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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语文教学中阅读与写作教学的融合方式探究 
◆贾  娟 

（甘肃省镇原县平泉镇王储小学  甘肃省庆阳市  744517） 

 
摘要：小学语文教学中，写作与阅读之间是有一定联系的，阅读是写作

的基础。大量的阅读能拓宽学生的眼界，在阅读的过程中学生可以积累

大量的词汇，为写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将阅读

与写作相结合是十分有必要的，二者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学

生的语文素养。本文从语文教学的发展目标出发，探究阅读与写作的融

合对小学语文教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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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是一门基础性的学科，在学生语文学习生涯中占据着重
要的位置。小学是语文学习的重要阶段。如何提高语文的教学质
量是很多学者关注的热点话题。在传统教学模式中，老师经常忽
视了阅读与写作之间的联系，将阅读与写作教学相分离，这很难
将语文教学目标的实质表现出来。事实上，阅读与写作之间有着
紧密的联系，如何将阅读与写作有效的融合，是小学语文教师值
得思考的问题。 

一、写作与阅读之间的联系 
阅读与写作是语文教学过程中的两个环节，二者既相对独

立，又有着密切的联系。通俗的说没有阅读就没有写作。在小学
教育阶段，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写作的素材多源于学生平时的阅
读积累。中国有句名言很好的形容了阅读与写作之间的联系：“读
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师要注重
阅读与写作教学相结合，将阅读根植与写作当中，让学生在阅读
的过程中学会写作，促使学生的语文水平不断上升。 

二、小学语文阅读与写作教学融合分析 
（一）在教学过程中，重写作而轻阅读 
从一年级开始学生就开始学习看图写话，到了三年级语文老

师就开始指导学生进行写作。但这个过程中依旧存在很多问题，
小学一二年级经过两年的阅读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有了一定提
升[1]。学生在进入三年级以后，老师就开始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
写作量也在逐渐增加。但学生与老师都忽视了阅读的重要性，写
作在考试中占据了很大的分值，为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老师会
布置繁重的写作任务，如摘抄好词好句、名人名言、古文等，在
抄写的过程中学生不注重积累，因此阅读的效率并不高。而在写
作课上，学生用来阅读的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写作，学
生对文本的理解仅停留在表层，对文章缺少深层次的理解。这在
一定层面上影响了学生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的提升。 

（二）教师缺少对文章的深层理解 
在小学教学过程中，综合运用阅读与写作融合的教学模式对

语文老师有着较高的要求。阅读是写作的前提，要想将阅读这个
环节教授好，作为老师就必须对文本有一个深入的理解，俗话说
“要想给学生一杯水，老师就要有一桶水”。如果老师的前期工
作没有做好，后续写作教学就很难开展。除此之外，老师在上课
时并未有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去制定相应的读写计划，这很难达
到读写相结合的教学要求[2]。 

三、阅读与写作在小学语文中的应用方式 
（一）阅读与仿写教学相结合 
小学语文课本中所选的阅读内容都是比较丰富生动的。文章

中的词汇、句子、写作手法都是可以给学生的写作提供借鉴。因
此老师在讲解完文章后，可以让学生根据课文内容进行仿写和续
写，这不仅锻炼了学生的阅读能力，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写作能
力。如《龟兔赛跑》的故事，原文兔子因为骄傲 终输了比赛，
乌龟凭借着自己的毅力完成了比赛，取得了冠军。老师在讲授完
课文后，可以让学生根据课文的内容进行续写，一年一度的森林
运动会开始了，乌龟与兔子又报名参加了运动会，今年比赛的过
程中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呢？发挥自己的想象，将你认为的
结果写下来。通过这样的方式将阅读与写作结合起来，既巩固了
课堂学习的内容，又培养了学生的写作兴趣。 

（二）调整读写顺序，提高阅读与写作教学质量 

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一般都是将写作练习布置给学生，让他
们课后完成。小学的写作内容与所学课文有着一定的联系，如一
篇课文的读后感，由于课上学生已经系统的学习了课文内容，这
无形中影响了学生的写作思路。除此之外，有些老师还会限定写
作的范围，根据老师划定的范围完成写作练习。这限制学生想象
力与创造力，不利于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为提高学生的读写能
力，老师可以将课文教学与写作的顺序调换，将写作任务放在课
文学习之前，通过这样的方式，有效的促进学生阅读与写作能力
的提升。 

如《美丽的小兴安岭》这篇课文，老师如果将写作练习放到
课后，学生很容易受课堂的影响，将自己的写作思路局限在课文
当中。当老师将写作练习放到预习环节，学生在不了解小兴安岭
的情况下，会通过多种手段查阅相关资料，完成相应的写作练习，
这不仅降低了学生写作的难度，还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等
老师讲完《美丽的小兴安岭》这篇课文后，学生对小兴安岭的印
象会更为深刻。 

（三）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 
活泼好动是学生的天性，小学阶段学生的心智发展还不成

熟，很多习惯需要老师规范和引导，如学生的课下阅读，学生将
书本读完一遍后，很少再去读第二遍，学生对文本的理解不够深
刻，很难将其应用到自己的作文当中。因此在阅读的过程中，老
师要引导学生养成做笔记的好习惯，在平时阅读的过程中，将文
章中写的好的句子、段落摘抄到笔记本上，如果需要可以将自己
摘抄的内容熟记于心，将其转化为自己的写作素材[3]。此外在摘
抄的过程中，也可以写一些自己的阅读感悟，可以是文章的写作
形式，也可以是文章的内容方面。让学生在素材积累的过程中不
断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对于小学高年级的学生，老师可以让他
们每天写一篇日记，日记的内容不限，让学生在不断积累的过程
中爱上写作，让他们在阅读的过中养成写作的习惯。 

结束语 
阅读与写作能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提升。它需要老师在

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
在教学的过程中对阅读与写作融合方式进行深入的挖掘，让学生
在阅读的过程中积累丰富的写作素材，在写作的过程中激发阅读
的兴趣。作为老师，要重视阅读写作之间的联系，将阅读与写作
有效的结合起来，从而提高小学语文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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