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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越来越成为家长们关注的话题，对孩子的教育投入

也在逐年增大。论文针对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下，初中群文阅

读方面的相关要求，着重研究并描述群文阅读的意义，也提

出了一些教学的高效策略。随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不断发

展完善，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以学习者为中心，着重学生自

身主动对知识进行学习。现代初中生的群文阅读教学模式倡

导初中的学生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主动联系社会生活实际，

在自身早已存在的知识基础上，结合具体情况，在实际的教

学实践活动中主动分析、解决问题。如此进行学习一方面可

以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热情，另一方面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创

新能力和发散性思维。

2 初中群文阅读教学的意义
初中阶段的学生身心发展正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

各个方面尚未成熟，群文阅读可以提高他们的中文修养，论

文针对群文阅读的意义进行分析，做出以下见解。

2.1 提高群文阅读的主动性
在当前的阶段，初中群文阅读在教学时，尤其是在课文

朗诵的时候，许多孩子的阅读主动性不高，往往是在接收到

教师的指令后才缓缓进行阅读。许多教师对许多学生进行阅

读不是为了对自己负责而阅读，更不是为了增长知识而阅

读，而只是为了简单地应付考试，应付老师这一现象而焦急，

不仅为自己工作不到位着急，更为学生对自己不负责任而焦

虑。因此，初中阶段的语文阅读应该抓住学生的阅读兴趣，

相比于《陋室铭》《桃花源记》等文言文，学生们更喜欢阅

读《紫藤萝瀑布》一类的文章，这是因为中学阶段的学生暂

时难以理解到文言文当中蕴含的美，无法解读文言文当中的

字是什么意思。只喜欢具有趣味性的故事，所以中学群文的

阅读，可以通过许多有趣味性的故事类课文来提升中学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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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阅读兴趣 [1]。

2.2 提高学生的阅读量与阅读速度
初中年级的学生刚刚接触并广泛认识群文阅读，对大篇

幅的文章识别速度还比较慢，通过阅读阶段的大量阅读，可

以提升学生的阅读量与阅读速度。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中

学二年级的学生所使用的下册教材一共有 26 个小节。这 26

个课文包含着大量的文字，学生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可以

把刚刚所学的汉字刻印在大脑之中形成永久性记忆，对接下

来的学习具有极大的帮助。

2.3 加强学生的合作学习
我们站在心理学的角度，从此出发进行研究分析，发现

初中学生之间存在个体差异。学习者对于可以接受的知识在

程度上有所不同，对于学生所接受的知识也有着各自不同的

理解，基于此，沟通与交流在初中群文阅读中起着关键性的

作用。在初中群文阅读课堂教学中亦是如此，学生通过师生

互动、生生互动等形式，相互分享群文阅读的心得，在互动

中学会分享心得。这种学习形式有助于培养学习者的发散性

思维。然而大部分的群文阅读教学中，使用的通常是教师独

自一人站在讲台上讲解，学生乖乖坐在各自的座位上听并回

答问题，很少有学习者之间的合作讨论环节，往往不进行生

生互动和师生互动，或给予学生充足的时间进行讨论，无法

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难以提高学生的群文阅读能力。

3 语文阅读教学的有效策略
在建构主义教学理念下，使得英语阅读教学实践更加丰

富多彩。笔者结合自身的教育经历，综合考虑中学阶段学生

的特点以及学生所处的教学环境，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进

行分析，提出几个语文阅读教学的有效策略。

3.1 教学内容体系化
在中学年级的教材内容的选取上，一定要了解其中的内

在知识体系，对比课程标准，结合学生的自身特点。正在学

习的内容是之前所学知识的延续，也是未来知识的铺垫，彼

此之间并不是毫无联系，而是前后呼应的 [2]。

例如，新课标对学生的群文阅读能力所作的标准是已经

规定好的。那么初中二年级下册这一教材是不是每篇课文都

要求学生做到这样的标准呢？对于刚刚接触的学生和经过

一年正式学习之后的学生来说，他们对朗读所规范的要求必

然是不一致的。而且通过初中一年级下册语文教材可以看

出，所选取的 26 篇课文对学生的要求是逐渐升高的。对比

第一篇课文《找春天》与最后一篇《裔射九日》，明显发现

两者在文字内容以及复杂程度上是不一致的。

3.2 教学环节问题化
对于中学年级的群文阅读课来说，识字写字以及流畅朗

读是重点。所以中学年级阅读的教学，我们可以事先设计两

到三个问题来引导学生。这两三个主问题必须在激发学生的

兴趣的同时点活整个课堂。

初级中学在教学的时候，选择教学的文本通常综合考虑

学生的接受能力以及知识水平，把道理以最简明的形式清晰

地表达出来，例如，中学年级下册《紫藤萝瀑布》一文当中，

“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

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

3.3 构建良好的师生课堂体验

初级中学的学校教育需要构建良师益友形态的师生关

系，以学生为中心，确保教师与学生和平共处。课堂不再是

传统印象里“一言堂”，其作用还表现在帮助学生培养积累

语文素养，增强群文阅读的能力，通过以自身为效仿对象，

对学生进行群文的感受。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在课堂之外不

断提升自身的语文素养与专业能力，而且只需要时时刻刻以

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自身为学生的效仿对象，为学生指

引方向。教师自身对文章的理解、表现不仅会直接影响学生

素养的提高，而且对于师生关系也很重要，学生会因教师的

行为而模仿，这就要求我们教师，无论是在课程教学当中，

还是在生活教学中，都需要以自身来引导学生的语文修养与

自觉阅读，在潜移默化中逐步改变学生 [3]。

3.4 构建合作学习的教学原则

教学原则作为教学活动开展的执行规则，对于教学开展

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建构主义理论提倡以学习者为学习主

体、以指导老师为教学引导方向，通过合作探究的方式进行

双向的教学活动。当我们在把这些具体理论落实到实际教学

学习过程的时候，主要表现以学生为主体参与课堂教学活

动。学生是学习的中心，应积极主动学习，不应该被动接受

知识的传输。初中的群文阅读体系庞大、应用性强，学生在

学习上具有一定的难度，在此就需要教师的精心设计，为学

生跟上教学节奏指引方向，维持对学习的热情与积极性。

4 结语
在中学学阶段的教学时，要综合考虑中学阶段的学生身

心正处在急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各个方面还不稳定，对待他

们要具有耐心，多采取鼓励的方式，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去阅

读。主动结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综合运用建构主义学习提

出的教学方法，不断提升中学生的群文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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