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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文阅读视角下的高中诗歌教学策略分析
张艳霞

（云南省大理州下关一中，云南 大理 671000）

摘要：诗歌蕴含了我国丰富的古典文化，走进诗词的世界，我们可以感受作者的胸怀壮志，也可感受作者的柔情回转，因而其成为

了语文课程的重点内容之一。群文阅读是以传统阅读为基础，形成的一种突破性阅读方式，能够有效填补诗歌教学的不足，有助于诗歌

教学的开展。高中语文诗歌教学在当下的语文教学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接触传统优秀文化的机会，还在教学

的过程中培养了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然而从当下的教学情况来看，高中语文诗歌教学依然存在着教学效率低、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的

问题。高中诗歌教学中存在的部分问题制约了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的发展，本文将以高中诗歌教学为例，对群文阅读在其中的应用展开分析，

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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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文学体裁之一，其采用某种特殊体裁或是情感抒发方

式，为我们展现了不同时代作者的身心感受，也刻画了不同阶层

人民的精神面貌。高中语文教学中，诗歌教学是不可忽视的一项

重要内容，其对于学生文学热情的激发大有裨益，而且可以起到

陶冶学生性情的作用，使其逐渐树立文化自信。教师进行诗歌教

学的过程中，可适时选择群文阅读模式，给学生引入类似的诗歌

内容，在教师的引导下对相关内容进行对比，实现横向与纵向深

入了解诗歌的目的，提高学习实效性。

一、群文阅读概述

群文阅读，又被称为多文本阅读，是近几年语文教学中较为

受欢迎的一种模式。群文，就是指多个文本，在某个议题的核心

内容下，选择相似的文本内容进行研究。从宏观角度来说，生活

中的阅读很多都具有随机性，比如看一张当天的报纸、读一本自

己喜欢的杂志，这都是在涉猎，而且是无意识的。这种阅读通常

没有预定目的，更多的是具有趣味性，与读者的兴趣相关。不过，

有时也会出现读着读着就对某现象或是某个问题产生兴趣，再回

头去找寻文章进行阅读的情况。诗歌作为语文课程中的重要内容

之一，教师采用群文阅读模式教学，是对语文阅读教学的改革。

二、群文阅读视角下的高中诗歌教学意义

（一）有助于培养核心素养

在新一轮的课程改革中，语文核心素养已经成为一面新的旗

帜。其主要内容包括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

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语文核心素养的出现，对原来以“听、

说、读、写、思”为主的语文课堂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语文

课堂上，教师要给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阅读素材，促进他们理性

思维和文学想象思维的发展，提高他们的审美鉴赏能力，实现古

今中外优秀文化基础的巩固与提高。

（二）有利于助推文化传承

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学习语言文字，达到对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这是语文核心素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群文阅读的要点之一。

不可否认，过去的单文本阅读教学也会关涉到文化知识，也能从

一定程度上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然而教学中的应试性始终占

据主导地位。二是过于注重细节的剖析和简单的技巧训练，导致

阅读教学出现了“碎片化”的趋势，忽略了文本的文化内涵，在

教学中常常无法营造出良好的文化氛围。群文阅读的目的，不仅

在于解决语文阅读教学效率低下的问题，还在于可以为学生营造

属于自己的“书香世界”，开阔精神视野。

三、群文阅读视角下的高中诗歌教学现状

（一）教材编排待完善

调查研究显示，只有三成以上的学生对现代诗歌感兴趣。就

新诗而言，新诗被边缘化，学生对新诗的认识仅限于课本，老师

的讲授又受限于课本。从教材中所选文章的分布及所占篇幅的情

况来看，我们也可以发现诗歌内容的篇幅是比较有限的，这恰恰

说明了新诗所受的“冷遇”。就内容而言，与古诗相比，学生在

班上所能接触到的新诗是极其有限的。其次，新诗的选题范围较窄，

许多高中生较为熟知的诗歌未编入教材，如海子、顾城、郑愁予、

席慕蓉等诗人的作品。

（二）教学讲解形式化

学生未开展阅读或不能读懂诗词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教师的

“模式化”教学，繁重的课业与学业压力早已使学生无法将他们

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纯阅读”之中。有关研究人员认为，高中

生的思维特征之一就是：思考往往从同中求异入手，而有了个体

文本解读的反差，就可以激发学生对语文思考的兴趣，将鉴赏能

力的提高与丰富情感世界、塑造美好心灵相结合。但目前我国的

古诗教学现状并不理想，老师对古诗进行解构，由于古诗所涉及

的学科知识较多，学习时间较少，所以在古诗教学中部分教师也

会选择“应试锦囊”，即诗词教学更多是为了应对考试，而非培

养学生的兴趣。

四、群文阅读视角下的高中诗歌教学策略

（一）对比相关文章，合作集体建构

在进行诗歌群文阅读的学习过程中，学生要积极主动地与同

学、老师展开合作交流，通过观点互动和看法交流的合作方式，

达到思维的碰撞、成果的共享。比如，在关于“陶渊明究竟是真

正的隐居，还是仅仅采取消极方法避世”的问题上，一开始，学

生们往往会有一种比较片面的认识，而采用群文阅读的模式，阅

读了陶渊明的《归园田居》《饮酒》等诗后，按照传统的认识，

学生普遍觉得他是真正的隐士。在教师的引导下，经过师生间的

不断讨论，部分学生对相关诗词进行了重新分析，发现在其诗作

中确实蕴含了一定的消极思想。在此过程中，课堂形成了一种激

烈讨论与争辩的气氛，从而达到了意见的碰撞与智慧的分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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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沟通、探讨、互动、协作的过程中，陶渊明在学生心目

