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课程评论·06

研 究

基于统编语文教材的“1+X”群文阅读教学研究
文 /于泽元 王雁玲 陈际航

于泽元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

王雁玲 重庆树人教育研究院院长

陈际航 重庆树人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摘 要: 统编语文教材明确提出了“1+X”的阅读教学方式，即讲一篇课文，附加

若干篇泛读或课外阅读文章。“1+X”的阅读教学方式与群文阅读具有紧密联系，它运

用了群文阅读的思维方式，将单篇阅读与群文阅读链接起来，进而推动群文阅读实践日

常化。本文从内涵、价值与分类三个方面介绍“1+X”群文阅读教学。

关键词: “1+X”; 单篇阅读; 群文阅读

一、“ 1+X”的内涵与价值

(一)“ 1+X”的缘起与内涵

“1+X”理念最早是由统编语文教材

总主编温儒敏教授提出的，他认为，所

谓“1+X”的办法，即讲一篇课文，附加

若干篇泛读或课外阅读文章，让学生自

己读，读不懂也没关系，慢慢就弄懂了。

这是为了增加学生阅读量，同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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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变纯粹精读精讲而且处处指向写

作的教学习惯。温教授这番言论的最大

价值，在于找到了一条增加学生阅读量

的有效路径，让课内与课外阅读连接起

来，共同为学生的发展服务。在实践过

程中，我们怎么对 1+X 进行界定呢? 首

先，“1+X”是以现行统编语文教材的学

习为宗旨，它首先要保证统编语文教材

的学习; 第二，“1+X”是以提升学生的

阅读素养为目的，不是泛泛而读，必须

有助于提升学生的阅读素养; 第三，“1+

X”是以精读课文有效延伸或单元主题有

效延伸为主要路径并进行文本组元的群

文阅读方式; 最后，“1+X”是一种群文

阅读的方式，它需要把几篇有着内在关

联的文本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

体，为学生提供有内在规律可循的阅读

机会，而不是几篇课文的简单叠加。

(二) “1”和“X”的内涵

“1”可以是两个类型的，首先，“1”

就是精读课文，其次， “1”是课文或单

元所生发的议题。与之相对应， “X”就

有了不同的所指: 当 “1”是精读课文的

时候，“X”就是把课文与泛读 ( 课外阅

读) 文本结合在一起进行阅读; 当 “1”

是课文或单元所生发的议题时， “X”就

是以课文或单元所生发的议题为线索，

组织课外文本进行阅读。教学实践过程

中，教师可以根据课堂开展情况进行灵

活处理，将泛读文本与课外文本结合起

来以引导学生进行阅读。

(三)“1+X”与群文阅读的关系

首先，“1+X”运用了群文阅读的思

维方式。群文阅读最核心的思维方式是

结构化。当我们把多篇文本放在一起的

时候，若仅关注学生从文本中所获得的

零碎信息，这样的 “1+X”是不成功的。

真正的“1+X”，需要教师将文本组合起

来，在充分提取、整合文本信息的基础

上，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解结构，进而开

阔学生的阅读视域，提高学生的阅读兴

趣并推动其阅读思维方式的正向变化。

这是“1+X”阅读方式的重要价值所在，

也是与群文阅读思维方式的相通之处。

其次，“1+X”将单篇阅读与群文阅

读连接起来。传统阅读教学中，单篇阅

读和群文阅读是彼此分离的，但有 “1+

X”这一阅读方式作为抓手之后，教师能

够在教学过程中将 “1”为中心的单篇文

本与“X”的若干篇文本整合起来，形成

一组群文。从某种意义上讲，“1+X”的

阅读方式是利用群文阅读思想学习单篇

文本，但这并非意味着群文阅读可以代

替单篇阅读，其主要意义还是在于群文

阅读思想对单篇文本阅读的促进作用。

最后，“1+X”使群文阅读实践日常

化。当前，诸多原因导致群文阅读未能

在中小学课堂中常态化开展，阅读教学

中，教师只是偶尔把它当作一种 “尝鲜”

的开展路径而缺乏持续性和系统性。“1+

X”阅读方式，将群文阅读与教师日常的

阅读教育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运用群文

的思想、方式来提升单篇阅读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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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解决教师开展群文阅读的后顾之

