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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课题“中学语文课程群文阅读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
批准号：20140701006）及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2年度课题“群文阅读语文课堂教学模式建构及
对学生阅读力培养研究”（课题批准号：2012-GX-030）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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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群文阅读近年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目前对群文阅读的探索主要有自下而上的“草根”探索，自
上而下的推广实验以及民间研究团体的实践引领三种基本形式。其典型实践包括课题研究活动、赛课评选活
动以及教研培训活动等。已有实践探索基本明晰了群文阅读的课堂操作，诸如议题选择与文本组织、课堂结
构与教学流程、师生关系与教学策略以及基本课型与评价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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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文阅读实践概述

我国阅读教学的百年沉疴一时难除，阅读教学

的弊病陋习依然存在，一线教学的诸多问题严重影

响着阅读教学乃至语文学科的发展，青少年阅读状

况不容乐观，在这一背景下群文阅读应运而生。在

全国范围内，已经有北京、河北、山东、黑龙江、陕

西、河南、湖南、安徽、江苏、上海、广东、福建、浙江、
重庆、四川、广西、贵州以及台湾和香港等近 20 个

区域在探索群文阅读，其中重庆、四川、贵州以及浙

江地区最具代表性。对群文阅读的探索大概有三种

类型：以教师和学校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的“草根”探
索；以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推广实验；

以民间研究院所为代表的实践引领。据不完全统

计，每年以群文阅读为主题的较具规模的“教、研、
赛、评”活动有千余场，参与人数达数十万之多，其

中“全国儿童阅读与语文创意教学观摩研讨活动”
“全国群文阅读教学大赛”以及“全国群文阅读种子

教师体验式研训活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为深

远的影响。系统梳理目前群文阅读的探索形式及典

型实践活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群文阅读的课堂操

作建议对阅读教学意义重大。

一、群文阅读概念阐释

对群文阅读概念的科学阐释是相关问题探讨的

前提，因此如何对群文阅读的内涵进行科学的界定

尤为重要。学界从不同角度出发对群文阅读进行了

阐释，虽然对群文阅读的认识不完全一致，但已经基

本明确了群文阅读的发展历程及内涵特征。群文阅

读这一概念被明确提出的时间不长，但群文阅读相

关的实践探索却由来已久，学界一般将日本的群书

阅读和港台的多文本阅读看作对群文阅读的早期探

索。
台湾已故小学语文教育学会理事长赵镜中先生

较早地提出了群文这一概念，语文教学名师蒋军晶

从教学实践出发对群文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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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王林博士则对群文阅读进行了

更为深入的阐释，而西南大学于泽元教授等则对群

文阅读这一概念进行了更为科学、理性的界定。群文

阅读是师生围绕着一个或多个议题选择一组文章，

而后师生围绕议题进行阅读和集体建构，最终达成

共识的过程。群文阅读最显著的外在特征在于，由单

一文本向多文本转变，这一外在特征的转变带来了

深刻的理念变革，诸如：学习的内容由封闭走向开

放，更具有可议论性和开放性；学习的过程由单向输

入转变为共同参与，师生形成了真正的学习共同体；

对知识的认识实现了一元与多元的辩证，达成对知

识的共同认可。[1]

二、群文阅读实践探索

群文阅读发展至今有着丰富的探索形式及多样

的实践活动，其中不乏优秀的经验和方法，这些优秀

的实践经验值得深入借鉴和参考。
（一）群文阅读探索形式
自下而上的“草根”探索是对群文阅读的最初探

索形式，之后随着其价值的不断呈现逐渐引起了教

育行政部门的重视，同时参与者也不乏热衷于推广

阅读事业的研究机构。
1.自下而上的“草根”探索

群文阅读最初产生于阅读教学实践之中，阅读

教学一线是群文阅读产生的现实土壤。阅读教学存

在着“难繁偏旧”以及“少慢差费”等现实问题，这些

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阅读教学的质量。基于对这

些现实问题的思考，很多一线教师开始尝试寻找新

的突破口。在这个过程中，群文阅读受到了众多教师

的青睐，他们开始去探索这种新型的教学形式。例

如，浙江省杭州市天长小学副校长、语文教学名师蒋

军晶较早地践行了群文阅读，蒋老师在群文阅读方

面已经小有名气，其设计的群文阅读课———《创世神

话》可谓群文阅读的典范。重庆市北部新区星光学校

语文教师、全国第一届群文阅读现场课大赛特等奖

得主杨纯彦同样是较早探索群文阅读的教师之一，

其设计的群文阅读课———《朋友》《那些难忘的角色》
等也是群文阅读的经典之作。正是这种扎根阅读教

学实践的“草根”探索，催生了群文阅读的萌芽，也正

是因为这些“草根”探索逐渐扩大了群文阅读的影

响。

2.自上而下的推广实验

在中国自古就不乏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及文

化变革，教育领域同样也经历过自上而下的教育改

革历程。具体到群文阅读而言，群文阅读萌芽之后逐

渐得到了理论界的关注，其深度的理论探讨及广泛

的实践参与，使其又进入到了相关教育行政部门的

视野。相关教育行政部门在看到群文阅读的巨大价

值之后，开始对其进行实践，实践的基本形式是自上

而下的、边试验边推广的推广性试验。据不完全统

计，现在已经有近百个区、县级以上的教育研究及教

育行政单位在进行群文阅读的推广性试验，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当属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启动的群文

