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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群文阅读的初中语文诗歌教学探讨

●李小颖

　　

[摘要]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诗歌部分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诗歌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

还是提升学生审美能力,激发学生传统文化兴趣的有效途径.同时,通过诗歌学习,学生能够锻炼思维能力,

拓宽知识视野,进而全面提升语文素养.基于此,本文从群文阅读的视角出发,深入剖析初中阶段诗歌教学

的策略,探讨如何科学有效地进行诗歌教学,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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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歌教学是初中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初中语

文教学中选编了许多优秀的诗歌作品，这些作品不

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具有思想教育价值。 通过学习这些诗

歌，学生可以了解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形式，提高自

己的人文素养和文学素养。 但传统的诗歌教学方式主要是

读、背、译，使得学生难以理解诗歌中蕴含的深刻内涵和

意义。

群文阅读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具有突破性的阅读教

学策略，它指的是将多篇文本组合在一起进行阅读的方式，

可以增加阅读的广度和深度。 将群文阅读策略运用在初中

语文诗歌教学中，可以起到多方面的作用，可以提高教学质

量和学生的语文素养。 因此，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

运用群文阅读策略，引导学生更好地学习诗歌这一重要的文

学形式。

初中语文诗歌教学现状分析

初中语文诗歌教学是培养学生审美素养、传统文化兴趣

和语文综合素养的重要途径。 但目前初中语文诗歌教学存

在一些问题，具体如下。

(一)学生理解能力不足

初中学生对于诗歌的理解能力还相对欠缺，往往难以理

解诗歌中的深层含义和思想内涵，这导致他们在学习诗歌时

存在一定的困难。

(二)教学方法较为单一

很多教师在进行诗歌教学时，往往采用“解词释句——

串讲全诗——背诵默写”这一流程，缺乏对诗歌本身的理解

和欣赏，使得学生对诗歌的学习停留在表面，无法深入理解

其内涵。

(三)缺乏文化背景的普及

很多诗歌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而由于教材和

教学时间的限制，很多教师无法充分讲解这些背景，这使得

学生对诗歌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困难。

初中语文诗歌教学中运用群文阅读策略的作用

(一)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

群文阅读策略要求学生对多篇诗歌进行阅读和理解，这

样既能增加学生的阅读量，又能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

能力。 同时，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感受到诗歌的魅

力，进而增强诗歌学习的兴趣和提高课堂参与度。

(二)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诗歌特点和写作技巧

在初中语文诗歌教学中运用群文阅读策略，学生可以接

触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诗歌，从而更加全面地了解和掌握

诗歌的特点和写作技巧。 同时，通过群文阅读教学，还能

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诗歌的背景、文化内涵和思想情感，从而

加深学生对诗歌的理解和感悟。

(三)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文学鉴赏能力

在初中语文诗歌教学中运用群文阅读策略，要求学生对

多篇诗歌进行比较、分析和归纳，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

维能力和文学鉴赏能力。 同时，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可以

感受到诗歌的情感和思想，也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态

度和价值观念。

(四)促进语文课程的整体性学习

通过运用群文阅读策略，可将多篇诗歌组合在一起进行

学习，能够促进语文课程的整体性学习和教学。 同时，群

文阅读还能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诗歌的体裁、题材、风

格和主题等，从而使语文学习更具系统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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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高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在初中语文诗歌教学中，通过运用群文阅读策略，可以

让学生对多篇古诗进行阅读和理解，拓宽学生的阅读视野，

还可以增强学生的语言理解和运用能力。 同时，学生在朗

读古诗、分析意象的过程中，能够正确把握古诗的中心。

并且学生在对同类古诗阅读时，能丰富对相关古诗或作者的

认识，全面提高古诗阅读的思辨能力。

初中语文诗歌教学中运用群文阅读的策略

(一)合理设置议题

在初中语文诗歌教学中运用群文阅读策略时，设置合理

的议题具有重要意义，是初中诗歌群文阅读教学成功的关键

之一。 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求，选择适合的议

题进行群文阅读，以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文学鉴赏能力。

教师在设置议题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议题要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设置的议题应

