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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群文阅读作为破除思维定势的方法之一，是语文学科常用的教学方法。本文论证其在数学学科教学中也

可占据一席之地：将群文阅读融入数学学科顺应新课标的理念，符合语文与数学的学科共性，并考虑到

了中学数学的考核要求以及中学生的数学阅读现状。群文阅读在数学中的应用包括数学史和数学问题集，

其价值包括强化解题能力、开拓数学思维、渗透数学文化等。将其有效融入数学教学可基于课程创生视

角，即需要教师结合实际情况持续主动地变革、建构和创造，这为教师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但也有利于

教师个体专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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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oup reading, as one of the methods to break through fixed thinking patterns, is a commonly used 
teaching metho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subjec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t can also occupy a place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integrating group reading into mathematics conforms to the concept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conforms to the commonality between Chinese and mathematics, and 
takes into account the assessment requirements of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and the current sit-
uation of mathematics reading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application of group reading in 
mathematics includes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nd mathematical problem sets, and its value in-
cludes strengthening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expanding mathematical thinking, and infiltrating 
mathematical culture.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it into mathematics teaching can be based on the per-
spective of curriculum creation, which requires teachers to continuously and actively change, con-
struct, and create based on actual situations. This brings certain challenges to teachers, but also 
benefits their individu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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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倪文锦教授[1]曾指出：“有效破除思维定势的方法之一就是群文阅读。”如传统的语文课堂中，学

生若被要求撰写一篇关于“母爱”主题的文章，成品几乎是大同小异，究其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

学生接触到的阅读素材类型单一，该现象可通过群文阅读达到一定程度上的改善。 
群文阅读教学于近十年得以兴起与发展，赵镜中在 2008 年的全国阅读教学观摩活动上首次提出“群

文”这一概念[2]，后续有大量学者[3] [4]从不同角度对群文阅读的理论和实践都做出了积极的探索。群文

阅读教学是指教师在有限时间内引导学生阅读相关联的多个文本，通过整合、拓展联系和比较异同等方

法，促使学生在多文本阅读中关注其语言特点、意义建构、结构特征以及写作方法等方面[5]，旨在培养

批判性思维和综合分析能力，不再局限于理解单篇文本，而是能够理解和归纳一类文本的特征。 
群文阅读通常被认为是语文学科教学的专利，实则不然，在数学学科教学中也存在群文阅读的应用

[6]。数学教学中的群文阅读将某些数学题目与文本阅读结合起来，通过解读数学文本，整体感知与细致

研读等方式开展教学，旨在发现数学问题解决中具有可追溯规律的部分，提升学生的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教师的课程创生提出了从“自为”走向“自觉”的新要求[7]，“教师的

课程创生”是指教师根据本地本校的实际情况、自身的知识经验和能力优势、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发展水

平等因素，在整个课程运作过程中通过批判反思，对课程目标、内容、意义、资源和理论持续主动地变

革、建构和创造[8]。 
教师基于对群文阅读在中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及其价值的深刻认识并有意识地将其渗透到数学教学

中恰恰是进行课程创生的重要体现，而群文阅读与数学教学的有机结合需要考虑其融入的可行性、融入

的价值以及在何种情形下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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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群文阅读教学融入中学数学的可行性分析 

2.1. “新课标”对于学科融合的要求 

“术业有专攻”是对于传统教育中分科课程的经典写照，但于 2022 年新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9]
强调采用具有跨学科特征的主题式学习进行教学，重视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学科之间的融合不仅包括

跨学科知识之间的有机整合，同时也包含跨学科学习方法的相互借鉴。因此，将语文学科中常见的群文

阅读方法应用于中学数学教学，体现了新课标的课程理念，这样的尝试是数学课程改革过程中的一项创

新，或将为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带来新的影响。 

2.2. 群文阅读融入数学的共性与特性 

群文阅读能有效融入数学教学，也得益于数学与语文在阅读方面存在相似之处[10]，两者的共性体现

在都要经历语言识别、概念理解、分析思考、结合生活、归纳类比，都强调阅读的速度、精确度以及技

巧。群文阅读经由丰富的教学实践探索，逐渐由理念构想积淀形成具有一定共识的特征[11]，而将群文阅

读运用于数学学科有助于它自身进一步的发展，这需要考虑到数学阅读自身存在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

