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群阅课程提升语文素养的思考

【摘 要】

群文阅读通过文本交互使群文的意义变得复杂起来，读者需要深入阅读和思

考才能把握。只有思考了，思考力才会提升，只有阅读了，阅读力才会提升。广

阔而自由的群文阅读课堂就是思考力和阅读力提升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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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小语会会长崔峦认为，语文素养是一种以语文能力为核心的综合素养，

其要素包括语文知识、语言积累、语文能力（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口语交

际能力和习作能力）、语文学习方法和习惯，以及思维能力、品德修养、审美情

趣等
[1]
。就我对现在学生的了解，一大部分学生的语文素养都有或多或少的缺失。

群文阅读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应运而生，这是语文教学的一次次静悄悄的革命。

这次革命像是久旱逢甘露的花朵，让语文教学充满了生机，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好

地提升学生语文素养的希望。

在众多语文素养要培养的能力里，阅读能力是基础。而传统的语文教学课

堂，仍然还局限于单篇课文的内容的分析，以大声朗读和词句理解为主要教学手

段，“少、费、差、慢”的低效语文学习，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当前的小学

语文教学改革，需要从改变阅读材料和阅读策略两方面入手，加大课堂教学容量，

提高阅读教学效率。

一、从群文阅读选材上，群阅之花——绽放阅读力和想象力

群文阅读，简单地讲，就是把一组文章，以一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指导

学生阅读，并在阅读中发展出自己的观点，进而提升阅读力和思考力。

（一）群文阅读的选材更具开放性和广泛性。它提供给学生的信息量巨大。

学生的阅读思维也是开放的，从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考力，而思考力的提升便

会促进阅读力的提升。如“创世神话”一组群文中包含了七篇来自世界各地的创

世神话风貌，自然比阅读一篇《开天辟地》获得的信息更加丰富，也更加深刻。

学生阅读欲望也会更加强烈。在对比中阅读思考，更有利于阅读能力地提升。

（二）群文阅读的选材更具趣味性。尤其是低段的绘本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比如绘本《母鸡萝丝去散步》、《鱼就是鱼》、《三只小猪的真实故事》等。这些绘



本读起来轻松有趣，其中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新语文读本里的“不可思议的情

节”这一议题也是非常有趣的等等。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孩子们读了这些有趣的

文章，会激发他们阅读更多文章的兴趣。我记得我上完这节课后，孩子们写的日

记里写到“晴天有时下钱”，“晴天有时下伞”……有的把中国版的《愚公移山》

和美国版的《明锣移山》做了对比；还有的写了“想一想先生”去做公交车，“想

一想先生”去医院看病的情景。我读了这些欣喜若狂。因为平时让孩子们仿写一

段对话，他们感到何等的吃力，而内容又是何等的干瘪，毫无生气。但指要他们

读了这些有趣的文章，他们思维的火花在碰撞。他们的想象水到渠成，语言文字

活力四射。现在好多孩子缺少的就是大胆地想象。没有大胆的、天马行空的想象，

又哪里来的发明创造？我们时常说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这些理论式的

说教太苍白了。而如果有人像电影《时间规划局》里的导演一样能把时间这种看

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具体化。每个人拥有 26 年的时间，26 年后就得去干活挣时间，