阅读项目。2014 年 2 月 24 日，四川省教科所下发了

关于开展“四川省义务教育新课标背景下群文阅读

推广与深化研究”的通知，在整个四川省范围内进行

群文阅读的推广与深化研究。有批评者对这种自上

而下的推广形式感到忧虑或者说提出了质疑，认为

“群文阅读的强势推行，让人始料不及”。但这种推广

性试验的初衷是好的，并且也带来了可喜的成绩，正

如批评者也谈到“他可以迫使相应学科教师立即行

动起来，使课堂快速改变”。[2]

3.民间研究团体的实践引领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开展全民阅读活

动，之后开始起草《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并列入国务

院立法工作计划。可以说，全民阅读已经上升为了重

要的国家战略，成为推进国家文明进程的重要手段

和国家软实力的关键内容与综合实力的核心要素之

一。鉴于阅读的重要性，一些有志于推动我国阅读事

业的人士也进行了阅读推广的研究及实践，诸如王

雁玲推广的群文阅读，徐冬梅主持的亲近母语，窦桂

梅试验的主题阅读以及韩兴娥提倡的海量阅读等。
其中徐冬梅团队及王雁玲团队则属于典型的民间研

究团体，徐冬梅团队成立了亲近母语儿童阅读研究

中心，王雁玲则组建树人教育研究院专门进行群文

阅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推广。全民阅读致使全体民

众获益，而实际上每个社会个体不仅仅是全民阅读

的受益者，更是全民阅读的参与者，全民阅读的推广

无法脱离社会个体而抽象的存在。尤其是具有一定

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社会团体在一定程度上主导

着社会舆论的方向，引领着民众的行为选择。可喜的

是，在群文阅读的推广过程中相关民间研究团体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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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承担起了这一社会责任。
（二）群文阅读典型实践
群文阅读典型的实践活动大致可归结为三类，

即课题研究活动、赛课评选活动以及教研培训活动。
1.课题研究活动

萌生于教学实践中的群文阅读同样需要进行深

入的理论研究，以明确其合法地位并提出相关操作

建议。目前针对群文阅读的课题研究活动已经相当

丰富，小到学校层面大至国家层面均有涉及。2012
年，重庆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就有关于群文阅读的项

目，即“群文阅读语文课堂教学模式建构及对学生阅

读力培养研究”，之后在 2014 年又成功立项重庆教

育科学规划重大课题“中小学语文课程群文阅读实

践与研究”。贵州省于 2013 年发布了教育科学规划

课题“以群文阅读构建有效性课堂教学模式的行动

研究”，四川省则于 2014 年发布了教育科研重点课

题“四川省义务教育新课标背景下群文阅读推广与

深化研究”。此外，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

委员会也在 2014 年发布了“中学语文课程群文阅读

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
2.赛课评选活动

赛课评选活动是群文阅读实践活动的重要载

体，通过赛课、展示以及评选等系列活动可以促进教

师之间的交流，并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典型的

赛课活动如全国群文阅读教学大赛，已于 2013 年和

2014 年连续组织两届。群文阅读教学大赛包括三个

部分，即教学设计大赛、课例设计大赛和现场课大

赛，群文阅读教学大赛不仅参与范围广，还具有较大

的影响力。代表性的评选活动有教育部西南基础教

育课程研究中心和树人教育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年度

群文阅读十大明星教师以及年度群文阅读十大示范

基地评选活动等。
3.教研培训活动

谈到群文阅读教研活动，当属儿童阅读与语文

创意教学观摩研讨活动最具代表性。从 2010 年首届

儿童阅读与语文创意教学观摩研讨活动举办至今已

有四届，其参与人数之多、受众之广、规格之高都堪

称全国领先。从参与规模看，每届活动的参与人数均

在 3000 人以上；从覆盖区域看，参与者遍布台湾、香
港、北京等十多个省市；从人员类型看，既有一线教

师又有教育行政管理人员，还包括知名学者、作家以

及出版人等等。提及群文阅读培训活动，较早的为千

岛湖体验式研习营，之后在缙云山举办的全国群文

阅读种子教师体验式研训活动形式则更加丰富，此

外亲近母语组织的儿童阅读种子教师研习营也颇有

代表性。

三、群文阅读的课堂操作

群文阅读的课堂操作设计范围较广，主要内容

有议题选择与文本组织、课堂结构与教学流程、师生

关系与教学策略以及基本课型与评价标准等。
（一）议题选择与文本组织
有学者对议题的概念、特征、分类，以及如何选

择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所谓议题，就是一组选文

中所蕴含的可以供师生展开议论的话题。议题具有

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可议论性和开放性。[3]议题的

分类必须遵循三个原则，即简洁性、大略性和实用

性。根据上述原则，群文阅读的议题可以分为语言议

题、内容议题和形式议题三种，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根

据不同的教学需求选用不同的议题。[4]