四个方面：第一，数学阅读的材料由数学语言构成，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形式化特征，并且存在逐级递

进的层次性；第二，数学阅读材料中的数学语言包括文字语言、图形语言和符号语言等形式，这三类语

言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译；第三，数学阅读材料中的结论(如命题、定理、法则)主要通过演绎与归纳

的方法来推导出，具有严谨性；第四，数学阅读材料蕴含丰富的数学思想和方法，如数形结合思想、公

理化思想、反证法、数学归纳法等。因此群文阅读教学的融入可从数学与语文的学科共性出发，同时注

意把握数学的学科特性，以阅读为载体，切实提升学生的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2.3. 中学数学考核要求以及中学生的数学阅读现状 

教育部于 2020 年发布的《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突出了高考命题的素养导向，对于中学数学来说，重

点考查学生“阅读理解”“信息加工”“语言表达”以及“批判性思维”四项关键能力[12]。显而易见，

这四项关键能力都与学生的阅读能力息息相关，因此阅读能力的培养与提升，是顺应当前新高考要求的

一项基本任务。有学者[13]在教学实践中发现一个现象，即许多后进生在数学解题过程中存在困难，并非

是在直观想象、逻辑推理以及数学运算等方面存在问题，而是在理解题目上存在阅读障碍。简单来说，

存在相当一部分学生，其数学成绩不佳的根源是由于语文不行。因此，面对新高考背景下新题型的阅读

量不断增加的现状，中学数学教师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提升中学生的数学阅读能力。 

3. 群文阅读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群文阅读作为语文学科常用的教学方法，不可平行移植到数学学科教学之中，语文与数学在学科内

涵和逻辑体系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因此，将群文阅读有机融入数学教学中，要从把握群文阅读的内涵

出发，并结合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避免停留在群文阅读的表面应用。 
基于上述考虑，群文阅读在中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主要包括融入中学数学教材的数学史、有助于表

征转化的数学问题集、数学史与数学问题集的结合等，有助于学生促进数学语言的表征转换、掌握解题

范式、开拓解题思路、归纳与凝练数学思想方法、最终促进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发展。 

3.1. 融入中学数学教材的数学史 

数学史是开展数学群文阅读的重要素材，数学史对于中学数学教学的重要意义无论是在理论上或实

践上都已获得了众多国内外学者的认可[14]，数学史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促进数学知识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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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与深化、构建数学与人文之间的桥梁等。然而在当前的教学实践中，存在对于数学史“高评价，低利

用”的现象，其优势因未受足够重视而难以发挥。 
而数学史作为数学群文阅读的重要材料，教师要认识它的教育价值，并结合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将

其付诸于实践。在实施过程中不应拘泥于数学教材中内容及其篇幅，可适当地加以拓展，主要包括两种

形式。第一是将多个具有共性的反映数学文化以及数学精神的历史故事以简明扼要的文字整理成一个文

本提供给学生，引导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感悟数学知识的发生发展历程，以及历史上的数学家面对同样的

情境是如何针对某一问题进行处理的；第二是对数学教材中的数学史内容进行有目的的加工，虽然教材

所呈现的内容是历经众多专家的多轮反复探讨而最终敲定的，但这些内容只是为了适应多数情境下的学

习，并不一定适用所有学生。因此教师要结合本班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增删、改编或帮助学生适当进行

文本解读，循序渐进地提升学生的数学阅读能力。具体来说，教师可从以下几个方面[15]着手实施： 
第一是数学史的选择与解读。即结合教材中的数学史以及本节内容的知识点，选择具有共性的数学

