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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读写结合教学模式实施策略研究
张关羽

（重庆市江津区双福第二中学校，重庆 402260）

摘要：新课改背景下，读写结合被广泛地应用于初中语文教学中，这不仅能有效地增强学生的阅读能力，也会促进学生写作水平的提升，

为学生实现综合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所以，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应该结合学生的学习特征，并针对当前的教学现状，合理运用读写

结合教学法，由此确保语文教学活动有序开展，并充分发挥其所具备的教育优势，进而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对此，本文对初中语

文读写结合教学模式实施策略展开探索，以期能为其他教育研究者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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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一门语言的输入，也是人们获取各类信息的重要渠道；

而写作则更像是一种语言的输出，同时也是一种人们表达自我的

有效方式。以阅读为基础进行的写作，可以让学生积累更多“语

言输入”，即：知识和素材的积累，能让他们对写作的主题有更

深刻地了解，有利于降低他们在写文章时所产生的焦虑情绪，并

且还可以帮助他们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所学内容。显然，这种将阅

读与写作结合起来的教学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语文课堂的整体

教学效率，可见开展初中语文读写结合教学的重要性。

一、初中语文读写结合教学模式实施价值

（一）有利于促进语文教学模式的改革

在传统的语文课堂上，大部分教师的教学状态比较“片面

化”“割裂化”，表现为在阅读课上只让学生阅读，而在写作课

上则只让学生写作。显然，这种孤立的学习方法明显地背离了语

文整体教学的原则，不利于语文课程的教学改革，也不利于学生

的全面发展。但是，在开展“读写结合”教学之后，教师就必须

认真思考：怎样才能把“读”和“写”有机地结合到一起，怎样

才能实现以“读”促进“写”，怎样才能使“阅读”和“写作”

更好地融合起来。这样一来，教师自身的教学理念就必须做出转变，

这不仅可以突破传统封闭式的教学方式，还为语文教学指出了一

个全新的改革方向，这既有利于学校语文师资队伍的培养，又有

利于促进语文课程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

（二）有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培养和提高

在开展读写结合教学的时候，教师需要引导学生一边读一边

写。在阅读的过程中，学生要不断地积累写作的词汇，并在此基

础上掌握写作的技巧，建立写作的基本框架，从而让自己逐步地

学会语文写作。而在写作的过程中，教师要多激励学生敢于表达，

这又会反过来让他们在阅读的时候，能够准确地把握住作者想要

表达的思想情感，这对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是有极大助益的。因此，

初中语文教师应该注重阅读与写作融合教学的应用，以促进学生

语文综合素养实现平衡、协调发展。

二、初中语文读写结合教学模式实施现状

（一）读写时间分配不合理

在教学中，学生“阅读”与“写作”的时间分配存在不合理

的现象，其主要表现为学生的阅读学习时间偏多，而写作时间偏

短。从目前来看，大多数语文教师都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读写结合

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且在努力尝试改变传统的语文教学方

式。但是，由于受传统教学思想的影响较深，所以，很多教师还

是会把主要的精力和时间分配在语文的阅读教学中。通常情况下，

语文教师都会在阅读教学的过程中，引导着学生对文章的结构及

内容进行具体分析，并指出其中的要点，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积

累写作的素材。然而，如果增加阅读的时间，势必就会挤压学生

的写作时间，而这种短时间的写作练习显然很难真正地保证他们

将新学的知识内容吸收掉并有效地输出，这就会对学生的语文写

作水平造成一定影响，也很难真正地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当然，

在实际教学中，也有部分老师恰恰相反，主要表现为给学生安排

的写作时间较多、阅读时间较少。显然，这种时间安排不能为学

生提供一个可以掌握并积累写作素材的空间，而在接下来的写作

练习环节中，即使有足够的时间让学生进行写作训练，但没有创

作的素材，学生也不可能写出一篇优秀的文章。因此，在开展读

写结合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必须合理地安排学生“阅读”与“写作”

的时间，如此才能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二）读写活动存在脱节现象

相对来说，阅读与写作的融合教学是一种比较科学、合理的

教学模式，其对教学内容的整合和教学形式的选择都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但是，由于教师自身的读写整合能力有限，他们在实际