该明确，具有可操作性，不要过于宽泛或难以实现。 假若

设置的议题范围太宽，容易使学生毫无头绪、思维混乱。

议题范围太狭窄，则会压缩学生自主讨论学习的空间，不利

于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挥，因此需要保证设置议题的范

围恰当。 同时，设置的议题难度也要适当，假若设置议题

的难度过高，会让学生不知从何下手。 设置议题的难度较

低，则容易导致学生丧失思考探究的兴趣和欲望。 比如，

可以将“爱情”作为一个议题，选择一些表现爱情的诗歌进

行群文阅读，让学生深入理解爱情这一主题在诗歌中的表现

方式。

其二，议题要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求。 设置的议

题应该符合学生的年龄、兴趣和认知水平，不要过于复杂或

难以理解，让他们能够通过阅读和思考来理解和掌握。 此

外，教师在设置议题时，也应尽可能地保证议题形式的多样

化。 对初中生来说，他们积累了一定的生活经验，且对社

会生活也有了更多的关注和了解。 如果议题设置形式单一

化或者仅限于教材内容，并不利于调动他们已有的知识经

验，也难以有效激发他们的兴趣。 因此，教师应从初中生

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出发来设置议题，以多样化的议题形式，

切实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并激发学生诗歌学习的兴趣。

例如，可以选择“青春”作为议题，让学生通过阅读表现青

春的诗歌，深入理解青春的含义和意义。

其三，议题要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热情。 设置的议

题应该具有趣味性和吸引力，让学生能充分参与进来。 比

如，在设置议题时，教师可以选择一些比较议题来引导学生

进行比对阅读，学生在阅读诗歌过程中，从中分析诗歌的共

性与个性。 这样既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的兴趣，又能增强学

生诗歌学习的体验。 比如，在学习苏轼的《水调歌头》这

一诗歌时，教师在运用群文阅读策略时，可引入白居易的

《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和辛弃疾的《太常引·建康中秋

夜为吕叔潜赋》这两首古诗词进行比较阅读。 这三首古诗

词均是诗人在八月十五日中秋之夜所写，可提问学生“作者

分别都有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在此基础上设置关于“中秋

月夜”的议题，引导学生凭借自我感受对这三位作者所表达

的情感进行分析和比较。 这样便可很好地激发学生对诗歌

的兴趣和探究欲望，为提高诗歌教学效果奠定良好的基础。

其四，议题要能够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文学鉴赏能

力，让他们在阅读中得到更多的启示和发展。 设置的议题

应该具有启发性和思考性，让学生通过阅读和思考来培养思

维能力和文学鉴赏能力。 比如，可以将“死亡与生命的意

义”作为议题，选择一些涉及死亡和生命意义的诗歌进行群

文阅读，让学生通过阅读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二)恰当选择文本

在初中诗歌群文阅读教学中，选取合适的诗歌篇目也具

有重要意义。 教师在文本选择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两个方

面的问题。

其一，优先从教材中选择诗歌篇目。 在初中语文教学

中，纳入了许多优秀的诗歌名篇，是经过编研人员精挑细选

的，不仅具有较高的传承价值，而且也符合初中生的学习特

征和需求。

其二，确保选择的诗歌篇目之间具有关联性。 在初中

诗歌教学中开展群文阅读，若教师仅仅是将几篇诗歌组合在

一起而忽视它们之间的关联性，这样的群文阅读教学并没有

意义。 因此，需要教师基于诗歌特点，找到不同诗歌之间

存在的关联性，如相同的作者、相同的主题、相同的题材、

相同的意象等。 这样可以有效发挥出群文阅读教学的作

用，从而提升诗歌教学的效果。 比如，教师可以将《关雎》

《蒹葭》等诗歌组合在一起，进行爱情主题的群文阅读。

其三，确保选择的诗歌篇目符合初中生的发展特点。

教师应结合初中生的发展特点来选择群文阅读的诗歌篇目，

这样才能保证诗歌群文阅读的效果。 例如，针对初三年级

的学生，他们经过之前的学习，积累了一定量的古诗词，且

对于诗歌学习也掌握了一定的技巧和方法。 对此，教师在

进行诗歌群文阅读时，可以适当增加难度，例如，引导学生

自主进行诗歌篇目之间的关联性分析，并结合已有的知识经

验，联想还有哪些古诗词是符合此次群文阅读的。 通过这

样的方式，不仅能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还能促

进学生的思维发展。

(三)多维度开展群文阅读教学

基于群文阅读的初中语文诗歌教学，教师要在全面了解

和归纳教材中古诗词的关联性基础上，多维度地进行群文阅

读教学，这样可以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以下是一些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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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１．围绕诗歌主题开展群文阅读