史文本，并确保文本的趣味性。引导学生对文本进行阅读，提炼其中的主要内容，包括所蕴含的数学符

号、数学术语、证明过程、思维方式等，教师可提供必要的解释。本着层次性的设计原则，可以为成绩优

异的学生提供数学史的原文和翻译版本，以适应不同层次学生的需要。该环节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抽象能

力、几何直观和数据观念等核心素养。 
第二是数学史的讨论与分析。在学生阅读完数学史的文本集合之后，就数学史文本中的数学知识、

证明方法、问题解决思路等方面展开深入讨论，教师引导学生在独立思考的前提下以小组为单位组织讨

论，交流分享各自的观点。在此环节，学生可以提出问题、提供不同的解释和证明方法，并通过讨论或

辩论来加深理解，最终由教师对学生的多种方法进行评价总结。本环节有利于学生推理能力的发展、提

升问题提出、分析和解决能力。 
第三是数学史与现代数学的联系。在这一环节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将数学史所涉及的内容与现代数

学之间的联系和差异进行对比。比如对于数学史中提到的数学问题，学生可尝试用现代数学的方法和工

具进行解决，并思考数学史对现代数学的影响与启示。这样的实践有助于加深学生对数学方法的理解，

并帮助学生认识到数学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此环节能够引导学生进行知识间的对比与迁移，促进

模型观念的发展。 
第四是阅读报告的撰写与展示。在完成上述三个环节之后，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本次数学史文本的

阅读对于自己在数学学习方面的收获。可以选取文本集中的任意一篇中的某一个数学符号、数学术语、

数学概念、证明过程或思维方式进行展开论述，教师可以适当地提供学术写作的指导。之后对阅读报告

进行评阅，提供及时具体的反馈，展示优秀的阅读成果，帮助学生提高阅读能力。这一环节有助于推动

学生应用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 
总的来说，教师基于教材中的数学史内容进行有意识地拓展和加工，体现了教师持续主动地变革、

建构和创造，也反映出教师对于课程本质的准确理解。教材中的数学史内容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完全

按部就班就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教师进行课程创生的权利。而教师对其进行有目的的加工有助于促进课

程与学生、课程与社会、课程与社会等多重复杂的关系相联系，既尊重了以学生为主体，又体现了以教

师为主导，从而无限接近课程的本意。 

3.2. 有助于表征转化的数学问题集 

问题是数学的心脏，数学教学可以说是数学问题解决的教学[16]，因此数学问题集是数学群文阅读的

另一个重要素材，由多个具有层次性的数学问题文本构成。数学问题文本由数学语言表述，按照不同的

表征形式可以将数学语言划分为文字语言、符号语言以及图表语言[17]，基于此，数学问题也可以分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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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题、符号题、图表题、文字符号题、文字图表题等不同类型的题目。 
而不同的学生在面对不同表征形式的问题时会表现出不同水平的问题解决能力，因此教师有必要结

合实际情况收集多种类型的数学问题，并且按照不同难度的层次进行分类，最终编制出适应不同水平学

生学习需要的问题集。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指经教师编制的数学问题集并不是用来“做”的，而是用来“看”的。这与传

统的“题海战术”有一定的区别，虽然两者都需要经历审题与思考，但“刷题”需要经历并呈现完整的解

答过程，而“数学问题集”仅需要用来阅读，不需要写出解答过程。通过问题集进行群文阅读不仅能够

启发学生对于同类型问题的思考并寻找它们之间的思维联系，帮助学生改善对于某一表征类型问题的恐

慌与畏难心理，同时也有助于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是数学问题文本的选择与解读。为提升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主要挑选文字表征形式的题干，

且能有助于学生顺利将文字表征转化为图形表征或符号表征。此外需确保文本的难度适应本班学生的能

力水平，同时具有足够的启发性和挑战性。教师对数学问题文本的价值与使用方法简要介绍，强调对于

问题关键信息的提炼与理解，并引导学生尝试多种方式对问题进行表征。本环节对于图形表征的重视有

助于几何直观的发展，多种表征形式的转化有助于学生对于概念本质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学生

