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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低年级群文阅读读写结合策略
范炉香

贵州省剑河城关第一小学　556400

摘　要：随着信息科学与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得到扩展，对人们快速阅读和处理信息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

群文阅读作为一种多文本结合并探讨某个议题的方式，在小学教学中得到广泛应用，可以引导学生主动搜集信息，激发学生

的阅读兴趣。群文阅读教学方法有助于增加学生的阅读量，使学生的阅读面得到明显扩展，提高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在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小学教学中，阅读和写作具有一定的联系，能够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采取有效

的教学方法，能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相关技能，阅读和写作能力同时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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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推行群文阅读受到了广大语
文教师的重视，原因之一就是相对于传统的单篇阅读教学而
言，群文阅读具有不可替代的优点，其能够让学生在阅读的
过程中，通过对多篇文本的阅读，实现同一主题下不同文本
的描述特点、文本结构的比较与鉴别，还可以达到互文解读
的效果。通常情况下，小学语文教学中对群文阅读的运用，
更多地将重心落在“读”上，这对阅读教学效果的提升起到
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笔者在教学研究中发现，如果将群文
阅读与读写教学结合在一起，那不仅可以提高群文阅读教学
的效果，还可以更好地实现以读促写。因此可以认为，语文
阅读是小学教学的重点内容之一，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开展群
文阅读教学，对小学语文教学有积极意义。在小学语文阅读
教学过程中，群文阅读与写作进行结合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
阅读水平和写作水平。当然要达到这样的教学效果，还需要
教师对群文阅读作出更多的分析，对群文阅读与读写教学的
结合进行更多的探索与研究。

一、群文阅读与读写结合的意义发掘
将群文阅读与读写教学结合放在一起进行研究，主要是

考虑到群文阅读与读写结合之间的意义衔接。从学生学习的
认知过程把握角度来看，学生在群文阅读与读写结合的过程
当中，涉及到的信息输入过程都存在视觉角度的文字信息输
入，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读”。有经验的小学语文教师都
知道，对学生而言，“读”不只是一个动作，而是一个内在
的信息加工过程，视觉接收到的是文字信息，这些信息应当
被学生的思维所加工。所谓思维的加工，就是将阅读到的内
容与自身的生活经验与阅读经验发生相互作用，然后产生新
的认识。当我们要求学生说出阅读之后的感受时，实际上就
是要求学生用语言将自己的认识表达出来——如果学生用的
是口头语言，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口头阐述的过程；如果
学生用的是文字语言，那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写作的过程。所
以，从内在认知的角度来看，可以显而易见地发现一个逻辑，
那就是学生在阅读，尤其是群文阅读之后，如果强调用文字
语言表达自己的阅读感受，那群文阅读自然就与读写结合连
接在一起。上面已经提及，群文阅读可以起到单篇阅读所无
法起到的作用，其可以拓宽学生的阅读视野，多点触发学生
的阅读认知，多角度实现学生的阅读与原有经验的相互作用，
因此，学生的表达欲望与所能够表达的内容也会更加丰富，
这自然就会刺激学生的写作动机，丰富学生的写作内容，从
而实现以读促写的教学预期。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
肯定的一个观点就是：群文阅读是阅读教学的有益补充，具
有重要意义。那么在实际的语文教学当中，教师就要善于引

导学生抓关联点，以点带面；同时群文阅读的过程当中既要
求同，又要存异，以丰富学生语文思维；在以读促写的过程
中特别要强调阅读与写作结合，做到读写相长、互为促进；
考虑到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在群文阅读与读写结合相联系的
过程中，还要丰富载体以开展阅读实践活动，开展微阅读，
激发学生兴趣等。

