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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群文阅读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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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群文阅读”是一种新型的阅读模式，有够有效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本文通过对比“群文阅读”与单篇阅读、主题阅读

的不同，从议题、选文、整体建构三个方面对“群文阅读”教育发表了一些自身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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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台湾小学语文教育学会理事长赵镜中先生率先提出“群

文阅读”这一概念，自此之后，随着素质教育理念的不断深入，“群

文阅读”方式被越来愈多的教育者所接受。那何为“群文阅读”？

“群文阅读”跟其他形式的阅读有何区别呢？ 

一、“群文阅读”教学与其他阅读教学的区别。 

“群文阅读”是一种新的阅读模式，它与传统的阅读教学之间

有很多不同之处。 

（一）“群文阅读”教学和单篇阅读教学的区别 

单片阅读是我们传统教学中经常使用的阅读教学形式，相较

“群文阅读”，二者之间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第一，在阅

读量上有区别。这种量上的差别造成的明显后果就是课堂教学策

略、课堂结构布置等方面也不尽相同。第二，阅读策略有所差异。

单篇阅读因其量少，在教学中对其文本重点采用逐字逐句、仔细研

磨、深入挖掘的策略，往往会一两个课时研读一篇文章，但“群文

阅读”与此大相径庭，它会通过略读、跳读等方式，整合不同文本

内容，进而达到还原真是情景的最终目的。第三，课堂结构设置不

同。课堂教学中大多单篇阅读是教师主导的阅读，教师会要求同学

们聚焦一个中心，不断挖掘，可“群文阅读”在课堂教学的呈现上

却是以学生为中心，课堂呈现开放状态，教师成为了规则的传达者，

学生成为了真正的主人。 

（二）“群文阅读”教学与主题阅读教学的区别 

“群文阅读”与主题阅读都是多文本阅读，二者主要的区别是

聚焦的核心不同。主题阅读我们从字面意思上就可以感受到，它是

围绕一个明确的主题展开的，这个主题可以是政治、经济、科学、

文化等等。主题是贯穿主题阅读始终的，这个主题牵引着学生的思

维，使学生不能进行多维思考。而“群文阅读”它提供的“主题”

或者说议题是可供讨论的一个大的话题。它更多地是培养和训练学

生的发散性思维，它是通过文本的对比，激发学生的阅读思考能力，

拓宽学生的思维空间。 

二、“群文阅读”教学的特征 

“群文阅读”教学突破了单篇阅读、主题阅读的局限，使阅读

教学呈现了巨大的活力。 

（一）开放性 

“群文阅读”是围绕一个议题展开的。所谓的议题是指可以被

议论的话题，既然可以被议论，那就预示着其具有开放性特征。在

这种开放性的阅读教学中，师生才能更好地、更自主地、更符合真

实阅读情境的进行阅读，学生通过阅读所理解的内容也可以是丰富

多彩的，只要能够言之有据、言之有理，便是可取的。 

（二）整体性 

“群文阅读”是由多个文本组成的，多文本组合时必须要考虑

文本之间的衔接，这种衔接说白了就是一种文字的整合。这种整合

可以很好的锻炼学生的比较分析能力，通过比较分析，学生提炼文

章重点、把握整体的能力也就相应提升，这样学生的思维也就具有

系统性。 

（三）主体性 

阅读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提取信息，整合信息的能力，最终

拓宽思维。“群文阅读”正好满足了上述的目标。通过对比多文本，

学生提取、整合信息的能力增加了；通过讨论议题，学生成为了课

堂的主人，思维得到了拓宽。 

三、基于设计步骤的初中群文阅读教学策略 

（一）议题的设置 

议题设置的好坏直接关乎“群文阅读”教学的效果，是重头戏，

必须慎之又慎。 

1.议题设置的原则 

（1）符合课程标准 

新课程标准对各学龄阶段语文教学的目标、任务有严格规定，

任何年级的任何教学都必须严格落实新课标要求，只有这样，在开

展实际教学时，教师的教才能有的放矢，学生的学才能游刃有余。 

（2）具有开放性 

“群文阅读”教学强调学生的自我建构，开放性是自我建构的

前提，没开放性，自我建构就是一句空话。因此，我们在议题设置

时就要时时关注开放性，力争戒除闭合性。 

（3）要有延续性 

“群文阅读”不仅仅发生在课堂教学中，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

可见，教师要通过课堂的“群文阅读”教学激发学生对阅读的兴趣，

这就需要议题具有延续性，使学生在日常阅读中保有好奇心。 

2.议题设置的分类 

（1）聚焦语言的建构与运用的议题 

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是语文教学的主要目的，在“群文阅读”

教学过程中通过设置指向语言的建构与运用的议题，使学生感受不

同的言语形式的风格，积累丰富的语言素材，最终实现语言表达的

个性化。 

（2）聚焦思维的发展与提升的议题 

思维发展与提升是语文素养的重要维度。聚焦思维的议题应该

具有辩证性，通过对多文本的分析、整合锻炼学生的逻辑判断力。

例如：在《狐假虎威》“群文阅读”教学中设置“狐狸是狡猾的还

是聪明的”议题，引导学生辩证的看待问题。 

（3）聚焦审美的鉴赏与创造的议题 

对文学的欣赏也是对美的培养，“群文阅读”教学就是培养学

生感知美，创造美的一种阅读教学形式。教师要创造多重语境培养

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通过“《春》《济南的冬天》《三峡》这三

篇文本培养学生感知四季的能力。 

（二）选文的策略 

（1）与学情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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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时教师要坚持最近发展区原则，被选择的文本在难度上要
呈梯状，要有深度，要具有可挖掘性。因为，太简单会使学生没有
兴趣，太难的话又会打击学生的积极性。因此，必须虚实兼顾，可
退可进。 

（2）以教材为准 
教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群文阅读教学的选文必须立足教材，

源于教材，一旦脱离教材，“群文阅读”就失去了根基，但也不能
全部依靠教材，我们要教材、课外阅读两手抓，发挥好课外阅读材
料的支撑补充作用。 

（三）集体建构的有效途径 
（1）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在“群文阅读”中教师要将课堂的主动权交给学生，教师要学

会做一个旁观者，一个聆听者。聆听学生的各类观点，引导学生不

断聚焦议题，但这种聆听和旁观并不代表教师要唯学生马首是瞻，
教师还是要将“风筝”的线紧紧的抓在自己的手里。 

（2）重视课堂反馈 
同一文本，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认识，针对这些不同的认识，

教师要重视课堂反馈，针对不同学生的表现给出不同的反馈，帮助
学生不断完善和丰富自己的知识框架，促进个人建构与集体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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