的抽象能力。 
第二是数学问题文本的阅读与思考。在该环节中，学生对多个数学问题文本进行阅读，对有效信息

进行标注，在头脑中建构对于问题的概貌，并将问题转化为恰当的或有利于问题解决的表征形式(如符号

表征和图形表征)，若原本的文字表征已经是最有利于该生问题解决的，则无需转化。因此每位学生在这

一环节所进行的转化工作是个性化的，可根据学生的解题偏好供其自由选择。该环节有助于学生进一步

发展几何直观，并通过表征转化促进运算能力的提升。 
第三是数学问题文本的分析与讨论。经过学生对文本的阅读与表征转化后，教师对该文本进行示范

性分析，包括重点信息的检索、有效信息之间的关联建构、多种表征形式之间的转化等。引导学生对于

文本分析过程进行梳理，并对比自己的原有过程进行查漏补缺，最后对各种表征形式的优劣进行分析和

讨论，即何种情境使用何种表征形式最有利于问题解决。通过感悟有助于解决问题的表征形式，学生能

够选择个性化的问题解决方式，发展创新意识和应用意识。 
第四是数学问题文本的评价与完善。完成上述三个环节后，教师选择适当数量和难度的文字表征数

学题编制成测试卷，根据学生的最终测试结果对数学问题文本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并对其不足之处进

行成因分析，并结合学生的访谈制订文本的调整方案。数学问题文本的编制并非一蹴而就，这四个步骤

需要经历多轮重复，需要在数学教学实践中不断调整与完善。 
数学问题集的编制体现了教师对自己的教学活动进行有意识的反思并付诸行动，这也完全体现了教

师创造性地进行课程运作，在课程的多个环节(如课程开发、课程决策、课程实施)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对教学资料进行选择、重组、拓展、补充和整合而最终形成的数学问题集也并非是

完美的，需要教师根据实施效果继续加以完善，与学生共同建构和创生。 

3.3. 数学史与数学问题集的结合 

数学史与数学问题集作为数学群文阅读的两类重要素材，也可以将两者有机结合，即以数学史为数

学问题集的题干。以数学史为背景的数学问题集不同于融入中学数学教材的数学史，虽然两者都涉及数

学史，但前者更强调问题解决和数学建模素养，而后者更注重数学阅读能力以及提炼归纳能力的提升；

以数学史为背景的数学问题集也区别于有助于表征转化的数学问题集，两者的本质虽都是问题集，但前

者更重视数学文化的渗透，其阅读难度以及对于表征转化能力的要求更高，可以说前者是在后者教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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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和提高。 
以数学史为背景的数学问题集的教学实施过程与有助于表征转化的数学问题集相类似，也需要经历

问题集的选择与解读、阅读与思考、分析与讨论、评价与完善。在问题集的选择上，主要以数学史材料

为资料库，以核心素养为指向；在问题集的阅读与思考、分析与讨论中，以学生的自主思考与小组合作

为主，教师仅在必要时给予点拨和帮助，并在之后逐渐降低教师的主导比重。 
以二元一次方程的教学为例，可分别呈现下述三个数学史素材，引导学生进行阅读，尝试进行表征

转换，分析讨论后列式，总结三个式子的共性，进而归纳得出二元一次方程的概念，最后计算求解并验

证： 
素材一：中国古代数学著作《孙子算经》中记载了一道数学命题：今有鸡兔同笼，上有三十五头，下

有九十四足。问鸡兔各几何？ 
素材二：中国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中记载了一道数学命题：今有牛二、羊五值金九两，牛五、

