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卷 第4期 教师教育学报 2018年8月
Vol.5 No.4 JournalofTeacherEducation Aug.,2018

DOI:10.13718/j.cnki.jsjy.2018.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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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阅读素养不仅是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支撑,更是个人学习能力、个人素养和终身发展的重要基

础。中小学阶段是阅读素养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期,易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课堂教学的质量对学

生阅读素养的培养至关重要。群文阅读教学是一种新兴的语文教学模式,对提高中小学生的阅读素养具有重

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课题组以全国1538名中小学教师为调查对象,调查影响中小学

教师实施群文阅读教学的各种因素。本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heoryofPlannedBehavior,简称TPB),采

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各种因素对教师群文阅读教学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教师的工

具性态度、主观规范和自我效能感对教师的群文阅读教学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对教

师的群文阅读教学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本研究对教师培训方案提出针对性建议,

即优化讲授培训,加强实地培训,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实施环境,以促进群文阅读教学模式的有效实施,提升教

师的群文阅读教学能力,进而提升学生的阅读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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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素养不仅是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支撑,也是个人学习能力、个人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
是个人终身发展的重要基础。目前,公民阅读素养已然成为衡量国家社会文明和综合国力的重要

指标,我国自2001年以来一直把阅读教学作为语文课程改革的重点,在语文核心素养中提出“语言

构建与应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等要求。

阅读素养主要的形成场所为语文课堂。传统语文课堂重视学生识字、造句、归纳大意和中心思

想、体验作者情感等方面的能力及培养。随着终身教育思潮逐渐成为当今世界教育改革的重要指

导思想,阅读素养的定义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有研究者将阅读素养定义为“为达到个人目标、

增长知识和发展个人潜能及参与社会活动而对文本的理解、使用、评价、反思和参与的能力”[1]。传

统语文课堂中单文本的分析与训练已经不适应当前学生的学习与社会生活的需要。现代阅读教学

需要从单篇走向多篇,从课内走向课外,从封闭走向开放,通过多文本阅读指导学生阅读学习,并在

阅读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进而提升阅读力和思考力。群文阅读教学作为多文本阅读教学的一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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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形式,根据一个或多个议题选择多文本组合进行师生集体建构式教学,其阅读教学理念和形式的

创新受到广大一线教师的欢迎。与传统的阅读教学方式相比,这种阅读教学方式具有增加学生的

阅读量[2]、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3]、优化学生的阅读方法[4]等诸多优点。

然而,在教学实践中,一线语文教师在群文阅读教学的实际推行中遇到了一些阻力[5],如教师

难以掌握切合实际的教学方法、缺乏学校领导的支持、不能直接提升学生成绩等等[6]。已有的相关

研究大多是通过对少量教师访谈而进行的总结归纳或是理论思辨,缺乏取样广泛、具有说服力的量

化研究,缺乏对教师使用群文阅读教学模式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的实证研究,也鲜有提出帮助教

师更好地使用群文阅读教学方式的针对性建议。本研究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借鉴计划行为

理论,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和结构方程模型,对中小学教师开展群文阅读教学实践进行实证研究,

分析影响教师使用群文阅读教学方式的各种因素,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以提高群文阅读教学效

果,提升学生阅读素养。

一、理论框架

(一)群文阅读国内研究现状

群文阅读是群文阅读教学实践的简称,是近几年在我国悄然兴起的一种具有突破性的阅读教

学实践。这种新的语文教学形式由赵镜中、王林于2008年提出,其主要的特征就是由单一文本的

阅读教学走向多文本的阅读教学[3]。有研究指出,由于“学生的阅读量开始增加,虽然教师还是习

惯于单篇课文的教学,但随着统整课程的概念推广,教师也开始尝试群文阅读教学活动,结合教材

及课外读物,针对相同的议题,进行多文本的阅读教学”[7]。群文阅读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同个议

题、多个文本、探索性教学”。但相关研究没有对群文阅读的深层理念进行阐述[8]。于泽元教授对

群文阅读议题的确定、文本建构、目标达成等进行剖析之后对群文阅读进行了界定,即“群文阅读是

指围绕着一个或多个议题选择一组文章,而后教师、学生围绕议题展开阅读和集体建构,最终达成

共识的过程”[9]。其后,王林从教师培训和实际操作层面对群文阅读进行了概括,即“把一组文章,

以一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指导学生阅读,并在阅读中发展自己的观点,进而提升阅读力和思