教学中常常会出现“读”和“写”相脱节的问题。例如，学生所

阅读的材料内容与他们需要写作的主题缺少关联性，学生在阅读

环节所掌握的知识不能运用到实际的写作训练当中，这就容易降

低学生的写作质量和写作水平。与此同时，在语文课上，有的老

师还会通过布置大量的阅读作业来帮助学生获得更多的写作素材，

而忽略了学生是否能够在课余的时间里消化掉这些知识，并将其

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而且，如果学生对所读材料的理解不够透彻，

就更谈不上让他们有效地运用这些知识了，最终就会极大地降低

学生的阅读和写作水平。

（三）读写结合教学中无法彰显学生主体性

当前，部分教师所实施的读写结合教学停留在表面，并没有

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力军。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会用绝大

部分的时间进行知识传授，而学生的自主思考时间却很少。另外，

由于教师的准备工作不够充分，所以读写的内容往往不够紧密，

使得很多教师觉得读写结合在一起，效果不大，纯粹是浪费时间，

这导致了在课堂上仅注重学生的日常学习，而忽视了与读写相结

合的教学，进而无法充分彰显学生的主体性。

三、初中语文读写结合教学模式实施策略

（一）感悟文章重点，引导学生批注

从本质出发，不管阅读还是写作其实都属于个性化行为。在

日常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要么将教学重点放在阅读上，要么放

在指导写作上，很少有教师要求学生在阅读课内或者课外文章的

时候做好标注。有的教师主观认为学生标注的内容中有效的文字

很少，但是殊不知，学生对文字、词语、段落乃至整篇文章的理解、

认知就是通过坚持不懈地练习才得以深化。虽然这只是一种简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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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的写作，但是其中蕴含的是学生真实情感的表达，也是他们

思维的直观展现。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表达能力以及思维能力，另一方面还能加深学生对文本内容的认

知，进而达到以读促写、以写促读的教学目的。

批注的方法有很多，例如感想式批注、质疑式批注、评价式

批注等都是初中生和教师应该了解的批注方法。以“感想式批注”

为例，在教学《济南的冬天》这篇课文时，课文中很多段落直观

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比如“可是，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

温晴的天气，济南真得算个宝地。”在读完这段话之后，教师引

导学生将此时此刻的感想标注在相对应的空白处。有的学生这样

写道“我也喜欢冬天，冬天下雪的时候我可以跟我的朋友一起打

雪仗”。类似的话语是学生真情实感的流露，在理解课文内容的

基础上真正实现了思想与体会的升华，继而他们的读写习惯将得

以培养，长久坚持，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也将逐渐提升。

（二）找准契合点，实现读写融合

在阅读教学中，语文教师可以利用好各教学环节，探索读写

结合的契合点，促进阅读与写作的深度融合。首先，根据学生的

实际情况和阅读素养，找到适合的阅读材料，然后通过思维导图、

课件或视频展示等方式，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文章，进一步掌握语

文知识，建立语境，培养语感。同时，更多地组织学生谈话或者

练笔活动，将阅读和写作有机结合起来，既不显写作文的严肃性，

又能够促进学生知识吸收，可谓一举两得。其次，引导学生思考

和表达，教师可以引领学生多角度、多维度地思考问题，提出不

同的见解和观点，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在

学生进行课堂讨论的时候，教师还可以进行恰当点拨，纠正学生

的表达错误，并引导学生进行再次发言。更多还是找到阅读和写

作的契合点，让阅读转化为学生参与课堂、在课堂上体验与实践

的通道，实现读写融合。以此能够促进初中生独立思考、自主探究，

达到以读促写、以趣激意的良好教学效果。

例如，在教学古诗词相关内容时，教师可以将重点字、词的

赏析与写作练习融合到一起，包括学生课前自主预习，也可以布

置读读写写的任务，夯实学生语文基础，提升学生语文阅读素养。

以《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古诗教学为例，语文教学可以先从题目

下手，让大家边读边思考、边读边写。分析如下：“送杜少府”