二、小学语文群文阅读中读写结合教学的开展策略
（一）改善学生的读写态度
对于小学语文教师来说，除了创新教学方式之外，还要

增强同学们群文阅读的兴趣，改善他们对读写练习的态度。
在学科核心素养教学要求中，培养学生科学的学习习惯、激
发他们积极的学习态度也是教师的重要教学任务之一。然而，
正确的学习态度和习惯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形成的，而
是需要小学生进行长期的坚持和训练。所以，在群文读写教
学活动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帮助他们形成“不动笔墨不读文”
的观念，使其能够一边阅读文章一边进行思考和标记，从而
积累更丰富的优美词句。同时，教师还要引导他们将这些词
句运用到自己的文章创作中，以此提升作文的写作质量，让
他们获得更大的成就感。这样就能够使同学们真正地认识到
读写结合训练的重要性，转变他们以往的学习态度，进而快
速提升课堂的学习效率，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

（二）把握阅读的主旨探究
传统的小学语文课堂上，阅读教学往往局限于句子、段

落，对主旨的探究往往缺乏“探究”过程，由教师直接告知
学生。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学生通常只关心文章中的词汇、
修辞手法和句子结构，而对全文的理解则显得支离破碎，这
会严重影响学生阅读能力的提高。比如，对于记叙文、散文
等体裁的文章，学生不易抓住主旨问题，教师可以引导学生
开展群文阅读，使学生通过思辨来加以探究。这种以培养思
辨能力为主导的群文阅读，有助于提高学生探究文章主旨的
效率。

（三）基于文本留白，搭建群文阅读桥梁
在日常的教学中，很多语文教师总是将群文阅读定位在

“阅读”上，这是不全面的。群文阅读既是一种阅读教学方
式，也是培养学生多元能力、个性思维的方式。教师要利用
好群文阅读，改变目前阅读教学的传统态势，形成一种新的
有效的阅读教学模式。与此同时，在群文阅读中，教师要正
确发挥引导作用，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涵养学生的阅读思
维，提升学生获取信息、概括信息和理解运用信息的能力。
群文阅读信息最直接的来源是课本。如果教师仔细研读教材，
便会发现课文中有不少“留白”，给学生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



2022　3　新时代教育·基础教育132

ISSN:2705-0963（Print）　　　ISSN:2705-0955（Online）

间。因此，教师可以利用好这些留白，组织学生开展群文阅
读，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和联想，对课文中的留白部
分进行补充。学生基于课文留白进行的创作，相当于在阅读
与写作之间架设的一道桥梁，将读写连接了起来，能推动学
生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的协调发展。例如，在学生阅读《青
蛙写诗》后，笔者以细节描写为切入点，引导学生观察文中
关于青蛙形象的描写，接着鼓励学生仿照同样的句式描写螃
蟹；在学生阅读《动物王国开大会》后，笔者以文章结尾处
的留白为切入点，引导学生猜测为什么大家第二天都准时来
开了会，鼓励学生结合想象进行描写；当学生阅读《小蝌蚪
找妈妈》后，笔者引领学生发挥想象力，让学生思考小蝌蚪
在泥塘中的生活，并鼓励学生用文字进行描述。如此一来，
学生便能结合自己的想法展开创作，将在阅读中学会的技能
灵活运用到写作练习中，这样既有助于锻炼学生的文字表达
能力，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

（四）找准课堂教学中由“读”到“写”的切入点
举一个例子：在教学实践的过程当中，笔者发现从传统

的单篇阅读走向群文阅读，实际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对小学生而言，学生在群文阅读的时候一开始读三篇文本就
会出现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
阅读能力，尤其是群文阅读能力。这样一个群文阅读能力培
养的过程，实际上是为读写结合、以读促写能力的养成奠定
基础。当前的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非常重视学生的阅读与
写作，如果能够基于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上的课文，然后从
这些课文出发，基于一定的主题选择用于群文阅读的其他文
本，那群文阅读能力的培养就有了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比
如说，对于低年级的学生而言，可以选择一些绘本，如在教

《树和喜鹊》这一课文的时候，除了可以让学生阅读图文绘本
之外，还可以让学生阅读《我是彩虹鱼》《四个小男孩》和

《枫树上的喜鹊》（《树和喜鹊》的另一改编版本）等。绘本的
最大特点在于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因此对于低年级小学生
而言，这实际上也是一个群文阅读的过程，而学生有了阅读
认识之后，就可以让学生尝试进行写话，这实际上就是以读
促写，是群文阅读与读写结合的一种体现。

