜》《司令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说供

学生“整本书阅读”，鼓励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了解到体

裁不同的文本的写作技巧，理解文本，提升学习能力。

另外，还可以以“历史时期”为中心，相同的时代

背景，可能会对不同生平、不同生活环境的作者产生不

同的文学影响，例如《我爱这土地》，其创作于 1938 年，

正值中国重要的历史转折期，老师可以以 1937~1949 年

的文学创作为脉络设计群文组，例如《腐蚀》（茅盾）

《呼 兰 河 传 》（萧 红 ）《春 》（巴 金 ）《传 奇 》（张 爱 玲 ）

等，引导学生在阅读中感受历史长河发展的深厚意蕴和

文学内涵，形成良好的历史意识和文学积累习惯。

（二）组织合作，强化兴趣

“群文阅读”自身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集合相同（或

相似）的主题的文本，并借助集中阅读和分析的过程感

悟其中蕴含的深层感情，深化学生阅读理解的能力。但

是考虑到中职院校的学生大多文化基础相对薄弱、性格

更加倾向于活泼好动，而且受到未来职业环境的影响往

往会对语文阅读这一项目兴趣不大，如果采用大量阅读

的方式，可能反而会造成反效果，因此，有必要择取适

当方式激发学生兴趣 [3]。“小组合作”就是一种比较理想

的引导方案，鼓励学生在阅读活动中和其他同学交流沟

通，解决阅读问题的基础之上，有效活跃语文课堂的气

氛，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比方说，《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学习的过程中，老师

就可以以“林冲”的形象作为群文的主题，选择和“林

冲”人物经历有关的章节展开群文阅读，鼓励学生们以

小组的形式探索“林冲”的性格和心态的变化线索，如

“衙内结仇”“误入白虎堂”“梁山聚义”等等，分析林

冲形象，并尝试借助阅读和交流，撰写一篇读后感或者

人物点评，在语文活动课上由小组内代表汇报，激发学

生对于《水浒传》的阅读兴趣，令其能够深化知识理解

程度，提升学习质量。

与之相似的，还有《林黛玉进贾府》学习，老师

可以以“林黛玉”形象作为群文选题，从后续的片段当

中择取一些有关“林黛玉”外貌、着装、对话的内容设

计群文，鼓励学生探究“林黛玉”从进贾府的紧张、不

安、谨慎，到后期和贾宝玉、薛宝钗、史湘云等重要角

色的互动体现出来的变化，在阅读交流中写一篇《红楼

梦》的文学评论或结合该单元的综合实践活动，组织一

次“课本剧”，分角色表演林黛玉进贾府的片段，丰富学

生阅读体验，提升学生参与兴趣，形成良性循环。

（三）以问引导，深化思维

利用“群文阅读”理念构建中职院校的高效语文

阅读课程过程当中，老师要引导学生立足选题，加深理

解，同时，考虑到职业院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需要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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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阅读中生成的人文性思维以及自主性阅读的习惯

形成 [4]。“群文阅读”本身就是一种具备较强的主体意

识要求的阅读指导模式，因此，除了小组合作之外，老

师的问题引导也十分关键，对于独立形式下学生的阅读

理解有较好的促进作用，令学生能够针对性解决疑惑，

独立思考。

“家国情怀”培养对于中职院校的学生来说十分关

键，能够让学生在未来投身社会工作的过程中成为一

个有大局观、有家国意识的优秀人才，因此，在群文阅

读中，有必要关注家国情怀的培养 [5]。结合上文阐述的

方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展开的群文阅读，老师可

以先通过问题引导“爱国是什么”引起学生的思考；随

后，选文涵盖教材内的《我爱这土地》等，以及高中生

建议阅读书单中的《红岩》《保卫延安》《太阳照在桑干

河上》等等；在阅读展开之前，老师进一步引导“我国

有今天的成就走过了怎样的道路”，鼓励学生们通过群文

进行答案探索，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指引学生通过问

题来进行深度阅读。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了解 1946

年华北农村的土地改革斗争的背景；在《保卫延安》中，

了解解放战争中的延安保卫战的故事；在《红岩》中，

了解很多革命英雄人物的故事等等，逐步丰富学生阅读

储备，深化学生的家国意识、人文思维。

与之相似的，还有对于中职院校的学生来说十分重

要的“职业责任”，采用相同的方式，老师提问“大家以

后都会成为优秀的技术型人才，那么大家必须要拥有良

好的责任意识，大家知道什么是职业责任吗 ?”，随后，

可以选择的阅读群文组如《敬业与乐业》（梁启超）《责

任第一》《平凡的世界》《职业》（泰戈尔）等，让学生意

识到“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继续做下去，趣

味自然会发生”。

三、结语

综上，“群文阅读”是过渡微观教学走向宏观角度

的“桥梁”，对中职院校长期处于较为保守、滞后的阅读

教学模式下的特征有较为积极的推进作用，但是相对的，

对长期处于这一形式下的教师和学生而言，群文阅读的

实施过程也是比较艰难的，但是其本身所具备的优势特

征也是不容忽视的，有必要在教学中加以应用，鼓励学

生拓展事业、积累文学素材，获得积极的阅读感受，深

化核心素养，较好地强化语文课堂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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