忧，因此，“1+X”对于群文阅读实践日

常化具有重要意义。

( 四)“1+X”对阅读教育的价值

一方面，“1+X”的阅读教学方式有

利于增加学生的阅读量，拓宽阅读面，

同时也有利于帮助学生走出 “为阅读而

阅读”的误区，引导学生利用群文的理

念和方式来发展阅读能力更新阅读思维，

进而提升阅读的素养，最终进入阅读的

新层次和思维的新高度。另一方面，“1+

X”真正体现了语文的实践性。义务教育

语文课程标准 ( 2011 年版) 指出，语文

课程具有综合性和实践性，强调语文学

习的过程其实是语言文字实践的过程。

群文阅读倡导使学生 “在阅读中学会阅

读”， “1+X”提倡教师把学习、阅读的

权利还给学生，将学生置于真实的阅读

情景和具体的学习任务之中，让学生真

正参与阅读。此外，促进教师教学方式

的变革，也是 “1+X”的重要价值所在。

“1+X”把大量相关联的文本推到教师和

学生面前，它迫使教师走出细讲多练的

教学窠臼，把阅读的主动权交给学生，

利用议题来引领学生学习，让学生围绕

议题展开结构化阅读，并在探究中自主

建构、合作共享，最终依靠集体的智慧

形成对议题的系统化认识和建构，从而

触发整个教学方式的变革。

二、“1+X”群文阅读的分类

分类可以让实践精确定位，并把实

践策略具体化。“1+X”阅读分类的主要

依据在于“1”和 “X”以及各个文本之

间的关系，因为 “关系”决定了文本间

关联的逻辑，也决定了阅读时学生的思

维展开方式。如前面所言， “1”可以分

为两个类型: 一是精读课文，二是精读

课文或单元所生发出来的议题。所以，

前者“1”和“X”的关系是文本之间的

关系，后者则是议题与文本之间的关系。

经大量文本分析，我们发现在这种情况

下， “1”和 “X”的关系可分为三个基

本类型: 平行类、补充类和解文类。

(一) 平行类

所谓平行类“1+X”群文，是指作为

“1”精读课文，与作为 “X”的多篇文

本是平行或者类似的关系，或者说它们

之间在内容结构、文本结构上的相似性

远大于不同性。阅读这样一组群文，读

者更容易从其相似性中寻找到内容、结

构或者思维的规律，从而获得成长。

任何一种类型的“1+X”群文都有自

身的条件、特征，而这种条件或特征在

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其阅读的价值和作用。

只有当 “X”与 “1”在结构、内容上存

在相似性，二者才能构成平行关系，才

能进行相应组合。以一篇精读课文为主，

用“1+X”的方式来组文时，我们需要找

到在结构与内容上相似且难度相当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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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来形成“1+X”的群文。

比如统编教材二年级上册的课文

《寒号鸟》，所讲述的内容为: 寒号鸟和

喜鹊是一对邻居，冬天快到了喜鹊忙着

筑巢做窝，还提醒寒号鸟趁着晴天把窝

建好。但是，寒号鸟贪玩睡懒觉，不听

喜鹊的劝告，总寄希望好天气，得过且

过。文章通过对喜鹊勤奋、热心和寒号

鸟懒惰、侥幸性格的鲜明对比，将寓言

的寓意清晰地显示出来。而诸如 《小木

舟和大轮船》 《陶罐和铁罐》等寓言故

事，它们在结构、内容上都与 《寒号鸟》

具有相似性，都是在人物比较的过程中

凸显寓意，因此，教师可以 “人物比较

见寓意”为议题，展开群文阅读。

在平行类“1+X”群文阅读中，“X”

的作用表现为对 “1”的印证巩固、强化

理解，即学生学习一篇文本时，可以通

过阅读若干篇相近文本来印证它、巩固

它，进而强化自身对这一文本的理解。

在前述例子中，就可以让学生通过阅读

具有结构的寓言，发现人物对比的寓言

故事中寓意的产生规律，从而让学生更

加有效地阅读此类寓言，不仅能够 “看

热闹”，还能够看出文本的 “门道”，提

升阅读的趣味与效果。

(二) 补充类

补充类 “1 +X”群文阅读中，作为

“X”的多个文本对作为 “1”的精读课

文，在内容或者结构、表达方式上主要

起到补充作用，从而使学生在精读课文

学习之外，获得更为丰富、多元的阅读

与学习内容。

补充类 “1 +X”群文阅读的条件在

于，作为 “X”的多个文本与作为 “1”

的精读课文有内容或结构主体上的相似

性，同时两者之间也需要有一定的差异

性。首先，如果主体不相似，就会缺乏

结合的可能性以及文本之间本质上的相

关性。其次，如果多个文本与精读课文

没有差异，就难以形成补充关系。所以，

补充类“1+X”群文阅读所强调的是以相

似性为前提的文本之间的差异性。

比如我们可以在前面 “人物比较见

寓意”这组群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

出“多彩的寓言”一组群文。在原有群

文基础上，增加一类 “愚蠢行为见寓意”

