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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低年级阅读教学与写作训练的渗透 
◆钟健东 

（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太平镇高平小学  510990） 

 
摘要：语文是小学阶段的一门核心课程，也是学生学习其他学科课程的

基础。在现代小学语文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更加突出了从低年级起开展

阅读与写作能力培养活动的重要性。由于小学低年级学生的理解能力以

及文字运用能力较弱，如果采用这两个模块独立教学的方法开展教学活

动很难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将阅读与写作二者之间进行有效的相互结

合，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提高小学语文教学质量。本文就小学低年级语文

阅读教学与写作训练的渗透方法展开了一系列的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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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大多数小学语文教师都将教学
重心放在了识字教学上，并没有对阅读教学与写作训练活动给予
足够的重视。这样的教学理念已经无法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在
现代小学语文教育理念的指导作用下，从低年级就应该有意识的
培养学生的阅读与写作能力。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应该根据教学
目标以及学生对语文知识的认知和接受能力，选择合适的教学方
法为学生开展阅读与写作相结合的教学活动，从而达到提高学生
语文综合能力的目标。 

一、提高阅读教学活动的趣味性 
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对学习的概念还比较模糊，这就突出了兴

趣在其学习过程中的驱使作用。要想使阅读教学与写作训练达到
互相渗透的目的，培养学生对阅读文本的兴趣是前提。针对小学
低年级学生的学习特点，教师应该采用一些趣味化的教学方式，
使学生能真正感受到参与阅读教学活动的乐趣。例如，教师带领
学生阅读到《青蛙写诗》这篇课文时，教师可以为每个学生发一
个小青蛙的头饰，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为学生创设一个与课文内
容相符的情境，下雨了，池塘边有几片荷叶，教师可以让每个学
生都扮演成小青蛙，教师可以向学生提问“大家想不想知道课文
中的小青蛙来到池塘边会写一首什么样的诗呢？”通过这样的方
法激发学生阅读课文的兴趣。 

二、以阅读教学活动激发学生的写作灵感 
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所形成的生活经验比较有限，教师直接为

其布置一个写作任务，很多学生不知道如何下笔。出现这种问题
的主要原因是学生缺乏写作的灵感[1]。针对这样的教学情况，小
学语文教师可以利用阅读教学活动激发学生的写作灵感。例如，
教师带领学生阅读到《秋天》这篇课文时，教师可以为学生布置
一篇描写秋天景色的小短文写作任务。教师可以根据课文的内容
在大屏幕上播放几张关于秋天景色的图片，比如，秋天的树叶从
树上落下来，金黄色的稻田地等，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想象在秋天
人们会在稻田地里做些什么工作？小动物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等。通过这样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写作灵感，构建写作思路。 

三、通过阅读教学为写作训练积累素材 
由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接触语文这门课程的时间较短，还没

有形成较为完善的语文知识体系。要想更好的完成写作任务，小
学语文教师可以将阅读教学作为引导学生积累写作素材的方法。
小学低年级学生接触的阅读文本内容比较简单、篇幅较短，但是
其中包含的一些词汇和句子都适合小学生运用在写作训练当中。
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可以在带领学生进行阅读活动的过程中，引
导学生将一些在阅读文本中出现的优美词汇和句子摘抄下来，作
为自己的写作素材积累下来。例如，教师带领学生阅读到《四季》
这篇课文时，教师可以让学生自主阅读课文，并从课文中找出自
己认为的好词好句，谈一谈这些词句好在哪里？并将其摘抄下
来。比如，有的学生认为“顽皮”这个词用得很好，是一种拟人
的写法；有的学生认为“荷叶圆圆”这句写得好，将荷叶的形状
描绘得非常生动。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将所积累的词句运用到自己
的写作当中。 

四、以写作训练培养学生构建阅读思路 
从教学效果的角度来看，阅读教学与写作训练二者之间存在

相辅相成的关系，阅读教学与写作训练的目标都集中在培养学生

的文字综合理解和运用能力。针对这样的教学关系，小学语文教
师可以利用写作训练培养学生构建阅读思路[2]。例如，教师为学
生布置一篇“描写自己喜欢的一种小动物”为主题的短文写作，
当每个学生都完成写作任务后，教师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上互相交
换作文，进行阅读，阅读完毕，谈一谈自己阅读其他学生的作文
的感受，作文的写作特点以及存在哪些优点和缺点。这样的教学
方法使得每个学生都需要将其他学生的作文当成一篇阅读文本
进行分析。在这个过程中，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还能使
学生在互相交流中认识到自己在写作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从而
找到改正的方向。 

五、将阅读文本作为写作训练的模板 
由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其掌握的写作素材较少，还没有形成

较为全面的语文思维。语文教师在开展写作训练活动的过程中，
可以将阅读文本作为引导学生进行仿写和续写的模板，将阅读文
本作为基础来进行写作训练。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能有效提高学
生的写作能力，还能在进行仿写和续写的过程中对阅读文本形成
更加深刻的理解[3]。例如，教师带领学生阅读到《要下雨了》这
篇课文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在阅读课文的基础上对课文的内容进
行续写和仿写。比如，学生可以继续想象，大雨下起来的时候小
白兔有没有赶回家？在路上又遇到哪些动物，发生了什么样的对
话？等。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应该突出学生的主体性，不影响学
生的创作思路，为学生提供足够的创作空间和时间。 

结论：综上所述，阅读与写作是小学语文课程体系中的两个
重要模块，是教师培养学生形成语文综合能力的主要平台。从教
育本质的角度来看，阅读与写作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将
二者进行相互渗透能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因此，小学语文教师
可以通过提高阅读教学活动的趣味性，与阅读教学活动激发学生
的写作灵感，通过阅读教学为写作训练积累素材，以写作训练培
养学生构建阅读思路以及将阅读文本作为写作训练的模板的方
式开展教学活动。通过本文对小学低年级语文阅读教学与写作训
练的渗透方法展开的一系列浅谈，希望能为促进小学语文教育发
展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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