在开展诗歌群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可以将具有相关主题

的诗歌组合在一起进行群文阅读，如“思乡”“爱情”“友

情”等。 这样可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诗歌的主题和情感表

达方式。

以“思乡”这一诗歌主题为例，在初中语文教材中就有

许多有关于“思乡”的古诗词，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

思》、李商隐的《夜雨寄北》、苏轼的《水调歌头》等。 这

些古诗词都表达了作者对故乡的深深思念和眷恋，通过阅读

这些作品，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思乡”这一文化主题的

内涵和意义。 同时，通过感受古诗词的韵律和意境，也可

以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

２．围绕诗歌题材开展群文阅读

古诗词的题材多种多样，如山水诗、边塞诗、送别诗、

咏物诗等。 而不同题材的古诗词，往往所表达的情感也有

所不同。 初中语文教材中就涵盖了不同题材的古诗词，教

师可以围绕古诗词的题材，将相关古诗词组合在一起进行群

文阅读，有效提高诗歌教学的效果。

例如，在学习到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这一首

诗歌时，其题材属于送别诗，教师可以将这首诗歌与王勃的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李白的《送友人》组合在一起进行

群文阅读教学。 这样可以让学生对送别诗有更加深入的

了解。

又如，在学习到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这一首山水诗

时，教师可以将其与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陆

游的《游山西村》、陶渊明的《饮酒》这几首诗组合在一起

进行群文阅读。 这些山水诗都以自然山水为题材，通过诗

人的描绘，展现了自然风光的美丽和神奇。 同时，这些诗

歌也表达了诗人对自然和生命的感悟和思考。

３．围绕诗歌形式开展群文阅读

在初中语文诗歌教学中，可以围绕诗歌的形式开展群文

阅读，如“律诗”“绝句”“词”等，然后将具有相关形式的

诗歌组合在一起进行群文阅读。 这样可以帮助学生了解不

同诗歌形式的特征和写作技巧。

例如，在学习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这一首曲时，

教师可以将其与白朴的《天净沙·秋》组合在一起进行群文

阅读。 这两首曲子无论是写法还是构成的意境均有相似之

处，但也有各自的特点。 通过引导学生对两首曲子进行对

比阅读，可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一诗歌形式写作的特征和

技巧。

４．围绕诗歌意象开展群文阅读

在初中语文诗歌教学中，教师可以选择一个具体的意

象，如“月亮”“花”“鸟”等，然后将具有相关意象的诗歌

组合在一起进行群文阅读。 这样可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诗

歌的意象表达和情感内涵。

例如，李白的《峨眉山月歌》、杜牧的《泊秦淮》、苏轼

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均有“月亮”这一意象，诗

人通常借助这一意象来营造意境和传达感情。 在《峨眉山

月歌》中，“月”字熔铸了李白自己的人格和情趣，既体现

了传统文化审美特征的共性，又体现了李白强烈的个性特

征。 在《泊秦淮》中，杜牧借助“月”营造了一幅朦胧冷清

的水色夜景，在情景交融的作用下，表达了诗人心中淡淡的

哀愁。 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苏轼以“月”反映

了自己复杂而矛盾的思想感情，虽然对现实有不满，但他对

现实、对理想仍然充满了信心。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语文诗歌教学中运用群文阅读策略可

以起到多方面的作用，能够提高诗歌教学效果和学生的语文

核心素养。 而基于群文阅读的初中语文诗歌教学，需要教

师精心设计，综合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设置合理的

议题、选择适合的诗歌进行群文阅读。 同时，还需要围绕

诗歌的主题、作者、题材、形式、意象等多角度开展群文阅

读，充分发挥群文阅读的作用，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诗歌的内

涵和艺术特点，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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