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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文言文群文阅读的选文策略初探 
邵  鑫 

（沈阳大学虎石台附属实验中学  辽宁省沈阳市  110122） 

摘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的初中语文阅读教学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群文阅读教学应运而出。群文阅读
教学是以一个或多个议题为中心，是从一篇文章到“一群”文章，即多文本的教学。文言文群文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师对教学理念的
创新、对传统的教学方式的改变、对学生的阅读方式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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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初中语文课堂上引入文言文群文阅读的意义 
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教育在促使学生学习语言知识、掌握

语言运用规范的同时,要有意识地增强学生的文化积淀,充实文化底

蕴,培养审美意识、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在提高辨别能力的基础上

提升文化品味，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健全的人格。"此外,课程标准

特别指出:九年义务教育的学生课外阅读总文字量应达到 405 万字。

405 万字的课内外阅读，不仅指现代文阅读，更需要大量的文言文

阅读以助于学生达成阅读能力的全面提升。因此，文言文群文教学

的意义非凡。 

在近年沈阳中考文言文阅读中,为课内外知识结合的考查,课外

文言文考查势在必行,且课内与阅课外的文言知识对接几个方向多

元化。因此对一线语文教师而言，如何在课堂上选择什么内容的文

言文至关重要。 

二、初中语文文言文群文阅读的选文策略 
（一）、以作者为中心选文 

不同作家有不同文学风格，初中语文文言文阅读可以从教材选

定的作者出发，对该作者的文章精心筛选，选出有代表性的作品，

让学生对作家的文章有更深刻的认知。 

“知人论世”是语文教学中常用的教学方法，但很多语文教师

的一个误区是把“知人论世”当作是一个知识背景的补充说明，通

常会在学习一篇新的课文之前，进行作者的生平简述。“知人论世”

这一方法，在“群文阅读”中表现为选文中的“作者”基准，与以

往的“知人论世”教学方法不同的是，通常的知人论世是在讲解特

定文章时，老师做适当的作者简介的补充；而群文阅读中的“作者”

为基准的选文是以作者为出发点，在学过他的文章或者了解他的部

分生平的情况下做文本的拓展整合。 

例如，八年级的《马说》是韩愈论说文的代表作，充满了波涛

翻卷的情感激流与气势夺人的滔滔雄辩。在这之中，作者无情鞭挞

了统治者埋没人才的无知，也充满了对人才被埋没的强烈的惋惜之

情。教学中，体会文章主旨与情感是教学重点、难点。然而仅靠书

下寥寥注解，学生对于古人科举人才选拔制度及韩愈的生平难有了

解，更不用说引起感情共鸣了。突破这一难点，必须“知人论世”，

了解作家的生平，从而把握文章思想感情。而韩愈的著作在教材中

仅此一篇，无法前后照应，根据生情，补充《旧唐书·韩愈传》《新

唐书·韩愈传》《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龙说》中相关片段进行群

文阅读，以文解文，加深理解。 

（二）、以题材为中心选文 

以“题材”为基准的选文，是语文课堂上最常用的选文方式。

传统的“精读”教学，也会着重讲“题材”的重要性，教师在把握

某一种特定题材的基础上，进行文本内容的讲授，这更有利于学生

们深度掌握文本。文言文这一特殊的文章，历来是学生较为畏惧的，

但传统教学的“单篇精读”使学生的知识很难在其他文章中进行有

效的迁移。因此，以一类文本的整合教学为模式，无论是在广度上

还是深度上，都能有助于学生理解文本，掌握其中的细末，因此更

加有效地培养知识迁移的能力。 

在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文言文部分可依据“题材”划分为

很多个整合文本。例如，八年级下册中一共有 8 篇文言文，分别是:

《桃花源记》(陶渊明)、《小石潭记》(柳宗元)、《核舟记》( 洢魏学 )、

《北冥有鱼》《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选自《庄子》)、《虽有

嘉肴》《大道之行也》(选自《礼记》)、《马说》(韩愈)。这 8 篇文

章又可分成几类: 