（五）结合群文阅读，进行模仿创作
群文阅读教学不应是课文与课文之间的横向联系，而是

以课文为例向外延伸的拓展阅读，帮助学生积累语言能力和
思维能力，是平台化的阅读教学体系，学生由模仿习作而获
得一种带有个人体验感的抒发载体。一开始的群文阅读和写
作都以模仿创作为主，但写作的目的不能是人物、修辞、语
素的简单替换，而应开展个人体验的共享，那么学生简单朴
素的个性化思想就跃然纸上了。例如，《小壁虎借尾巴》与

《小蝌蚪找妈妈》都是结构相近的童话故事，一般性的阅读教
学会围绕总结童话作品的特点而开展，在习作方面要求学生
进行总结活动，以读后感的形式要求学生总结其中蕴含的生
活哲理，教学模式较为机械。因此，教师可以安排学生进行

“童话故事”模仿创作，在改写活动中通过学生自悟，达到经
验与认识的双重提升。

（六）鼓励个性写作，推进群文阅读深度
在语文阅读教学中，读写结合是有效的教学方式。读写

结合的基本思路之一，就是用写作去驱动阅读的深入。在读
写结合的过程中，教师需要以有针对性的典型文本为载体，
以学生的阅读体验为主要内容，沟通课内与课外，实现以一
篇带动多篇，促进学生写作能力与阅读能力的双重发展。这
种具有体验性的读写结合训练，可以有效拓展教材内容，并

且有机整合课内外教学资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
生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在借助群文阅读展开写作教学时，
很多教师通常会以模仿起步。但是，教师也要认识到，写作
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自主创作，而不是模仿。因此，在写作教
学中，教师可以鼓励学生模仿其中的句式和写作手法，但也
要鼓励学生在写作中加入自己的想法，为自己的文章增添一
些个性化元素。例如，一年级下册有一个单元都是童话故事，
对此，笔者基于课文《棉花姑娘》《咕咚》《小壁虎借尾巴》
开展了一次群文阅读活动，要求学生阅读并总结童话作品的
特点。在群文阅读后，笔者鼓励学生自主尝试创作童话故事，
可以是自己生活中获得的感悟，也可以是想要传达给他人的
道理等。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感悟和想象力创作的作品，既
流露了学生的真情实感，也充分展现了学生的个性。

（七）基于文本写作主题，创新群文阅读形式
在指导学生学习写作时，很多教师发现学生写出来的文

章普遍缺乏一定的逻辑，行文脉络毫无章法可言，思路混乱。
针对这类问题，教师应着眼于群文阅读的优势，通过自主阅
读、对比分析和小组讨论等方式，让学生体会不同作品的魅
力，激发学生的创造力，进而创作出更为精彩的作品。例如，
笔者在进行主题为《春天》的习作教学时发现，大部分学生
在自己的作品中，都是记流水账，用大量的文字描写自己的
游玩经历，缺乏新意。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以同样的主题
开展了一次群文阅读活动。本次群文阅读选择了《找春天》

《开满鲜花的小路》《邓小平爷爷植树》等课文，要求学生阅
读完所有文章，并分析这些文章的结构与创作思路。有的学
生提出：“这几篇课文都与主题密切相关，但是内容的呈现方
式却各不相同。”笔者接着追问：“那么你认为这些文章在结
构和写作手法上有什么不同？”学生回答：“课文《找春天》
侧重于描写春天的景物，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开满鲜花
的小路》则是以故事为主，春天在文章中只是一个时间节点；

《邓小平爷爷植树》描绘了春天的活动，侧重于体现邓小平爷
爷这个人物形象。”通过这样的对比阅读活动，学生就能更直
观地感受不同作品的写作手法与结构，在接下来的写作练习
中，学生就能结合阅读经验，创新自己的写作手法，提升自
身的创作能力。

三、结束语
群文阅读教学本质上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选择同一

主题的相似文章开展课堂阅读教学，便于学生对文章主题的
理解和掌握。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读写结合的教学，让阅读与
写作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样实际上就是将语文教学
所强调的听说读写中的读写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结合
相对于传统教学而言，突破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于更多
的一线语文教师而言，这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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