羊二值金十二两，问牛羊各值金几何？ 
素材三：中国古代数学著作《算法统宗》中记载了一道数学命题：我问开店李三公，众客都来到店

中，一房七客多七客，一房九客一房空，多少房来多少客？ 
融入中学数学教材的数学史、有助于表征转化以及以数学史为背景的数学问题集是数学群文阅读教

学的三类重要素材，若要最大化这三者的教育价值，不仅要对内容的选择进行多轮精简和优化，更要考

虑如何适时将其融入数学课堂教学中。群文阅读教学的实施通常安排在每一章节学习之后进行，有助于

学生在复习巩固的前提下提升阅读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可以以两种途径开展：一种是通过专门的数学

阅读教学课，一至两周开设一次；另一种是渗透于数学课堂教学之中，以经由改编的课内例习题为载体。

这两种途径可以同时进行，视具体实施情况和反馈不断加以完善，为学生的发展提供沃土。 

4. 群文阅读对于中学数学教学的价值探讨 

将群文阅读融入中学数学教学之中，不仅需要考虑融入的可行性和融入的实际应用，同时也需要讨

论融入的价值。基于群文阅读融入数学的共性与特性，学生可能会在数学阅读方面(包括审题、分析、设

元、阅读速度和准确度等)获得不同程度的提升；基于群文阅读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有望将数学史

的价值落到实处，同时培养学生的数学多元表征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最终发展学生的数学学科核心素

养。群文阅读对于中学数学教学的价值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重点探讨： 

4.1. 促进不同表征形式数学语言之间的相互转译，强化解题能力 

著名教育家斯托利亚尔[18]曾经说过：“数学教学也就是数学语言的教学。”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学习数学的过程也就是学习数学语言的过程，即数学语言不断内化、不断形成、不断运用的过程[19]。数

学问题的呈现通常是由文字语言、符号语言以及图表语言这三类语言构成，而解题的关键则是需要具备

在不同表征形式数学语言之间灵活转译的能力，鲍建生教授[20]也通过研究得出要重视普通语言与数学

语言互译的教学的重要结论。 
现有研究表明[21]，中学生由于表征转译能力不足而产生的数学语言障碍主要包括：看到大篇幅文字

的题干就选择跳过、文字阅读产生歧义、看到数学符号就垂头丧气等；在独立阅读某段数学材料时，有

近 20%的学生仅能理解小部分含义或几乎不能理解；对于数学题目中的隐含信息与条件，56.5%的学生认

为自己在多数情况下找不出或看不懂。 
而在群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在充分挖掘教材资源以及适应本班学生现有水平的基础上，通过精选不

同表征形式的数学问题，帮助学生进行类比和归纳，掌握数学语言的三种表征形式。在该教学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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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得出答案并非是核心环节，而是引导学生准确识别题干的表征类型，尝试将题干的语言表征形式转

译成其它类型的形式，并尝试用自己的语言说出解决该问题需要经历哪些步骤。同时，教师还可以根据

学生的薄弱项进行针对性强化，如对于害怕遇到文字过多的题干的学生，就可为其提供适量具有层次性

的文字语言题干；对于抗拒数学公式的学生，可为其整理出附有符号语言题干的阅读素材。 
因此，教师需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自身的经验水平以及可利用的课程资源整理出促进学生数学

语言能力的阅读素材，在实施群文阅读过程中加强对于学生阅读方面的指导，克服浮躁心态，踏实阅读，

掌握阅读策略，运用阅读技巧，切实提高学生不同表征形式数学语言之间相互转译的能力。    

4.2. 开拓数学思维，感悟数学思想方法 

传统的中学数学课堂中，学生大多处于“听”“思考”或“回答”的状态，鲜有教师要求学生阅读相

关的数学素材；在课后作业中，往往是针对本节内容的习题集，几乎没有布置需要自主阅读某个教学内

容或素材的任务；在数学阅读的机会上，学生几乎把所有的时间耗在“题海战术”上，而开设专门的数

学阅读课程更是少之又少。 
但阅读并非是文科的专属，数学阅读对于培养中学生的逻辑思维具有显著作用。从数学阅读的本质

来看，数学阅读是指通过题干中的情境中获取文字、符号以及数据等信息的复杂心理活动过程，该过程

不仅包括对三种表征形式的数学语言的理解、信息加工和记忆等过程，同时也包括了对数学材料的逻辑

结构进行分析、综合、归纳、推理、猜想等一系列思维过程，这也是数学阅读区别于一般阅读的本质区

别[22]。进行数学阅读需要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也是取决于数学语言的基本特性——抽象性。 
因此教师开展群文阅读教学是改善中学生数学阅读现状的有效手段，这不仅有助于营造浓厚的数学

