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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关于课堂教学方面的话题——关于群文阅读。今天的话题成系统的思考，

源于我去年的一节课，然后有了今天的内容。  

我的这节课是关于“唐诗中的孤独”的，当时的主题是“孤独是一种境界”，这节课源于我的

一篇文章《文人的孤独》。这篇文章发表在我们市里的文学刊物《文源》上，后来被安阳日报刊发。

这节课，并没有完全按照文章的思路进行，而是选取了其中一个角度。课堂选了六首唐诗：导入学习

时的两首柳宗元的《江雪》和李白的《独坐敬亭山》；随后学习延伸的是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

杜甫的《孤雁》、李白的《月下独酌》和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课堂教学的学习目标是：  

1.积累古诗词，群文阅读，理解诗歌通过景物抒发诗人情感“孤独”的主题；  

2.学会通过对诗歌的赏析，感受古代诗人内心的，掌握赏析品读的方法；  

3.归类学习，培养对中国古诗词文化的情感，理解人生在不同环境中的体验。  

出示《江雪》和《独坐敬亭山》后的学习要求是：一切景语皆情语。我们可以从关键词、写法

技巧、景物衬托、想象联想、背景经历等角度理解作者的感情，请选择某个角度，结合某一首诗歌，

谈一谈你是如何理解作者的“孤独”的？  

学习指导后，让学生结合刚才解读诗歌的方法，选择一首诗谈一谈，“我”认为：应该怎样读

出作者的“孤独”？试着读出来。（技巧：低沉、怅惘、缓慢；情感：赏析后的朗读方法。）  

接着拓展积累：古代文人在追寻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抱负的过程中，都会有这样一种内心的

体验，除了这几首，你还知道哪些带有“孤”和“独”的诗词呢？  



最后是学生练笔：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采用这节课学习描写“孤独”的方法，以“孤独”为

话题，写一段话，写一写自己对“孤独”的理解和感受。温馨提示：可以化用古代诗人的语句，让你

的语言更美、更富有深意哦！  

学生的习作练笔很精彩，最后呈现出来的内容和过程是令我满意的。当时鹤壁和焦作、林州等

外地老师有听课的，我整理出来了自己的课堂实录，博客上可以搜到。党玲芬老师写了对这节课的点

评，发在了《教育时报》上。去年暑假，我应邀又在新乡长垣凯杰小学上了这节课，并把下面的讲座

内容和老师们进行了交流。  

这是关于今天内容的一个缘起，因为接下来我需要针对这节课为例，来谈，所以先交代一下内

容和背景。  

首先，我想说的是关于“孤独”的课例思考。  

大家见过不少讲月亮、柳、酒等诗词意象象征的课例。很多人都是捕捉传统诗词中的典型意象，

由实到虚，也就是从具体的内容来归纳提升一种情感。而我这节课，则反其道而行之，确定一个没人

讲过的情感核心，作者如何通过外在景物表达这种情感的颠倒式解读。这就是我这节课先有主题关键

词——孤独，而后扩散到多种景物，用以表现这种情感。  

在准备这节课的时候，我最初找到了几十首诗词，选择了十二首诗作为试讲内容，后来发现内

容含量太大，便舍去四首，保留典型作品，也就是作者不同，表现形式不同和借助的意境、意象不同，

这样就有了新内容。  

在这节课上，我这样确定“孤、独”的含义——   

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的孤独，是朋友离别后的形单影只。  

李白：《月下独酌》的孤独，是面对明月与影子万言无法言说的心灵独白。  

王维：《忆山东兄弟》的孤独，是离别故乡后对亲人的无限思念。  

杜甫：《孤雁》的孤独，是流离失所中对身世的感叹。  



因此，类似这样的解读，是课堂上让学生和我共同探寻的方向。同时，在我舍去的诸多关于唐

诗的典型作品中，也是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比如——  

王之涣《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孤独，是边疆对朝廷春风的无限期待。

    王昌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孤独，是戍守边塞对朝廷关怀的期待。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孤独，是离别时久久伫立