考力”[10]。

传统的单篇阅读教学方法单一且程式化严重,已经不能满足现今培养学生阅读素养的需

求[11]。与传统的单篇阅读教学相比,群文阅读教学更能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阅读的广

度和深度[12],这对于学生阅读素养的提升有重要的意义。在课堂教学实践中,群文阅读教学初具

规模,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北京、河北、山东、黑龙江、陕西、河南、湖南、安

徽、江苏、上海、广东、福建、浙江、重庆、四川、广西、贵州以及台湾和香港近20个区域在探索群文阅

读”[13]。以重庆为例,重庆树人教育研究院和教育部西南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自2011年起进行

的“阅读素养与群文阅读”教学实践,从重庆十几所学校扩散到全国多个省市近千所学校,产生了很

大的反响,体现了群文阅读对培养学生阅读素养的重要作用。

(二)TPB模型简述

虽然群文阅读教学实践对学生阅读素养的提升有重要意义,但在实践教学中也暴露出了诸多

问题。其中,教师对群文阅读教学方式的实际使用问题亟待解决。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了解教师对

群文阅读教学方式的使用现状,探究其中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教师才能在群文阅读教学实践

中控制好这些影响因素,提升群文阅读教学的实际效果。对新工具的使用问题以及影响因素的探

究,已有研究者提出了诸多理论,其中计划行为理论是被广泛运用且较为可靠的一种理论。计划行

为理论(TheoryofPlannedBehavior,简称TPB)是1991年由IcekAjzen提出的,用于解释人们改



变自己行为模式的机制。该理论认为,人的行为主要受行为意愿影响,而行为意愿又受到行为态度

(Attitudetowardthebehavior)、主观规范(Subjectivenorm)和感知行为控制(Perceivedbehavior
control)的影响[14-15]。行为态度指个人对“目标行为”的心理倾向,它包含两种态度:情感性态度

(Affectiveattitude)和工具性态度(Instrumentalattitude),前者指个体在实施目标行为时的感受,

后者则指个体对实施目标行为后结果的推测。主观规范(Subjectivenorms)指个体对社会中其他

人对自己做出目标行为所发挥的积极或消极作用。感知行为控制则指个体感受到的达成这种行为

的难度和可控性,它包含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和控制力(Controllability)两方面。自我效能感

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达成这种行为的判断,控制力则指个体对自己是否能够控制这种行为的

判断[16-17]。

计划行为理论提出后被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大量研究证明,计划行为理论在多个领域中均

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和预测力[18]。在教育领域,TPB模型也常被用来研究学生的行为模式,如:Mok
在研究青少年课外运动行为模式中引入了TPB模型[19];Cheon在探寻大学生使用手机进行阅读学

习的影响因素这一研究中也引入了TPB模型,结果发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控制力均正向

影响学生最终的使用行为[20]。计划行为理论也被用来研究影响教师使用新教法的相关因素,如

Yan在研究教师对课堂测评方法的使用行为中引入了TPB模型,结果显示,该模型能够很好地解

释和预测教师使用某一新的教学方法的行为[21]。
(三)研究假设

根据群文阅读教学概念与TPB模型,本研究将“教师使用群文阅读方式进行教学”作为教师最

终采取的新行为,探究行为意向、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等因素对教师使用群文阅读

教学方式的影响。根据TPB模型,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见图1):

H1:教师的情感性态度正向影响教师的使用意愿;

H2:教师的工具性态度正向影响教师的使用意愿;

H3:教师的主观规范正向影响教师的使用意愿;

H4:教师的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教师的使用意愿;

H5:教师的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教师的使用行为;

H6:教师的控制力正向影响教师的使用行为;

H7:教师的控制力正向影响教师的使用意愿;

H8:教师的使用意愿正向影响教师的使用行为。

图1 模型假设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福建、湖南、陕西、河南等省市,课题组随机抽取实施群文

阅读教学的1538名中小学教师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有效问卷142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2.6%。样本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