中的“杜少府”是谁，是王勃的好朋友，那么你是否有想要赠送

书信和交往的朋友呢？“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本首诗的

点睛之笔，更是千古传颂。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一部分的赏析，引

导学生在课堂上讨论、发言，串联课堂互动与阅读实践两个环节，

而培养学生的阅读素养与综合素质。教师可以在讲解完诗句内容

之后，引导学生深入解读，在此基础上为学生布置相关的写作任务，

让学生进行书信写作，给自己的朋友、亲人等写一封寄托思念或

者是美好祝福的信件，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

对这首诗中的精句直接引用，从而达到以读促写的良好效果。

（三）以读促写，帮助阅读积累

读写结合，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帮助学生积累词汇、语言语法，

掌握写作技巧，从而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首先，选择一些具有

代表性的文章，通过阅读这些文章，学生可以接触到不同主题文

章的丰富形式，或者是同一主题的不同趣味表达，而更好地贯通

所学知识，增长语文学习智慧。教师还可以恰当地提出问题或者

布置任务，让大家进行深度思考，促进学生阅读素养、语文素养

的提高。其次，课堂教学中选择恰当的素材，让学生独立地分析

和探究。我们引导学生分析文章的结构，掌握文章的主题和要点，

帮助学生理解作者的观点和意图。也在学生讨论中进行牵引，让

他们对其中的特点、手法有更加透彻的理解，以此来更好地提升

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总之，基于课本内容分析与探究，也能够

帮助学生积累阅读、写作素材，而为今后自主创作奠定坚实基础。

例如，在教学《愚公移山》这篇课文时，语文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大量积累，发散初中生想象力与创造力。课前，布置神话故

事阅读任务，不局限在课本中的安徒生神话故事，而是贯穿古今

中外的各类童话。课上，我们对学生课前预习情况进行了解，让

学生基于课前阅读积累和之前所做的阅读积累进行总结，既考查

学生讲故事的能力，也对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等有大致了解。

接着，用课件、视频等带领大家畅游神话故事，浏览古代“揠苗

助长”“亡羊补牢”，探索现代“365 夜神话故事”“格林童话”

等等，以更为丰富的视角吸引学生眼球，充实学生对神话故事的

认识。不仅如此，教师还可以带领赏析经典的段落，让大家一起

讨论愚公的做法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提问运用了怎样的

手法？达到了怎样的效果等等。以此来促使学生在课堂上思考探

究、深度学习，为今后继续阅读、写作等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基于阅读内容，进行仿写训练

一般来说，阅读与写作有着较强的关联性，阅读教学中应用

读写结合教学模式，也能够强化学生写作能力。尤其是基于阅读

内容组织仿写训练，更突显学生自主意识、探究能力，使得学生

有更多机会进行新的创作，帮助学生打开写作思路、积累写作素材，

而真正达到事半功倍的育人效果。比如，仿照作者的比喻修辞手法、

表达方式等，应用到自己的仿写任务中。相信能够在长期坚持下

强化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与写作习惯。

例如，在教学《紫藤萝瀑布》时，语文教师可以从整体上对

这篇文章进行分析，让学生了解作者独特的写景视角，并且对文

章中所描绘出的景物特点进行赏析。这些内容可以为学生开展写

景作文的练习提供一定的参考，学习与掌握对景物的描绘手法、

所使用到的修辞手法等等。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为学生布置写作

任务，让学生对自己身边的景物进行描写，例如家门口的树、公

园里的花、早上初升的太阳等等，要求学生先对所选景物进行细

致观察，再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按照一定的顺序对所选的景物进行

描写。这样一来，学生不仅对课内知识有更加深入地了解，还将

所学方法运用到自身写作中，真正夯实了语文基础，促进了阅读

与写作素养的提升。

四、结语

总之，阅读和写作一直以来都是语文教学的重难点，同时也

是提高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的关键。对于初中语文教师而言，需要

加强对读写结合教学模式重要性的认知，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加

以灵活应用，通过感悟文章重点，引导学生批注；找准契合点，

实现读写融合；以读促写，帮助阅读积累；基于阅读内容，进行

仿写训练等诸多手段，引导学生在阅读中积累更多的写作素材，

在写作中逐步提升自身的阅读能力，最终为初中生语文学习能力

以及综合素养的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吴志芳 . 刍议学习任务群视域下的初中语文读写结合教学

策略 [J]. 情感读本，2024（8）：83-85.

[2] 赵丽琴 . 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语文读写结合教学策略 [J].

课堂内外（高中版），2023（34）：28-30.

[3] 秦玉红 . 部编版初中语文综合性学习“读写结合”的教学

研究 [D]. 重庆三峡学院，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