怅惘时的依依不舍。  

李白《望天门山》：两岸青山相对出，一片孤帆日边来。孤独，是一个人朝向前方不止的追寻。

    李白《送友人》：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孤独，是一个人的远行。  

杜甫《登岳阳楼》：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孤独，是洞庭湖上漂泊不定的孤舟。  

王维《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孤独，是出使边塞感受到的无限苍凉。  

不知道大家是否发现了刚才这些诗歌中的归类共同点没有？在刚才的文字里，只有“孤”而没

有“独”。那么换一个角度，还有很多只有“独”的——  

韦应物《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孤独，是发现涧边幽草的自叹。它

没有声音却有思想，没有外延却有内涵，孤独是一种深刻的诠释，是不能替代的美丽。  

杜甫《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孤独，是一身潦倒登高远望的无限悲凉。

孤独者，不管他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他都能让自己安静并且自得其乐，哪怕他面对的是生与死。  

王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孤独，是面对生命的自我观照。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孤独，是怀才不遇时天地之间无法诉

说的苦闷。孤独是一种圆融的状态，孤独者都是思想者，当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他的思想是自由的，

是一种可以宽纳一切的精神状态。  

杜甫《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孤独，是天地之间一只无归处的沙鸥。  

所以，当发现了这个密码的时候，就可以展开对比学习了。  



而选进课堂的几首诗歌，则是“孤、独”都有的。最后总结得出：孤独是一种境界（情怀）。

孤，是自然的状态；独，是心灵的牢笼。孤，多写眼中之景；独，多写作诗之人。孤，让眼中之景反

衬诗人之孤单；独，作诗之人让内心万言难说。孤独是灵魂的放射，理性的落寞，也是思想的高度，

人生的境界。孤独，孤是王者，独是独一无二。孤独就是独一无二的王者，他不需要接受任何人的认

同，更加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王者绝对可以在任何环境下很平静的独行。  

这一节课，小学可以上，初中可以上，高中同样可以上，甚至大学也可以上。只是需要换学习

的内容就可以了，学习和体验的深浅层次有别罢了。  

不仅仅唐诗，宋词中也一样有许多这样的诗句——   

秦观：可堪孤馆闭春寒。  

李煜：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晏殊：小园香径独徘徊。  

李清照：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温庭筠：独倚望江楼。  

晏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  

在这节课上的新思考是：孤独贯穿了古今伟大诗人的整个心理历程。我不可能通过一节课将所

有经典的诗词都拿来学习，群文阅读也不是以量取胜的。后来我思考，为何不做一个系列？比如：以

时代文学体例为单元：古诗、唐诗、宋词、元曲、小说、散文、现代诗等小专题中的孤独；或者以各

种文学体例贯穿的纵向学习孤独的历程；或者以诗人、作家为单元：李白、杜甫、王维、曹雪芹、纳

兰性德的孤独，外国作家和诗人的孤独，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孤独；或者以有孤独字眼的诗词文章，没

有孤独字眼的孤独情感，分成两类，等等。  



这或许也是我今后准备的一个方向，也许会继续做这样的课例。因为，目前我已经和其他老师

组成了一个小组，进行课题研究。我主持的市级课题已经立项，省级课题刚刚已经申报。我在初中教

学的一个同学，沿用了我的构思，上了一节《杜甫的孤独》颇受好评。  

这里就不再多说课堂的内容了。下面转入到群文阅读的理解和方向来。  

   

其实，群文阅读大家并不陌生。  

群文阅读是群文阅读教学的简称，是最近两年在我国兴起的一种阅读教学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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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文阅读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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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我做过的单元整合教学尝试。仔细思考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早就接触到了这类教学的

方式，一点也不应该感到耳目一新或者新生事物。比如大家熟悉的——   

典型阅读题训练：万能阅读公式指导训练；  

主题性学习：由一篇到多篇的语文阅读教学；  

主题语文教学：窦桂梅的教学主张；  

美文联读：同主题多篇文章的赏析课；  

拓展延伸积累：阅读教学后的课外延伸训练；  

写作前期指导：单元归纳或多篇范文指导；  

名著导读：从一篇课文到经典章节到整本书推荐；  

群文阅读：就是多篇文章的阅读教学……  

包括现在还有人提倡的单元整合教学，这种所谓的新鲜事物研究，早在 2007 年我就进行了半

年的单元重组教学尝试，并且有几万字的记录。所以，所谓的创新都不过是一些口号的不同罢了。我



还做过的案例研究也有不同形式的总结：比如阅读理解考试训练；古诗词课堂教学学习、儿童专题阅

读推荐课……  

同样，群文阅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我们也不必把它当作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来学习，更不