类别 详情 人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191 13.4
女 1233 86.6

年龄

18~24岁  54 3.8
25~30岁 326 22.9
31~40岁 661 46.4
40岁以上 383 26.9

学历

中师(中专或高中) 24 1.7
专科 352 24.7
本科 1007 70.7
硕士 17 1.2
博士 24 1.7

职称

正高级  3 0.2
高级 232 16.3
一级 705 49.5
二级 369 25.9
三级 27 1.9

暂未定级 88 6.2

教龄

5年以下 252 17.7
5~10年 191 13.4
11~20年 578 40.6
20~30年 353 24.8
30年以上 50 3.5

所教学段

小学 1353 95.0
初中 64 4.5
高中 7 0.5

地区

城区 712 50.0
乡镇 494 34.7
农村 218 15.3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包括问卷的编制、问卷的发放与回收两个环节。在问卷编制环节,课题组主要借鉴计

划行为理论的量表,并进行改编,通过试测和修订使问卷达到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形成最终问卷。

最终问卷包括教师基本情况和群文阅读教学影响因素两个部分,其中教师基本情况部分包括教师

性别、年龄、职称等基本信息,群文阅读教师教学使用影响因素部分包括情感性态度(4项)、工具性

态度(4项)、主观规范(7项)、控制力(4项)、自我效能感(3项)、使用意愿(5项)和使用行为(2项)7



个维度。在问卷发放与回收环节,课题组采取群体发放的形式,在抽取样本的学校大规模发放问卷

并回收,随后进行相应的筛选和数据录入。

2.访谈

陈向明指出:“群体访谈的参与者是一个群体,通过参与成员之间的相互补充、相互纠正,讨论

的问题往往比个别访谈更具有深度和广度。”[22]因此,本研究选取群体访谈进行质性数据的收集。

访谈聚焦教师对群文阅读教学的优势和不足的具体看法、对自身群文阅读教学能力的认知以及提

升群文阅读教学能力的途径等方面。

3.数据收集与模型建构

在数据分析方面,本研究使用SPSS21.0进行基本的描述性统计和信效度检验,利用 MPLUS

7.4建构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对教师实施群文阅读教学进行有效预测。结构

方程模型包括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可以估计测量过程中指标变量的测量误差,同时估计模型中多

个潜在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相对于传统的统计方法,这种模型的分析结果会更加准确。

三、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利用SPSS21.0对问卷的7个维度,共29个题项,进行数据处理。从均值来看,数据结果表明,

使用行为均值偏低,介于2.16至2.73之间;情感性态度、工具性态度、主观规范、控制力、自我效能

感和使用意愿6个维度均值偏高,介于3.78至4.55之间。表明除使用行为题项的反应偏低外,其

他6个维度题项的反应处于中立到完全同意之间。从偏态量来看,使用行为维度的分布为正偏态,

情感性态度等5个维度的分布为负偏态。从峰态量看,控制力、自我效能感和使用行为的值较小,

其绝对值分别为1.086、1.066和0.139,情感性态度等4个维度的值较大,介于4.223至8.930之间。

由上述数据可知,样本为非正态分布。

(二)测量模型评估

测量模型的评估利用 Mplus7.4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由于样本数据为非正态分布,且数据类

型为5级非连续性数据,因此采取稳健性极大似然估计(RobustMaximumLikelihoodEstimator,

简称 MLR)方法,使结果更加准确[23]。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测量模型因子载荷值在

0.733至0.919之间,表明测量模型的效度较高。教师对群文阅读的使用意愿和使用行为的R2 分

别为0.797和0.215,表明题项对使用意愿和使用行为的解释度分别达到了79.7%和21.5%以上。

各维度Cronbachsalpha系数均在0.756以上,表明各维度信度较高。

(三)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分析

聚合效度,也称收敛效度,指运用不同测量方法测定同一特征时测量结果的相似程度,即不同

测量方式应在相同特征的测定中聚合在一起,常用平均变异抽取量(AverageVarianceExtracted,

AVE)进行分析,平均变异抽取量大于0.5表明聚合效度较高[24]。由表2可知,各维度平均变异抽

取量均大于0.5,表明题项具有较高的聚合效度。

区别效度指一个测量模式中有多个不同潜在变量时,其中任意两个变量之间都有区别,表明该

测量模式具有区分效度。若某潜变量的平均变异数抽取量的平方根大于各变量的相关系数,表明

各变量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25]。如表3所示,括号中的值即为各变量的平均变异数抽取量的平方