中的形象由一种平面性的认识，变得更为立体。另外，在不断地

讨论中，教师还可以吸收不同学生的意见，从而提高自身的认知。

因此，学生对于群文阅读的集体建构，需要多多合作探究，交流

互动，在共享中逐步构建诗歌文本的意义，在视野融合中形成对

诗歌文本理解的共识。

（二）明确阅读议题，坚持教师主导

在高中语文诗集阅读教学中，教师要在选材与组合方面把握

好精度、广度与深度。有些高中一线教师在选择诗歌群文阅读文

本时，总是会陷入迷茫的困境之中，不知道应该如何选择文本。

这是因为教师还没有明确核心主题，进而会走入误区。在选文时，

教师要围绕明确的主题，掌握好选文的精准度。群文阅读重在“群”，

教师在选择相关的文本，并对其进行组合时，不应完全依照教材，

而是可以进行一定的拓展延伸，也可以融入一些课外诗歌，以增

加群文阅读的广度。例如，教师在确立“人生各有悲——感悟诗

歌中的‘悲’”主题后，可以选用海子《春天，十个海子》、日

本《万叶集》这样的课外诗作，以扩大学生对诗作的阅读范围。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课文进行选材和组合时，要防止由于

盲目追求宽泛，而造成与现实生活脱节的现象。教师要找到与学

生生活密切相关、与学习实际相符的诗歌文本，并将它们组合起

来，让学生在读完高中语文诗歌群文之后，可以增添生活的趣味，

并对生活进行思考，从而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好的诗集阅读教学，

能够激发学生在课后进行长期、深入思考的兴趣，而且也会促使

其愿意主动进行拓展。又如，在进行以“爱情”为题目的诗歌群

文阅读时，教师不应该仅停留在男女感情的表面，还应该选择一

些能够表现出封建礼教对自由婚恋的束缚和破坏，以及男女追求

真挚爱情和反抗封建礼教精神的诗歌，让学生更加深入的理解不

同社会背景下的爱情观。

（三）采用“意象”分析，开展群文阅读

教师开展群文阅读的过程中，可以以意象为主要线索，尝试

从意象的视角切入，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从而深化对诗歌的深

刻认识。意象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诗人的心境，通过它我们能更

好地理解诗中的意境和内涵。所以，教师可以选择在某一诗歌教

学内容中具有代表性的意象，然后引入使用相同意象的不同诗歌

作品，让学生进行综合分析，这样提高学生群文阅读的有效性。

例如，部编版高中语文课本《涉江采芙蓉》中意象为“芙蓉”，

此形象被广泛应用于古代诗歌中。在此基础上，结合白居易《长

恨歌》中“芙蓉”一词，通过比较和分析，加深学生对“芙蓉”

一词的认识，并对该意象背后的深意进行品读。通过开展群文阅读，

学生了解到《涉江采芙蓉》中“芙蓉”一词象征着对事物的眷恋，

暗喻着美好、纯净的爱。《长恨歌》中，“芙蓉”二字有三处，

分别是“芙蓉帐暖度春宵”“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

其中的“芙蓉”二字，实际上是指的是“杨贵妃”。第三个“芙蓉”

描写的是杨贵妃之美，“芙蓉帐暖度春宵”写的是杨贵妃独得恩宠，

君王终日沉湎歌舞酒色之中。“太液芙蓉未央柳”写的是唐玄宗

睹物思人，有物是人非之悲。在阅读《长恨歌》的过程中，为使

学生能更好地了解其中的内容，教师也可引入一些相关的诗歌，

如“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如前文所述，老师以“芙

蓉”这个形象为主线，通过对文本的研究，让学生从多个方面来

解读这个形象，不但可以深化对有关诗句的认识，还可以使学生

在阅读过程中更好地了解这个形象，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使学

生在对意象的解读中得到更深层次的学习体验，领悟到古诗词中

意境的魅力，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感情认同。

（四）付诸内在情感，深入剖析文本

高中语文教师在进行群文阅读教学时，应注意其价值取向。

笔者认为教师可以将“情感”作为主线，给予学生充分引导，使

其在阅读群文的过程中，分析和体会相同情感取向下诗句的不同

表现形式，欣赏作家用不同的诗句来表达同样的情感，并从中发

掘出诗句中所蕴含的价值，使群文的阅读更有意义，以培养学生

全面发展的能力。以部编版高中语文课本为例，《登高》是杜甫

的代表作之一，其不但为我们呈现出“悲秋”场景，而且还展现

了作者人至暮年的内心世界。为让学生对古人登高有更多了解，

教师可选择不同时期的诗人作品，让学生进行品读，如陈子昂《登

幽州台歌》、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崔颢《黄鹤楼》

等，在直观的对比下深入了解。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更加

深刻地了解和认识到登高背后的文化含义，从而更好地挖掘出诗

人登高时所表现出来的情绪，以及杜甫的内在情感，使学生对诗

词有更多的了解和更深的认识。

五、结束语

总体来说，高中语文诗歌教学的过程当中，根据实际的教学

现状，再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教师可适当采取群文阅读的方式，

以此提升阅读实效。本文中，笔者首先分析了群文阅读视角下的

高中诗歌教学意义，随后剖析了目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最后，

笔者则针对如何对高中诗歌教学开展群文阅读进行了分析，以此

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提高学生的参与度，提升诗歌的群文阅读

质量，最终实现培养学生语文素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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