必觉得和我们平时的教学有多么遥远。  

我搜索了相关的概念解读，有人把群文阅读的相关的实践探索大体上分为五个层级：  

第一个层级以教材为主，强调单元整合，以“单元整组”阅读教学为代表；  

第二个层级突破了教材，强调以课内文本为主，增加课外阅读，“一篇带多篇”基本上是这个

思路；  

第三个层级和上述思路一样，但是把范围扩展到整本书的阅读，强调“整本书阅读”或者“一

本带多本”的阅读；  

第四个层级提出阅读教学需要围绕一个核心主题展开，以“主题阅读”为代表；  

第五个层次把课内和课外阅读打通，具体形式以“班级读书会”为典型，更加灵活的则以“书

香校园”的建设为典型 。  

对比自己的教学实践，是不是会发现，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在做或者做过呢？  

提出来群文阅读概念的是蒋军晶，他也有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出了书。我们先来看他的主张：

群文阅读带来的改变是什么。  

“一节课里读一组文章”意味着我们要作出相应的巨大的改变。  

 “一节课里读一群文章”意味着你老师不可能讲太多话，意味着你老师不可能提太多问题，意

味着你老师不能发起太多讨论，老师话多了，问题多了，对话多了，学生阅读的时间相对就少了，此

长彼消，这群文章，学生就读不完了。所以“群文阅读”只有发展“让学”，让学生自己读，让学生

自己在阅读中学习阅读。  



“一节课里读一群文章”意味着你对课堂结构的艺术性不能有太多苛求，起承转合、层层递进、

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前后呼应、高潮迭起……过于精致细腻的课堂，往往是连结和环节偏多、转换

频繁的课堂，这样的课堂间接地侵占了孩子自读自悟、大块时间读、大块时间悟的时间，没有大块时

间读，大块时间悟，“群文阅读”就不可能实现。  

 “一节课里读一群文章”意味着你老师不可能这么深、这么细、这么透地讲析文章了。微言大

义，字斟句酌，咀来嚼去……这种分析性阅读的典型特征是： 20 字的《登鹳雀楼》，在小学二年级

要条分缕析 35 分钟，热热闹闹一节课，数数字数 20 个。在“群文阅读”里，你不可能这么上，

很简单，时间来不及啊。  

“一节课里读一群文章”意味着你也不能按部就班地“从字词的学习开始，经由句式、篇章结

构、内容探讨进行教学”，你不可能面面俱到，你不可能步步扎实……“群文阅读”，教学目标一定

要抓住重点，突出要点，把握难点，一定要学会放弃。  

“一节课里读一群文章”意味着你不能将“朗读”、将“有感情朗读”无限放大，一则时间上

不允许，因为有感情朗读是特别费时间的；二则无限放大有感情朗读，势必会挤占掉一些更重要的阅

读能力的尝试与学习。你必须根据读物的不同性质，更多地尝试略读、浏览、跳读等阅读方式，你必

须更多地尝试真实的更实用地类生活化阅读。  

为了让大家了解群文阅读的价值，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语文是干什么的。简单的说就是让学生

掌握“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用时髦的话说就是通过语文学习，提升核心素养。那么，语文的核心

素养的内涵是什么呢？  

1.语言的理解与运用；  

2.思维的发展与提升；  

3.审美的发现与鉴赏；  

4.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只要我们明白了这些，采用什么方法就不必拘泥于一种了。  

所以，我有这样几个观点——  

群文阅读不只是阅读方法的训练；  

群文阅读不只是读写结合的训练；  

群文阅读的核心是阅读，形式是群文；  

群文阅读的关键在于群文的选点；  

群文阅读不是为了群而群，文可以有多有少；  

群文阅读的目标最终是指向学生的阅读素养和能力的提升；  

群文阅读只是阅读教学的一种方法而已，他有可取性，但也有片面性，不是解决所有阅读问题

的万能方法，甚至只是一种而已；  

群文阅读需要教师有宏阔的视野，广泛的阅读，耗费时间和精力。  

其中有一点我强调一下：群文阅读的核心是阅读，而不是群文。群文只不过是外在的形式和途

径，属于工具罢了。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  

今天跟大家交流的是：群文阅读“纵、横”谈。也就是有“纵”面的，也有“横”面的。通过

我刚才的文字，大家也许能够分析出来哪些是“纵”的，哪些是“横”的？  

群文阅读的横截面，简单的说就是一组文章的相同点，比如认字、识词、句式掌握、篇章组织、

理解等。复杂一点讲，选怎样的文章组成“群”，考验着老师的阅读视野、品味以及阅读教育理念。

因为我们要尽量选用多种文类的文本，包括丰富学生文学体验的文学类文本，例如神话、故事、寓言、

散文、童话、诗歌、小说、传记，也包括为获取和使用信息的实用性文本，例新闻报道、说明书、广

告、通告。我们还要尽量选用多种行文特色和叙事风格的作品。教材中的课文，主题是往往是明确的、

正向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篇幅是有限制的，语言也是经过规范的，词语的选用是经过衡量的，