根,结果显示各变量的平均变异数抽取量的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表明各变



量的区分效度较高。

表2 测量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维度 题项 载荷值 t值
克隆巴赫

α系数

平均变异

抽取量

情感

性态

度

我喜欢实施群文阅读教学 0.817 31.496 0.898 0.69
群文阅读的教学过程令我感到愉快 0.857 45.010
我觉得群文阅读这种教学模式很有趣 0.810 20.444
群文阅读使我的教学更加丰富 0.845 36.663

工具性

态度

群文阅读能促进学生交流与合作 0.838 31.461 0.888 0.66
群文阅读值得我付出努力 0.814 23.579
群文阅读能提高学生的阅读速度 0.767 17.851
群文阅读能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0.832 29.282

主观

规范

教育局的人认为学校应实施群文阅读教学 0.769 21.425 0.844 0.63
学校校长认为教师应实施群文阅读教学 0.796 28.199
学生家长认为教师应实施群文阅读教学 0.739 19.007
学生认为教师应实施群文阅读教学 0.788 21.992
我的同事认为教师应实施群文阅读教学 0.757 22.686
对我有影响的人认为我应该使用群文阅读教学 0.848 36.904
对我重要的人认为我应该使用群文阅读教学 0.852 37.394

控制力

我可以决定实施群文阅读教学的频率 0.881 33.541 0.924 0.72
我可以决定实施群文阅读教学的时间点 0.875 30.200
我可以决定是否使用群文阅读进行教学 0.867 37.898
我可以决定群文阅读教学的内容 0.764 19.023

自我

效能感

我可以设计群文阅读教案 0.827 32.831 0.910 0.78
我有一定的技能可以实施群文阅读教学 0.919 63.818
我能将群文阅读与教学目标结合 0.901 60.244

使用

意愿

我自己想上群文阅读课 0.864 41.983 0.937 0.75
我愿意为群文阅读设计适当的教学任务 0.862 37.354
我愿意调整教学时间或方法以满足群文阅读教学的要求 0.881 45.450
我愿意鼓励同行参加群文阅读教学 0.867 39.395
我愿意为实施群文阅读选择更多的阅读素材 0.859 36.128

使用

行为

在过去的6个月里,我实施群文阅读教学的频率 0.733 15.498 0.756 0.61
在过去的6个月里,我探索改进群文阅读教学 0.829 15.850

表3 区分效度检验

维度 情感性态度 工具性态度 主观规范 控制力 自我效能感 使用意愿 使用行为

情感性态度 (0.831)
工具性态度 0.817** (0.812)
主观规范 0.758** 0.701** (0.794)
控制力 0.564** 0.562** 0.590** (0.849)

自我效能感 0.612** 0.514** 0.588** 0.607** (0.883)
使用意愿 0.745** 0.672** 0.704** 0.635** 0.713** (0.866)
使用行为 0.297** 0.230** 0.262** 0.264** 0.282** 0.302** (0.781)

    注:**表示p<0.01

(四)结构模型评估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评价指数有以下几种:CFI为适配度指数,大于或等于0.9,表明模型拟合较

好;SRMR为标准化的RMR,它使残差值不受测量单位尺度的影响,如果小于0.1,则模型拟合较



好;RMSEA为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被视为最重要的适配度指标,RMSEA小于0.08,表明模型

拟合合理;TLI和CFI取值都在0至1之间,大于0.9表明模型拟合较好[26]。本研究结构模型的拟

合指数为:SRMR=0.046,CFI=0.925,TLI=0.918,RMSEA=0.058,参照上述模型拟合指标可知,

结构模型拟合较好。

(五)假设检验

本研究提出了8个假设并进行验证,假设检验结果表明其中4条假设得到了支持(如表4所

示)。另外,该模型可解释79.7%的教师群文阅读教学模式的使用意愿变异量和21.5%的教师群文

阅读教学模式的使用行为变异量。
表4 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路径 路径系数 结果

