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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语文“多文本阅读”教学的实践探索 
◆高玉梅 

（开封市梁苑小学  河南开封  475000） 

 
摘要：多文本阅读教学中，课内阅读与课外阅读相结合激活了老师们的

思维，摆脱了课内阅读与课外阅读是两张皮的思想。多文本阅读中课内

外阅读相结合更容易促进学生的自由探究，多文本阅读中课外阅读要围

绕课内阅读的单元主题展开，多文本阅读中，课外阅读结合课内阅读的

选文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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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多文本阅读”的认识 
“多文本阅读”一词是对之前群文阅读的精确化，两个或者

两个以上的文章或片段组合的一组文本--即为多文本。“多文本
阅读”教学是以明确线索、隐含意图或多角度议题等多种方式来
组织的一组文章教学，老师在教学活动中围绕着一个议题选择建
构一组文章，而后引导学生采取自主、合作、探究的方式进行阅
读学习。学生通过对多个文本的体验、思考、讨论来建构意义，
实现学生良好阅读习惯的养成和阅读能力的提高。通过对文本的
整合、提炼、加工、深入文本内部进行细微解读，从而对同类文
本有宏观的把握， 终达成共识，整个过程是传统阅读教学之外
的一种新的阅读形式。 

二、多文本阅读的重要意义 
（一）把多文本阅读教学的课前预习与课外阅读结合起来。 
在多文本阅读教学之前有目的地安排与课内文章相关的资

料，指导学生搜集与文章有关背景材料，使课外阅读的材料服务
于课堂阅读教学，例如，学习“初识毛泽东”一组文章时，可由
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导入，课前布置学生搜集、阅读有关
红军长征的资料，让学生了解长征的时代背景，了解毛泽东诗词、
毛泽东阅历，让学生带着这些资料进行课外阅读.这样，在课上
的阅读教学中，就能有效地帮助学生体会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
导下，红军在整个长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亘古未有的英雄气概
和百折不挠的勇毅精神，还能将诗句和历史事件联系起来进行感
悟。 

（二）在多文本阅读教学课上有目的地延伸课外阅读。 
教师要指导学生在阅读课内教学之后运用课上所学到的知

识及读书方法去举一反三，独立读懂一些课外阅读材料，把课内
阅读教学后的学习方法再次运用体现在课外阅读中。 

多文本阅读教学中，我们要通过课内阅读教学有意识地渗透
质疑讨论的阅读策略，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表述自己的观点、提
出自己的问题、引导学生进行讨论，指导课外阅读，真正实现以
一篇带多篇的目的。 

（三）在多文本阅读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拓宽课外阅读的渠
道。 

1、评选阅读家庭请家长为学生阅读树立榜样，引导学生热
爱阅读，与家长共同阅读.可以评选阅读家庭，为学生营造阅读
氛围。 

2、召开主题故事会或朗诵会确定主题，让学生在活动中讲
述课外阅读中的动人故事和朗诵课外阅读中的精彩篇章。 

3、开展书香校园活动让家长与学生一起在活动中交流读书
的经验、体会和收获，相互学习、共同分享读书乐趣。 

4、进行表演创作学生在学习了课上的文章后，教师可以组
织学生表演课本剧，积累表演经验后，可以再把课外读物中的片
段进行改编，与同学一起表演。 

三、多文本阅读的实践探索 
（一）多文本阅读教学的实施原则 
1.多文本阅读中，课外阅读结合课内阅读的选文很重要。 
在选文的这个过程里，教师要广泛地选取不同形式，不同体

裁的文章，从议题角度挖掘知识增长点和能力训练点，这也是一
个不断增强教师整合课程资源能力的过程。 

2.多文本阅读中，一定要注意“课内”和“课外”的整合。 
学生在学习四年级下册的一单元——“祖国的山山水水”，

本单元不仅要求学生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还要感悟作者是如何
描写祖国的山河的壮美的。单元的课文可以有六个训练的重点，
分别是：（1）游览的顺序；（2）丰富的想象，精美的修辞手法；
（3）有顺序地观察事物；（4）总分总的结构写法；（5）抓住景
物的颜色、形状等特点的描写方法。在我们组文时，就选取了“总
分总的写景文章”的训练点组文，分别选取了《奇异的黄山》《长
江三峡》《黄山》等几篇文章，引导学生明确总分总的妙处。 

3.多文本阅读中课外阅读必须要围绕课内阅读的单元主题
展开。现在的语文课本都由单元组成，每一个单元都有一个主题，
每个单元前都设置了精短导读，目的是激起学生的阅读期待。如
果只孤零零地进行一篇又一篇的阅读教学，就很难满足学生强烈
的阅读欲望，很难形成系统的知识结构，而“多文本阅读”恰可
以弥补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围绕主题根据单篇课文学习的需要去
选择一组文章，用于引导孩子与文本和进行阅读对话，结合自己
的经验对文本做出自己的判断、评价、反思。 

（二）多文本阅读教学的实施过程 
1.多文本阅读教学，要考虑到学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爱

好”。兴趣是 好的老师，爱好是学习的动力。在组文中要考虑
到学生的阅读的愿望和需求。 

2.多文本阅读教学，要考虑到“读写的结合”。从阅读中学
习写作的方法，并进一步运用到自己的习作中，一直是语文教学
的客观规律。 

3.多文本阅读的组文，要考虑到“阅读育人”的作用。学生
在阅读中，不仅要学习到了知识，拓展视野，更重要的是学会做
人，学会做事，这也印证着“千教万教，教做真人”的教育理念。 

4.多文本阅读教学，要考虑到“文体”的特点。不同的问题，
不同的展示内容，在群文的阅读中都要充分的考虑到。 

（三）多文本阅读教学的体会与收获  
1.增强了学生阅读的兴趣，提高学生的作文能力，促进学生

的阅读积累读写结合激发学生把这些语言词汇在习作中进行运
用。在写作中自由表达，那么语言、词汇就会活起来，就会使阅
读中所积累的素材有用武之地。 

2.改变学生的思维方式。学生通过多篇文本从不同层次、不
同角度看待同一个事物或问题，思维方式也会因此而改变，通过
多维度的思考，辩证的思考，学生对议题的理解也会因多篇而更
加深化，更加多元。 

3.增强了教师的课程整合意识。进行多文本的阅读教学中，
选文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过程里，教师要广泛地选取不同形式，
不同体裁的文章，从议题角度挖掘知识增长点和能力训练点，这
也是一个不断增强教师整合课程资源能力的过程。  

4.提高教师自身的能力和素质。选文过程要求教师对自身已
经具备的知识有较深刻的认识，并进行查漏补缺，融汇贯通，教
师的专业知识会得到内化。会让教师在语文教学的天地里有一种
“会当凌绝顶”的感觉，感慨语文天地之广阔的同时，也会不断
地提高自身选文、阅读的能力和文学修养。 

总之，多文本阅读教学，提高了小学语文教学的效率，大大
提高了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多文本阅读教学作为一种新
的教学方式，给新课改打开了一条通道，给小学语文教学带来了
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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