这就是大家所说的“教材体”文章，而“群文阅读”，选文的自由度大大增加，选文应该努力保持原

貌，不随意删、换、改，包括保留原文的文字风格，保留叙述的复杂性。  

而群文阅读的纵切面，则更需要老师拥有较为深厚的语文功底。比如：以人的一生为线索：苏

轼诗词三首体现的人生轨迹；以“孤独”为核心：文学史各个阶段中的典型诗人及作品；王维的孤独：

某一时期的心灵境界；从他人诗文的学习转向自我剖析的学习指向；或者学以致用的训练和学生学习

能力以及思维方式的提升……  

一句话，从选文角度来说，纵，是从时间层面说的；横，是从文章形式上说的。  

群文阅读，在这两个方面，都是存在问题的。有一些学校领导问我，想在学校推广或者尝试这

样的一种学习方式，我是不支持，不赞同的。因为这种方式是少数人玩的，不适合大众。  

具体来说，会受到几方面的限制。比如：受文本长短的限制、受阅读主题 限制、受训练方向的

限制、受教师能力的限制，总之，受教学时间的限制。老师们没有深厚的功底和广博的阅读面，我们

就不要去挑战正常的教学方向。  

我反对的理由，除了群文阅读只是少数几个人在阅读教学中有能力者的游戏外，还有，群文阅

读只是一种在探索中不成熟的尝试。  

群文阅读只是给几个人树立一种无法普及的标杆而已。群文阅读的提倡和很多人跟风追随是因

为教师缺乏理性思考和不愿得罪人而少有人批评。  

无论任何时候，我们的教学都要先坚守最基本的教育规律和常识，不去盲目的跟风，做到独立

思辨，理性思辨，寻找适合自己的教学方法。  

   

今天，我想说的是，如果大家没有听到过反对的声音，那么，反对之声就从今天，从我开始。

虽然，我也在尝试，我也在做。正因为我做了，所以，我有这么点感悟。如果，真的有时间，有精力，

有能力，有兴趣，当然，这是个人的事情，我也不是说不能做的。  



  

第一，多阅读，多比较性阅读，让孩子在阅读中学习阅读，这是基础。  

第二，多质疑，多分享，将阅读过程处理为探索和发现的过程，对学生有帮助。  

第三，多学习、多实践浏览、略读、跳读等阅读方式，对我们实践有帮助。  

第四，多了解、多尝试真实、实用的阅读策略，这对我们教学的丰富性和意义更大。  

第五，“群文阅读”的方向，就是希望在我们的课堂里，真的让学生提问题，提真的问题，真

的解决问题，最终才有所收获。  

总的来说，我们只有独立思考了，才能真正钻进去，实践了，才能发现问题。保持我们自己教

育教学实践的独立性，学会有思辨的看待问题，努力提升自我的素养和认识，才能找到更好的方法。

 教学，不是玩出来什么新鲜的花样和招式，那都是术的层面，都是工具。只要我们明白了语文乃至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就不会被各种看似新鲜的东西弄得眼花缭乱，我们也就不会迷失方向。在教育教

学五花八门、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象里，我们有时候坚守着最根本的东西，站在原地不动，

都是一种进步。  

交流后的留言摘选：  

扶沟宋艳：每一个优秀的人，都不是与生俱来带着光环的，也不一定是比别人幸运。他们只是

在任何一件小事上，都对自己有所要求，不因舒适而散漫放纵，不因辛苦而放弃追求。雕塑自己的过

程，必定伴随着疼痛与辛苦，可那一锤一凿的自我敲打，终究能让我们收获一个更好地自己。徐老师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林州李琳：在各种观念、思潮此起彼伏的时候， 保持思想的独立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十

分重要。就像网上一篇文章说的那样，一定要守脑如玉。徐老师今天的观点，给我们指出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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