H1 情感性态度→使用意愿 -0.060 不支持

H2 工具性态度→使用意愿 0.378* 支持

H3 主观规范→使用意愿 0.289*** 支持

H4 自我效能感→使用意愿 0.354*** 不支持

H5 自我效能感→使用行为 0.408*** 支持

H6 控制力→使用意愿 0.043 不支持

H7 控制力→使用行为 0.026 不支持

H8 使用意愿→使用行为 0.385*** 支持

              注:***表示p<0.001,*p<0.05

四、分析讨论

本研究引入TPB模型探讨教师使用群文阅读的影响因素,并尝试建构结构方程模型来解释并

预测教师对群文阅读的使用情况。研究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大部分假设得到了证实(如

图2所示)。这为解释并提升教师的群文阅读使用效果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撑。

图2 最终模型

(一)行为态度与使用意向

在本研究中,使用态度被分为了情感性态度和工具性态度两个方面,研究结果显示教师的情感

性态度对使用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但教师的工具性态度对使用意愿的影响显著。这一研究结果也

与质性研究结果相符合。大部分教师反映,群文阅读对学生的阅读素养、思维、表达与写作、情感与

态度等方面均有提高作用,但却鲜少有教师反映自己对群文阅读的喜爱程度。这说明教师采用群



文阅读教学更多是因为群文阅读对自己教学有益,而不是因为自己喜欢这种教学方法。

群文阅读属于教师的教学行为,教师在这种工作场合中会根据教学的实际效果来决定自己对

群文阅读这种教学方法的使用意愿,而不是凭自己的喜好来决定。已有研究显示,在个人行为(如

饮食习惯、锻炼习惯等)的形成和改变中,情感性态度会对个人的使用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27]。而

当研究对象转变为工作场合中的工作行为时,情感性态度对使用意愿产生的影响会减小甚至不显

著,工具性态度对使用意愿产生的影响则仍然显著[28]。教师在进行教学行为时是在工作中,这种

场合下的行为改变属于工作行为改变而非个人行为改变[29],因此教师会根据群文阅读教学法是否

对自己教学效果有益来确定是否使用,而非根据自己的好恶来确定使用意愿。

(二)主观规范与使用意愿

研究结果显示,主观规范对使用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研究结果与研究假设相符,即如

果教师认为对自己重要或有影响力的人认为自己应该使用群文阅读教学,那么教师就会更愿意使

用群文阅读教学。

已有研究表明,在工作场合中,人们会受到自己的监督者(包括有经验的前辈、上司等)和同事

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个人行为(如吸烟等)[30]和工作行为(如工作中的学习

等)[31],而且这种他人的影响对一些非常规行为的作用会更为明显[32]。群文阅读作为一种全新的

语文教学实践,既是教师的一种工作行为,也是一种非常规的行为,因此会受到教师的监督者(如校

长等)和同事的影响。

而在学生和家长方面,由于教师的教学工作是面向学生的,学生是教学工作的直接受益者,因

此教师在进行教学时会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来调整教学行为,从而提升自己的教学质量[33]。对

于家长来说,作为学生的监护人,家长不仅会即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也会在某些情况下配合参

与教学工作,这时家长就成为了教学环节中的一员,导致家长对教师教学的态度也会影响到教师的

教学行为[34]。

(三)感知行为控制、使用意愿与使用行为

在本研究中的感知行为控制分为了自我效能感和控制力两个方面,其中自我效能感对使用意

向和使用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控制力对使用意愿和使用行为产生的影响则不显著。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使用意愿测量的是教师是否想使用群文阅读,而这种心理上