的寓言故事阅读文本，比如 《刻舟求剑》

《南辕北辙》 《掩耳盗铃》等。此外，还

有“篇末评论见寓意”的寓言故事，它

的特点是在文章最末出现评论句以揭示

寓意。如 《伊索寓言》中的 《狐狸和葡

萄》《马与兵》《小狮子的下场》等，伊

索总是在故事最后加上自己的评论来说

明故事的寓意，学生读完评论，就能够

在很大程度上把握故事的寓意了。教师

将这些选文放在一起，让学生去阅读，

使学生在阅读过程中逐渐明白自己读到

的寓言属于哪一种类型，并学会如何概

括寓意。最后，他们会发现，不管是哪种

类型的寓言，都是通过一个小故事来说明

大道理。这样一来，学生既精确地把握了

寓言的特征，又看到了寓言的丰富性。

这种类型的群文阅读，其作用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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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印证巩固，强化理解，而是求同比

异，扩展理解，既要在多个文本中找到

相同之处，更要在对比中发现文本的差

异，通过一个内容主题或文本结构来扩

展学生原有的理解，使学生在理解更加

精深的基础上，形成更加开阔的视野。

(三) 解文类

解文类“1+X”群文阅读中， “X”

对“1”发挥的作用是 “解释说明”，其

实就是以文解文，即通过其他文本的理

解来促进精读课文的理解。解文类 “1+

X”群文阅读组成文本的条件与前两类有

很大的不同，其中 “X”必须是对 “1”

的解读、说明，它是围绕 “1”而展开和

选取的，其目的在于使学生通过阅读

“X”的多个文本，更清楚地理解精读

课文。

比如《七律·长征》这一首诗，将

它作为 “1”时，那么 “X”就可以是

《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

山》等。为什么选这几篇作为 “X”呢?

这是因为 《巧渡金沙江》这篇文章可以

解释《七律·长征》中 “金沙水拍云崖

暖”的内涵。为什么 “云崖暖”? “暖”

怎么解释? 其实与巧渡金沙江中的 “巧

渡”有很大关系，通过巧妙的方式渡过

金沙江，回想起来是一种暖意。同样，

《飞夺泸定桥》对应的是 “大渡桥横铁索

寒”，那么多英勇的战士在如此险恶的情

况下，赢得了艰难的一场战役，让人胆

战心惊，所以是 “铁索寒”。 《翻越大雪

山》对应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

尽开颜”。翻越过大雪山，红军会师，胜

利在望，所以 “三军过后尽开颜”。翻越

大雪山其实是很艰苦的，但作者通过

“喜”字表现了大无畏、乐观的精神。

通过上述例子可以发现，这类 “1+

X”群文阅读的最大价值在于通过群文阅

读的方式帮助学生理解那些难以透彻理

解的精读课文，通过多文本的阅读，更

加清晰地认识精读课文的重点，真正

“让学于生”，甚至可以达到 “不教而教”

的目的，使学生在文本关联的过程中学

会阅读，学会通过阅读学习的思维。

三、“1+X”群文阅读的三个实践路径

前述对“1+X”群文阅读的类型进行

了概括说明，廓清了基于“1+X”思路的

群文阅读的基本组文方式和解读方向，

对于阅读教育的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

义。然而阅读教育是一个复杂的实践体，

在明确“1+X”群文阅读基本内涵与类型

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这一阅读

教学的实践路径。

(一) “1+NX”群文阅读

群文阅读最大的特征之一在于每次

阅读都有一个明确的焦点。这个焦点可

来自于文本的内容，也可来自于文本的

结构或形式，甚至是文本的审美特征。

一组群文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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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焦点，就难以保证阅读实践的方

