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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标准视角下高中语文群文阅读教学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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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开展阅读教学活动，能够在帮助学生掌握语文知识的同时提升学生的文化修养，使其在阅读的过程中形成独特

的文化品位。在新课程标准视角下，高中语文群文阅读教学开始活跃在语文阅读教学活动当中：作为一种帮助学生阅读、拓

展语文思维的教学手段，群文阅读以综合、多元为特点，重新定义了高中语文阅读教学活动。本文结合新课程标准的有关要

求展开论述，探讨如何在新课程标准视角下完成语文群文阅读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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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文阅读颠覆了传统的阅读教学模式：借由“议题+文

本”的全新教学机制，教师能够结合多个文本开展阅读教学

指导活动，并通过文本之间的比较、分析提高学生的阅读素

养。对于高中生来说，群文阅读为学生提供了更大的学习空

间，允许学生不断探究、学习。在新课程标准下，高中语文

群文阅读不仅要在“阅读”上下功夫，更要求学生独立搜集

语文资源并掌握阅读方法，以此来逐步提升学生的阅读素

养。

1 新课程标准下高中语文群文阅读教学的优势

1.1 改变阅读教学目标，提高学生文化素养

新课程标准改变了传统的教学目标，赋予了高中语文阅

读教学活动全新的功能。在以往的语文教学活动中，教学工

作围绕着“文化教育”开展，重视学生阅读、书写、交流等

主要技能的培养，并不重视学生内在文化素质的开发。这样

的教学模式下，学生难免会出现“发展失衡”问题，导致学

生虽然在不断学习语文知识，但并没有形成对应的文化品位

与语文修养[1]。在参与语文群文阅读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学

生将群文阅读理解为单纯的多文本阅读活动，阅读能力并没

有随之发展。新课程标准下，课程要改变教学目标，除了为

学生传输课堂上的学科知识之外，更要围绕学生的文化修

养、学习能力落实教学工作，以此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通过新课程标准下的群文阅读，教师可以在指导学生阅读的

同时设计多元目标，如技能教学目标，文化交流目标等，延

伸群文阅读教学活动，让学生掌握更多的语文知识。

1.2 改变阅读教学方法，全面优化阅读教学

传统的群文阅读教学活动多围绕着课堂教学工作展开，

教材在群文阅读指导中占据着主导位置。这样的阅读指导模

式下，学生参与群文阅读教学活动的方法十分有限：通过简

单的阅读活动的引导，便能够掌握复杂的语文知识。从教学

功能上来看，阅读只在“读”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群文阅读

文本丰富，议题精准，要发挥出群文阅读的最大教育价值，

必须改变阅读教学指导模式。在新课程标准的引导下，教师

可改变阅读教学方法：围绕着“改善学生的学习方式”“建

立与素质教育理念相一致的评价与考试制度”等教学要求，

教师可通过互动、测验、课外交流开展群文阅读活动，以短

篇幅的语文素材来搭建教学资源库，满足学生的阅读需求。

在帮助学生阅读的同时，也能够对学生的阅读技能、文化思

维进行开发，促使学生掌握多元化语文阅读方法，优化阅读

指导流程。群文阅读理念下，阅读是锻炼学生思维的重要手

段，更是引导师生双方进行互动的有效方法。

2 新课程标准下的高中语文群文阅读教学策略

2.1精选议题，调动阅读兴趣

高中语文群文阅读教学是一种对阅读素材、资源进行整

合之后再落实教学活动的指导理念，在阅读教学活动中，要

领悟高中语文群文阅读教学的内涵，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

必须对群文阅读中的“议题”投入更多的重视：借助议题来

开展阅读教学活动，明确阅读教学主题。但在落实群文阅读

的过程中，教师一直把握着议题的选择权[2]，导致教学质量

无法提升。新课程标准下，要结合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选择议

题，借助学生的能力来落实教学工作，提高学生的阅读素养。

在教学环节，可要求学生围绕着群文阅读素材选择议

题，借助议题来调动学生参与阅读活动的兴趣。如教材《短

歌行》《归园田居（其一）》《梦游天姥吟留别》等文本的

教学，在开展群文阅读活动的过程中，可要求学生配合相关

文本独立选择议题。在探究的过程中，学生根据自己的意见

对有关文本的“共同点”进行总结：部分学生认为，这些文

本都是诗词，所以群文阅读中要学习诗词的鉴赏方法，感受

诗词当中的情感。当学生围绕着“诗词”这一议题参与到教

学活动当中时，要从诗词的角度感受文本的魅力。一些学生

则关注群文阅读素材当中的情感：《短歌行》中对于人才的

渴望，《归园田居（其一）》中对于自身高洁志向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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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奇思妙想。当教师围绕着“情感”