的意愿会更多地受到个人内在的因素影响,而不是受到外在控制因素的影响[35]。在测量感知控制

行为的两个方面中,自我效能感是教师对任务难度和自我能力的感知,更多地由内部信念所影响。

控制力则是个体对于自己是否能够控制这一行为的判断,会更多地被外在因素影响(如时间安排、

学校管理等)[29]。这种外在影响不会直接表现在使用意向上,因为使用意向是个体内心对某一活

动的倾向,会受到个人内在因素(即自我效能感)而非外部因素(即控制力)影响[36]。而在群文阅读

中,虽然有些教师认为自己对群文阅读这一教学活动有控制力,进行这一教学活动不会受到外界干

扰,但他们又认为群文阅读教学的实施非常困难,因而也不会有很强的意愿去实施群文阅读教学。

类似的过程在感知行为控制作用于使用行为时也会发生。在教师决定自己是否要实际使用群

文阅读时会更多地受到内在因素的影响,即会受到自己是否能够完成群文阅读影响。此外值得注

意的是,控制力在作用于使用行为时起到了不显著的负向作用。这一结果在先前的研究中也有先

例。研究指出,当个体感受到自己对某项行为没有控制力时,这项行为是有可能被外界环境控制的

(如被学校规定需要强制进行),因此会产生负向影响[37]。



此外,质性结果也能够支持这一论证。很多教师在开放题中谈及自己认为群文阅读很难实施,

并认为自己应当加强学习来提升自我能力,但较少教师谈及学校的管理对自己使用意愿的干扰。

这说明教师的使用意愿仍然主要受内在的自我效能感所影响,而不是受学校管理等外在因素的控

制和影响。

五、对策与建议

本研究数据结果表明,教师对群文阅读的工具性态度、主观规范和自我效能感的高低对其群文

阅读的使用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且通过质性数据发现,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师在群文阅读的认知和教

学技能上仍有待提高。在调查中大部分教师提到自己不能完全理解群文阅读的教学理念,在实施

群文阅读教学后并未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以及在群文阅读选题、教学设计、课堂管理等方面均存

在问题,并提出希望能接受群文阅读教学的培训以提高自身能力。在这一研究结果的基础之上,本

研究将从教师培训和实施环境两方面对教师群文阅读使用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尝试从这两方面提

高教师自我效能感,进而改变教师群文阅读使用现状。

(一)改变教师群文阅读培训现状

研究结果显示,教师的群文阅读使用情况的影响因素是来自多方面的,教师对群文阅读的态

度、他人对教师使用群文阅读的期望和教师对群文阅读的掌握情况都影响教师对群文阅读的使用

情况,只有通过多种途径改变这些影响因素,才能改变教师的群文阅读使用情况,进而提升学生的

阅读素养。然而,目前的教师培训手段仍然较为单一,大多数教师培训仍然以大班的讲授培训为

主,这显然不能够满足教师群文阅读培训需求[38]。基于此,本研究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之上,尝试提

出多样化的培训手段来对教师群文阅读的各个影响因素产生影响,进一步以改变教师的群文阅读

使用现状。

1.优化讲授培训

在教师培训中,讲授式培训因其便于组织、培训容量大等原因而备受欢迎。相关研究表明,讲

授式培训仍然是目前教师培训的主要手段,有效利用讲授式培训能够使教师培训的质量得到提

升[39]。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方式,群文阅读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具有较大的差异,在调查中许多

教师都表示自己不能深入理解群文阅读的内涵,对于使用群文阅读方式进行教学的自我效能感较

低。而大班讲授式培训则能帮助大量教师快速了解群文阅读,进而提升教师的自我效能感,改变教

师群文阅读使用现状。在传统教师培训中,讲授式培训因其内容没有针对性、与实际教学相脱离而

收效甚微。陈向明等人的研究表明,讲授培训的内容需要更具备针对性,适应教师的日常教学,才

能收到更好的效果[38]。根据本研究的结果可以发现,教师对于群文阅读的基本理念、理论基础、选

材技巧、教学设计等方面了解不深,因此在对教师进行讲授式培训时,应着重对上述的几个方面进

行讲解,使培训更加具有针对性,提升培训的有效性。

2.注重实地培训

关松林等人的研究显示,讲授式培训虽然是我国教师培训的主要形式,但在美国、日本等国家

却只是培训形式的一种,这些国家的教师培训通常还包括大量的实地培训。这些发达国家的经验

表明,将讲授培训和实地培训形式相结合可以帮助教师教育者更有效地进行教师培训[40]。群文阅

读是一种教学实践,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更加需要实地培训来帮助教师获得教学经验,从而提升教