手腕上的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减少，如果不工作，挣不到时间，等到归 0，就

宣布你死亡了。有了这种新颖的想法。我们会深刻体会到时间的重要性。

（三）群文的选材可以更贴近我们的生活，教会我们生活的能力。随着知

识社会的来临，对学生的阅读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它要求学生掌握信息，分辨信

息，筛选信息，整合信息并吸收信息。比如“我会阅读说明书”这个议题就很有

意义。这种阅读说明书的能力孩子们是非常需要的。拿到一张写满了字的说明书，

我们能抓住重点，知道此物有何用，怎么用，用时应注意什么等等。通过这样的

训练。更有助于孩子们阅读能力的提升。蒋军晶老师《草莓》围绕“大个的草莓

能不能吃”这一议题进行群文阅读。通过对这种贴近生活的选材的阅读，孩子们

会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从而更有利于陪养孩子们的思考力。

二、从课堂结构模式上，群阅之花——绽放阅读力和思考力

首先，模式化课堂结构。模式化课堂结构就是教师在学生阅读之前就已经

确定了一个固定的理解模式[3]。这样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在面对海量的阅读文

字时会快速对有效的信息进行筛选。所以说，群文阅读的课堂是高速有效的，学

生的阅读能力才会得到提升。如，以“变变变”为议题的一组群文，在教学时要

求学生按照“不变——不变——不变……突变”的思维方式去分析文本；以“借

物喻人”为议题的一组群文，以借什么物，喻什么人，人与物有什么相同点的思



维模式去解读文本；在以“寻旅”为议题的一组群文，在教学时要求学生按照“主

人公寻找什么，他经历了什么旅程，在旅程中哪些经历对其思想改变很大”的思

维方式去分析文本。这样的课堂结构模式，会促使学生在阅读时，下意识地去搜

寻有意的信息。这样会提高学生的阅读速度，锻炼学生的阅读力和思考力。

其次，生成性课堂结构。这种模式需要学生通过阅读某一文本逐步生成自

己对文本的理解，然后再应用到其他文本中，进一步提升学生对文本的理解。这

种模式的好处显而易见，它既给学生更多的创新、发现的空间，同时也能够聚焦

学生的思维，让学生走向较为深入的理解。如“谈说谎”、“懒惰的哲学”为议题

的群文，其实也是多元认知的议题，如果仅仅通过一篇文章，是很难对“说谎是

好还是坏”以及“懒惰是否应被批判”做出全面合理的判断。我们必须把几个文

本合起来才能够构成理解的关键结构或是对某一事物形成全面地认识。学生在这

样开放的课堂里思维才是自由的，可以随意发表自己的观点，说自己想说的，没

有对与错。最后在学生的不断生成的理解下达成最终的理解目标，也就是达成一

种共识。而这种共识是需要学生对文本深层次解读的。这样学生理解的深度和广

度上获得提升。辩证的课堂会让孩子思维更显张力。从而更能培养他们的阅读力

和思考力。

三、从阅读策略上，群阅之花——绽放阅读力和思考力

由于在短时内进行大量的阅读，因此群文阅读不能如单篇阅读那样逐字解析，

细细品味。相反，它要求理解每个文本的精髓，通过默读、略读、浏览等方式进

行较为快速的阅读。“阅读策略”指的是——为了达某些阅读目标，所采取的一

系列有计划的阅读方法和技巧[4]。如：预测与推论：根据已有的信息对故事的结

局、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命运、文章观点等多方面进行预测和验证。连结：书中

的连结、和另一本书的连结、已知事物和新资讯的连结、和生活的连结。视觉化：

将文字图像化、情境化，创造心象。自我监测：监测自己的阅读理解。问问题：

知道从不同的角度问自己问题。启动先备知识：在阅读之前首先回忆与文章有关

的知识，例如文章的写作背景、时代背景、作者的生平、思想及写作意图等，使

头脑中储存的已有知识被激活，处于备用状态。整合资讯：整合，将那些看似散

乱无序的信息可以提升为系统化的知识。1992 年布朗•戴和琼斯在帮助读者形成

“整合资讯”时提出了非常具体的的 5种方法：略去不相干的资料。略去重复的



资讯。把资料分门别类，试着找出文本中代表主旨的句子，利用它们作概述。文

中如果找不到代表主旨的句子，不妨自己动手写，只有掌握了阅读策略，阅读时

才能举一反三，成为卓越的阅读者。具备了以上群文阅读策略，学生的阅读力和

思考力会稳步提升。

四、从思维结构上，群阅之花——绽放阅读力和思维力。

群文阅读的思维结构核心就是比较与联结[5]。也就是说多个文本有组合在一

起不同之处。这种相异之处会带来更大的意义空间和思维想象力。于此同时，读

者最终会在比较中发现这组文本之间的相同之处。这也就是联结的依据。

文本之间的同。我设计的以“唐诗月下情”为议题的群文，抓住文本的相同

点，都是唐朝的诗，诗中都有描写“月”这一事物的诗句。但是诗人表达的情感

却是不同的，有什么不同呢？这就引发了学生深入思考。蒋军晶老师的以“诗的

最后一句”为议题的群文在形式上文本都有相似之处，也引发了学生对诗最后一

句的探索，这样的相同之处激发的是学生的思考力。

文本之间的异。文本之间的异是建立在同的基础上的[6] 。如，有一组“火

烧赤壁”的群文，虽然讲述的都是同一个故事，但实际内容上有不少出入，自然

会引发学生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样学生的思维就被引向深入。又如：

中国版的《愚公移山》、美国版的《明锣移山》，都是移山，但方式却千差万别。

这不得不让学生进行深入思考和评价。学生的思维又一次被碰撞。

文本的联结，也就是求同取异的高级目标。形成最后的共识，比如“借物

喻人”不同点是借了不同的物，相同点是都在喻人。达成的最终共识是借物喻人

这种写作手法的应用前提是必须物与人一定要有相通的地方。

群文阅读通过文本交互使群文的意义变得复杂起来，读者需要深入阅读和

思考才能把握。只有思考了，思考力才会提升，只有阅读了，阅读力才会提升。

广阔而自由的群文阅读课堂就是思考力和阅读力提升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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