与议题选择相关的一个话题即文本组织，群文

不是杂乱无章的，文本之间要有相关度和结构化，这

是对文本选择的基本要求，文本选择可以从多个角

度进行思考，但一定要有一个集中的关键点。①有学

者进一步详细阐释了文本选择的来源、原则及思维

结构形式。②群文阅读的文本来源可以是教材内部，

可以是教材之外，也可以是教材内与教材外的结合。
但是文本的选择需要满足议题贯通、文质兼美、难度

适中和共同生长四个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文本之

间的异、同和联结构成了群文阅读的主要思维结构。
（二）课堂结构与教学流程
群文阅读课堂结构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多样

的，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课堂结构。
学界一般从阅读的结构化程度、文本处理程序和学

生阅读数量的角度，对群文阅读的课堂结构进行分

类。从阅读结构化的程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模式化的课堂结构、生成性的课堂结构和松散型的

课堂结构；从文本处理程序和学生阅读数量的不同

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篇带多篇、群文齐读和群文

共享。[5]

现有典型的教学流程有四部教学法和五部教学

法两种，四步教学法即熟悉文本、设立情境，抓住关

JIAOGAIQIANYAN教改前沿 JIAOGAIQIANYAN 教改前沿

58



2015.4上海教育科研 SHANGHAI JIAOYU KEYAN上海教育科研 SHANGHAI JIAOYU KEYAN

键、建构议题，围绕议题、展开对话，聚集焦点、凝聚

共识；③五步教学法即主题回顾、阅读概览、片段分

享、精彩赏析和主题拓展。[6]群文阅读教学过程有特

定的原则和策略，从活动准备与实施两个方面来看，

主要包括：适时、贴切地确定阅读议题，精准、多样地

筛选阅读文本，循规、有序地实施具体操作，恰当、精
巧地设置阅读活动和精到、巧妙地进行读议指点。[7]

（三）师生关系与教学策略
在教学过程当中理念的作用远远大于教学技

术，教师要转变教育理念，让学生学起来，但同时也

不能忽略教师的作用。④因此，教师如何自我定位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群文阅读成败的关键点，教师

要有“蹲”的姿态、“赏”的目光和“放”的胸怀。[8]在群

文阅读教学中，教师不能讲太多话，不能提太多问

题，只有让学生自己读，让学生自己在阅读中学习

阅读，才能起到较好的教学效果。[9] 另外，有学者从

文本解读的视角详细阐释了群文阅读中的师生关

系。[10]

在具体的教学策略层面，有学者提出了“五让”
“三无”的阅读教学策略：即让读于生、让思于生、让

疑于生、让议于生和让习于生；无障碍阅读、无压力

阅读和无师自通。⑤在群文阅读教学中还应有主题地

萃取文章，有结构地呈现文章，有整体地设计问题，

有意识地渗透策略。[11]此外，还应从学生视角出发注

重学生的阅读策略，多比较性阅读，多质疑、多分享，

多尝试浏览、略读、跳读等真实、实用的阅读策略。[12]

（四）基本课型与评价标准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群文阅读可以分为不同

的课型。如，基于课内的群文阅读、基于课外的群文

阅读和基于整本书的群文阅读；⑥基于单元整组教学

的群文阅读，基于略读课文拓展的群文阅读，基于综

合性学习的群文阅读和基于课外阅读教学的群文阅

读等。[13]

群文阅读有不同的课型，但不同的课型共有相

同的评价标准。在全国第一届群文阅读现场课大赛

中，评审组提出了群文阅读课的评价标准，即阅读目

标应适宜适度、贴近学情；阅读议题应具体明确、切
实可议；阅读设计应结构合理、环节简洁；阅读过程

应让学于生、点拨到位；阅读成效应激发兴趣、习语

培能。

注释：

①④引自尹祖琴老师、崔峦理事长、高岭主任和于泽元教授在

“第三届儿童阅读与语文教学创意观摩研讨活动”中的发言，根据录

音资料整理。

②③引自于泽元教授主题报告《群文阅读是什么和怎么做》《群

文阅读实践的若干问题》，根据录音资料整理。

⑤⑥引自尹祖琴老师在“全国第一届‘群文阅读’种子教师体验

式研训活动”中的发言，根据录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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