师的自我效能感[41]。此外,在实地培训的过程中,通过观摩成功的群文阅读课堂教学、进行群文阅



读试讲等手段,教师可对自己群文阅读教学效果不理想进行正确归因,认识到群文阅读教学的优越

性,直观感觉到群文阅读对提升学生阅读素养的意义,使教师对群文阅读教学的工具性态度进行正

向的转变,进而提高教师对群文阅读教学的使用意愿。

(二)加强宣传力度,优化实施环境

除教师本身对群文阅读的自我效能感和工具性态度外,主观规范也对教师实施群文阅读教学

有显著影响。上级、同事、家长、学生等的态度对教师群文阅读教学的实施也具有影响,这类人群越

期望教师使用群文阅读教学,教师就越倾向于使用群文阅读。然而在本研究的质性结果中,部分教

师反映上级、家长等群体对其群文阅读教学的实施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导致群文阅读教学受阻。

加强教师的主观规范,就需要改变周围人群对教师实施群文阅读教学的期望,为群文阅读教学

的实施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已有研究表明,适当宣传可以改变个体(如学生)对于某一事物(如电

子阅读)的看法,个体在改变看法后会与他人分享,进而影响其他人[42]。在群文阅读教学的实施过

程中,适当宣传也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学校应当大力宣传群文阅读对学生阅读素养的重大意义,

促使学生、家长和教师三方同时对教师使用群文阅读的行为产生期望,进而告诉教师群文阅读的使

用行为是受到这些群体鼓励的,进一步加强教师的主观规范。

六、结 论

在学生阅读素养的提升中,课堂教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作为课堂教学的重要参与者,教

师在课堂教学中对教法的掌握和使用对学生阅读素养的提升影响重大。群文阅读作为一种新兴的

阅读教学实践,比起传统的单本阅读教学法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为提升学生阅读素养的课堂教学革

新提出了一条可行之道。我国群文阅读教学模式尚处于探索阶段,在此过程中,针对教师群文阅读

使用意愿和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必不可少。本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教师群文阅读

影响因素的量化模型。该模型拟合度和解释度较高,可对教师群文阅读的使用意愿和使用行为做

出有效预测。研究结果发现,教师有关群文阅读的工具性态度和自我效能感对其群文阅读的使用

行为和使用意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提高教师对群文阅读的工具性态度和增强教师对使用

群文阅读教学的自我效能感能有效提高教师群体对群文阅读的使用意愿和使用行为。在后续的群

文阅读推行工作中,应当着重注意教师培训和宣传两方面的工作,以促进教师对群文阅读教学方法

的实际运用,进而通过更有效的群文阅读课堂教学提升学生的阅读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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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mpiricalStudyontheInfluencingFactorsof
ChineseLanguageTeachersUseofMulti-textTeachingStrategiesin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

KERong1,LIYi2,WUSirui2
(1.ThePrimarySchoolAttacheclto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00,China;

2.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Readingliteracyisnotonlyanimportantsupportforhumanbeingscoreliteracy,butalsoa
vitalfoundationforpersonallearningability,personalaccomplishmentandlifelongdevelopment.The
stageof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isthecriticalperiodforthe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read-
ingliteracy,whichiseasilyinfluencedandrestrictedbymanyfactors.Amongthosefactors,thequali-
tyofclassroomteachingisveryimportantforthecultivationofstudentsreadingliteracy.Multi-text
readingisanewteachingmodeofChinesereading,whichplaysanimportantroleinimprovingthe
readingliteracyof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tudents,buttherearestillsomeproblemsinthe
processofitsimplementation.OnthebasisoftheTheoryPlannedofBehavior(TPB),thisstudyse-
lected1458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inChinaassamples,investigatedtheinfluential
factorsintheimplementationofMulti-textreadinginstructionin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
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wasusedtoexploretheinterrelationshipamongthesefactorsandtheir
influencesonteachersactualuseoftheinstruction.Theresultsshowedthatteachersinstrumentalat-
titude,subjectivenormsandself-efficacyhavesignificantpositiveeffectsonteachersintentiontouse
themulti-textreadinginstruction,andteachersself-efficacyhas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on
teachersactualimplementationoftheinstruction.Accordingtotheresultsofthedataanalysis,this
studyputsforwardsomepertinentsuggestionstotheteachertrainingprogram,namely,optimizing
theteachingandtraining,strengtheningfieldtraining,increasingthepublicityandcreatingaproper
environmentofimplementationsoastoimprovetheperformanceofmulti-textreadinginstructionand
enhanceChinesestudentscoreliteracy.
Keywords: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teachers;multi-textreading;planningbehaviortheory;self-
efficacy;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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