这一话题开展互动时，则要鼓励学生在文学、感性的角度上

阅读文本，体验作者的奇妙情思。新课程标准下，教师要结

合语文课程的情感丰富特点设计教学活动：不仅要考虑学生

对于文化知识的掌握程度，更要尝试利用语文课程来调动学

生的感性情感，以此来提高群文阅读的育人质量。

2.2 改变方法，更新学习理念

高中语文群文阅读教学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多文本阅读，

在阅读指导工作中，相同的文本被整合起来，进而对学生的

技能、思维进行开发和训练，围绕着特定的议题展开，有着

不同的文学情感，这才是群文阅读文本的特点。在结合群文

阅读教学落实教学工作的过程中，教师必须结合学生的发展

需求，构建多元化的教学模式[3]。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新

时期下的课程改革要从“改善学生的学习方式”入手，在新

课程标准下落实群文阅读，不仅要帮助学生“读”，更要培

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展现学生对于语文素材的独特认识。

在高中语文群文阅读教学中，要通过不同的方法引导学

生开展群文阅读活动。如教材《祝福》《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装在套子里的人》的三篇文章，教师可摆脱传统群文阅读

“长篇大论”的教学模式，将群文阅读素材中所涉及到的人

物、故事提取出来，带领学生对其进行分析，以此来培养学

生的阅读技能。在要求学生阅读的过程中，通过对人物命运

的分析来帮助学生解读文本：《祝福》中的祥林嫂、《林教

头风雪山神庙》中的林冲、《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

夫，他们都属于“可怜人”，但对他们的“可怜”进行分析，

却发现他们“可怜”的原因各不相同。教师可借助信息技术

开展教学活动，通过流程图、结构图等素材对祥林嫂、林冲、

别里科夫三个角色进行分析，从环境、人物命运、最终结果、

感想等多个角度入手，展现学生对于群文阅读素材的理解。

在落实群文阅读工作的过程中，教师要结合新课程标准重新

设计教学模式：除考虑学生的学习兴趣之外，更要改善学生

的学习方式。通过“分析人物”“分析故事”的全新方法开

展教学活动，能够帮助学生从新的角度理解文本，提高其阅

读水平。

2.3改变素材，提高文化素质

新课程标准提出了“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

选择性”的全新教学目标，这就意味着课程的教育功能发生

了进一步的变化：群文阅读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帮助学

生掌握语文知识，更要从文化修养、阅读品味等多角度入手，

为学生提供可互动、可选择地学习新环境，保障教学活动的

综合性与开放性。结合新课程标准针对高中生开展群文阅

读，教师不仅要在课堂上选材，更要应用课后的阅读素材与

文化知识，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4]。

如教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鸿门宴》的学

习，可在《论语》《史记》等文化作品当中搜集新的素材，

锻炼学生的语文阅读技能，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在新课程

标准的要求下，教师要设计新的阅读指导模块：鼓励学生在

《论语》《史记》当中搜集资源，延伸课堂教学范围。如对

于《鸿门宴》的学习，学生持有不同的态度：一些学生认为，

项羽才是真正的英雄，并希望搜集到能够证明自己观点的素

材。教师可在《史记》中引导学生搜集可用的文化资料，围

绕着《项羽本纪》等文化作品拓展语文教学范围，培养学生

的阅读能力。新课程标准下，要培养学生对于文化作品的独

特见解，从全新的角度开发学生的语文阅读技能。在随后的

教学中，可围绕《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鸿门宴》

设计主题探究活动，要求学生在课后的探究性学习中搜集新

的文本资源，在课堂上展示出来，并开展阅读分享、读后互

动等活动，在了解阅读素材的同时了解文化知识。围绕着新

课程标准，教师要设计集阅读、感悟、思考于一体的群文阅

读教学新模式，以此来提高学生的阅读素养。

结语：

新课程标准下，高中语文群文阅读教学正在向着综合

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在落实教学工作的过程中，不仅要

培养学生的基础阅读能力，更要积极开发学生的文化意识与

学习热情，促使其在读、学、用的过程中主动积累文化知识。

结合新课程标准的有关要求，教师要将阅读教学的主导权转

交给学生，并设计阅读指导新模式，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为学生的学习提供更多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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