向性及开展效果，因此，阅读焦点的确

定是群文阅读能够展开的首要条件。

焦点存在的另外一个重要价值，在

于它能够把师生的注意力集中起来，使

其围绕焦点深入文本寻找信息，构建深

入的认知，让阅读变得有效。此外，焦

点的明确也能为师生的对话提供清晰的

目标，提升师生互动的正向效果。在传

统的语文课堂上，师生之间、生生之间

的对话之所以难以真正发生，原因就在

于教学的内容繁杂，焦点不断转换，师

生难以围绕着一个焦点形成学习共同体。

一篇精读课文中需要学生掌握的点

很多，要求只有一个焦点是否不符合教

材提出的要求? 其实不然。一方面，一

篇精读课文并非全部都要运用“1+X”群

文阅读的方式来学习，教师可选取其中

的一个重点来展开“1+X”群文阅读，其

余的学习点可通过单篇阅读的方式来解

决; 另一方面，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一篇精读课文也可以通过与不同的文本

组成多个“1+X”群文阅读，开展多次群

文阅读课。虽然每次群文阅读只有一个

阅读焦点，但多组群文就可以有多个焦

点，从而把这篇精读课文的学习点一一

解决。这就是“1+NX”组文方式。

比如，《梅花魂》是人教版小学 5 年

级上册的课文，这篇课文有三个学习重

点: 感受对故乡的思念之情、理解首尾

照应的价值、体会人物强烈的情感，分

别是关于文本的内容、篇章结构和审美

特征的。由此，把这篇课文作为 “1”，

就可以与不同组的文本形成多个 “1+X”

群文: 与 《月是故乡明》 《藕与莼菜》

《桂花雨》一起，构成议题为 “物是故乡

美”的群文，可以引领学生来发现这类

文本都是通过故乡的某一事物来寄托自

己的思乡之情; 与《月是故乡明》《藕与

莼菜》《故乡的水土》一起，构成议题为

“首尾照应显主题”的群文，可以引领学

生发现首尾照应对于凸显主题的价值;

与《最后一课》《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

起，构成议题为 “强烈的情感体验”的

群文，可以引领学生探索这类文本是在

把握和描写人物强烈情感方面的特点。

(二) 三种基本类型的灵活组合

上文所说的三种类型: 平行类、补

充类和解文类，只是“1+X”群文阅读的

三个基本类型，现实实践中文本组合是

千变万化的，仅仅使用这三种基本类型

显然会陷入 “一叶障目”的困境，更重

要的是善于运用上述三种基本类型展开

更加灵活多样的组合。比如，补充+平行

类。以文本之间的相互补充完善为大框

架，其中相互补充完善的某一类文本则

可以是多个文本。如前述 “多彩的寓言”

一组群文，“人物比较见寓意” “愚蠢行

为见寓意”“篇末评论见寓意”这三者之

间是补充关系，然而这三者其实包含了

三类寓言，每一类寓言又可以由若干篇

同类的寓言文本构成，这同类的寓言文

本之间就是平行关系。再如，解文+平行

类。以多个文本对主文本作解释、说明

170



新课程评论·06

为大框架，其中某一解释说明的文本则

可以加入同类文本形成小范围的平行类

群文。如以 《七律·长征》为主文本的

这组群文，可以加上有关 “巧渡金沙江”

的更多文本，也可以加上更多的有关

“飞夺泸定桥”的回忆录，让学生对 《七

律·长征》有更加丰富的认识。

考虑到 “1”还可以是议题的情况，

基于三个基本类型就会有更加丰富的组

合，从而使“1+X”群文阅读更为精彩丰

富。在阅读文本灵活组合的过程中，要

遵循的最基本原则仍然在于准确把握多

个文本之间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是解

读文本最为重要的依据，也是让学生思

维路径更加清晰的关键。

(三) 尊重文本的自然特征

以文本之间的关系作为“1+X”群文

阅读的分类依据，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

这种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已经成为这组文

本放在一起所显现出来的自然属性，就

如一个自然人被放到家庭成员之中，“家

庭”构成了这个群体的纽带，也构成了

这个群体的自然属性。一组文本的自然

特征，实际上构成了这组文本阅读时的

思维之 “势”。顺从思维之 “势”，阅读

就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学生就可

较为轻松地达到良好的阅读效果; 反之，

如果不顾这种 “势”，非要按照某种特定

的思维方式逆势而读，就如非要在一组

描写童趣的文本中读出成长的味道来，

这样势必会使阅读变得淡而无味，把阅

读教育变成一种说教过程。因此，“1+X”

群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必须提前充分了

解阅读文本，深入领会一组文本的自然

特征，并且必须尊重这种自然特征，引

领学生在对文本间关系的领悟中获得阅

读素养的提升，进而使其真正体会阅读

的趣味，达到事半功倍的阅读效果。

“1+X”群文阅读教学有效地衔接了

教材内外的阅读资源，为学生阅读量的

增加以及阅读视野的开阔提供了支撑，

群文阅读和统编教材“1+X”的思想主张

高度契合，将二者放在一起研究，对深

入探索群文阅读与统编教材有机衔接的

教学路径，发挥群文阅读教学价值，实

现群文阅读教学常态化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群文阅读是当前语文阅读教学的

重要趋势，而真正将其落实于具体的阅

读教学中，还需要不断地实践、创新，

进一步实现阅读教学方式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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