游记类 《桃花源记》《小石潭记》 

说理类 《北冥有鱼》《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马说》 

个人修养类 《虽有嘉肴》《大道之行也》《论语十二章》 

以“游记类”为例，还可以细分为“重记游”与“重抒情”的

不同类别。《桃花源记》与《小石潭记》虽然都是记游，但作者在

记游踪时的写法却很不一样。《桃花源记》记游虚实结合，而《小

石潭记》则更加纪实一些。 

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类似的“游记类”文言文还有很多，

如郦道元的《三峡》、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张岱的《湖心亭看

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在进行“游记类”文言文的整合

教学时，除了精读选文、串联文本之外，对“游记类”的整体特点

的把握也尤其重要，这就要求教师带领学生在进行整合时，首先要

做到的点就是明确“游记类”的特点，这样才能使学生的兴趣转化

为能力的提升。 

以《小石潭记》为例，大概的思路是:首先让学生自学解决核心

文本《小石潭记》的字词问题，然后遵循“寻游踪”的线索，让学

生寻找《小石潭记》中的三处描写“矛盾”，再以三个矛盾作为主

问题贯穿课堂，以此为基础，让学生结合《始得西山宴游记》《钴

姆潭西小丘记》深入了解作者的情感。这样，通过整合三篇文本，

深度把握作者的情感的变化过程、变化缘由以及具体表现，以“精

读一篇，整合多篇”的方式进行群文阅读，让学生学会将游记类文

言文的文本细读的方法迁移。 

（三）、课外文言文对比阅读 

将课内外文言进行对比阅读，应从考试模式转变为学习的常

态，培养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习惯。 

课外文言文，作为文言文学习的抓手，也可为课内学习补充资

源，更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训练学生思维能力。如学习完七年级

的《狼》，以“蒲松龄笔下狼的形象”为议题，为学生提供了《狼

三则》中另外两篇及《牧竖戏狼》供学生阅读。通过阅读讨论，学

生能达成共识：作者通过以动物喻人，讽刺社会。狼象征某一些残

忍、贪婪、狡猾的恶人，这些“恶”人的本质并也可通过其他故事

实现，如“牧竖”这一形象。通过四篇文言文的群文阅读，学生打

破了传统对于“狼”即残忍、贪婪、狡猾的固定思维，发现蒲松龄

笔下的狼虽有凶残一面却也有温情一面，两面是共存的，学生的辩

证思维得到了锻炼，视野得到了拓展，阅读体验也得到了丰富。 

（四）、以主题为中心选题 

“诸子百家”散文在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所占的比重非常

大，本版六册课本中，选入诸子散文最少的一册也有三篇，编选者

希望通过它们影响并塑造学生人格的意图非常明显。 

以七年级上册为例，一共有 7 篇文言文，分别是：《咏雪》《陈

太丘与友期行》（选自《世说新语》）、《论语》十二章、《诫子书》（诸

葛亮）、《狼》（选自《聊斋志异》）、《穿井得一人》（选自《吕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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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杞人忧天》（选自《列子》）。本册共选入诸子散文三篇，其

中儒家一篇（《论语》十二章）、道家一篇（《杞人忧天》）、杂家一

篇（《穿井得一人》）。这三篇选文看似都是简单的讲道理，但却有

很大的不同。他们之间的关联在于同属诸子散文，只不过《论语》

以语言简练、道理深刻为主要特点，而后两篇被归为“寓言”，文

风更为生动活泼一些。除此之外，《诫子书》《陈太丘与友期行》这

两篇也可以以“以身作则，身正为范”的青少年人格塑造主题与诸

子散文整合到一起，让学生了解诸葛亮如何以“书信体”来勉励儿

子，陈元方如何告诫世人诚实守信。总之，讲授诸子散文的时候，

可以根据不同的主题来整合不同的文本；某些文本看起来并没有明

显相似之处的文本，只要深度解读，也能发现一些共同的“主题”。 

三、初中文言文群文阅读选文具体实施 
基于以上方法研究，经过钻研教材，发现《陋室铭》和《爱莲

说》两篇文章的精神血脉——主题息息相关。于是，可以将两篇文

章进行整合教学，实现文言文群文阅读。用《爱莲说》打开《陋室

铭》刘禹锡精神世界的大门，并以此作为这节课教学的核心目标。

具体教学设计如下： 

走进刘禹锡的心灵世界——《陋室铭》《爱莲说》群文教学 

教

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通过反复诵读，学生能熟读背诵。 

过程与方法：通过自主合作探究，学生能初步掌握

托物言志的写作手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对比阅读法、群文整合法，

学生能真正走进刘禹锡的精神世界以及感悟中国古代

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怀。 

教

学重点 

通过自主合作探究，学生能初步掌握托物言志的写

作手法。 

教

学难点 

通过对比阅读法、群文整合法，学生能真正走进刘

禹锡的精神世界以及感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情

怀。 

教学过程及设计意图 

一、蓄势导入——走进周敦颐的精神世界 

《爱莲说》中菊对莲是正衬还是反衬？ 

周敦颐对陶渊明的态度到底如何？ 

在周敦颐眼里，陶渊明是“美”的，但周敦颐认为谁更“美”？ 

周敦颐和陶渊明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二、教学过程——走进刘禹锡的心灵深处 

（一）初读《陋室铭》 

（1）你认为刘禹锡的人生选择是陶渊明式的，还是周敦颐式

的呢？请扣紧诗文的关键字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2）联系创作背景感悟托物言志的写作手法，从而明确刘禹

锡的人生是 “周敦颐式”。 

（二）群诗阅读 

（1）赏析《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秋词》。 

（2）全方位感知刘禹锡的形象。 

（三）感悟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怀 

三、课堂小结 

四、作业 

五、板书设计 

 
结论：综上所述，初中文言文群文阅读教学是一种特别好的教

学方式，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并在一定程度

上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教师只有不断创新阅读教学的方法，才能

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在语文课堂上，我们要不断打开学生

阅读文言文的“眼界”，放松学生对文言文阅读的“畏惧”，因此，

教师要保证文言文选文的多向性、开放性和结构性，并采取一定的

科学选文策略，以保证文言文群文阅读教学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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