阅读氛围、激发数学阅读的动机、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及方法，同时对于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也具有显著作用。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在数学素材阅读过程中，整体感知和把握数学材料中涉及的数学语

言，依据给定的条件和已知的定理分析材料之间的逻辑关系，最终在头脑中形成对于该数学材料的深刻

理解。 
此外，群文阅读也有助于感悟数学基本思想与方法，在中学数学教科书或是习题册等数学素材中处

处渗透着数学的思想方法[23]，如公理化思想、集合思想、数形结合思想、归纳法、图像法、换元法等。

教师引导学生开展专题阅读，了解并掌握各种数学思想和方法的适用条件及其运用情境，帮助学生提升

解题的敏感度和警觉性，即每当呈现一个数学问题，就能够迅速判断并参考具体的思想方法对该问题加

以解决。 

4.3. 促进数学核心素养的发展和数学文化的渗透 

数学核心素养作为对学生未来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关键能力与品格，在数学教育目标中处于核心地

位，而群文阅读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培养起到积极影响。以数学建模为例，数学建模[12]是对现实问

题进行数学抽象，用数学语言表达问题、用数学方法构建模型解决问题的素养。可见，数学建模需要从

表述问题情境的文字或数字中提取出有效信息，进而顺利抽象出数学问题，在该过程中，也可采用语文

中的“圈、点、勾、画”，透彻理解的基础上最终准确简洁地加以表达。 
新一轮数学课程改革对于数学文化在课程中的价值显示出更高的重视[24]，强调数学课程应当体现

数学的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体现数学的历史应用和发展趋势、体现数学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数学

文化是人们通过实际参与各种数学活动所形成的特殊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不仅包括数学的

语言、方法、思想、精神，也包含数学史、数学美以及数学与社会的联系等。 
教师引导学生开展群文阅读不仅有助于学生掌握数学知识与技能、感悟数学思想与方法，同时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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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与数学文化。数学史等数学阅读素材反映了历史上的数学家们在现实生活中发

现了数学规律并通过不懈努力将其系统化为数学知识，展示了数学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也体现了数学

知识是源于生活、寓于生活、最终用于生活的。因此群文阅读能促进学生对数学价值的认识，构建数学

与人文之间的桥梁。 

5. 结语 

总之，群文阅读并非语文教学的专利，也同样可以运用于数学教学之中。融入于数学教学的群文阅

读对于学生的数学学习具有不菲的价值，但在其融入数学教学的过程中，对于数学教师来说也是一个挑

战。要求教师具备广而深的数学知识，拥有博览群书并提炼共性的能力，具有深厚的数学素养和人文素

养。更为重要的是，在数学教学中进行群文阅读要求教师能够切实领会新课程改革的理念与目标，把受

教育者视为建构主体，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保持积极的观察和反思，再根据受教育者的特征对自己的教学

进行修改和完善。此外，由于群文阅读教学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讨论、阅读和分析，因此在教学计划

中需要合理安排时间，确保教学进程的顺利进行。因此，群文阅读教学的实施对新手教师来说有助于他

们在较短时间内得到一定成长，对有一定教学经验的教师来说有利于他们教学能力以及教学境界的进一

步提升。 
教师基于对群文阅读在中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及其价值的深刻认识并有意识地将其渗透到数学教学

中恰是进行课程创生的重要体现，这为数学核心素养的落地提供了方式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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