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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小学中高年级读写结合的有效策略研究
洪秀卿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中小学，福建 厦门 361101）

农村小学生的阅读写作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家里很少

课外书，没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很少主动阅读，阅读量少的很。

其次，小学生的阅读只汲取知识，却没有以此来提升自己的语文

素养。最后，阅读重读轻写，缺乏写作练习。

几年来，我对农村小学中高年级读写结合的有效策略研究取

得较显著的效果。

一、加强课外阅读，积累内化语言

通过大量的阅读，学生可以不断地积累词汇和语言，有益于

将其内化成自己的语言，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

1. 课前进行日有所诵。

2. 午读，开展“书声满校园，书香润人生”读书活动。

学生一边读书，一边积累名言佳句或写读后感，及时将自己的

感悟内化成外在的语言文字，促进学生读、思、写结合。学生进行

批注读书，将一时的所思、所想、所感呈现于书，做到情动笔动，

品美写美。对学生批注内容的深浅、长短没有严格要求，可以是一

个词、一句话、几句话。也许学生的批注显得稚嫩，但却宣泄出阅

读时的真情实感，体现出个体阅读的深度，较好地将读写结合起来。

完成“阅读伴我成长手册”中的积累，感悟等项目。进行评比，发

放奖品等，使学生感到一定的荣誉。在这种荣誉影响下，会促进学

生很好地学习，培养学生的读写结合习惯，刺激学生地学习和阅读。

长期下来，学生就会主动 地阅读更多的书籍，积累自己的知识。

二、依托课内阅读，进行有效练习

（一）在阅读教学中巧向课文借“生花妙笔”

1. 巧向课文借“题目”，引导学生自主命题

教材中很多课文的题目很典型，可归类指导。比如：有以中

心思想为题的《匆匆》；有以写作对象为题的《我的伯父鲁迅先生》；

有以主要内容为题的《晏子使楚》；有以主要道具（物品）为题的《竹

节人》；有以立意为题（题目很有意思）的《“精彩极了”和“糟

糕透了”》等。无论哪种题目，都有独特之处，都可以揭示一种

独特的文体形式，引导学生在借鉴中学会命题，是阅读教学的应

有之责。

2. 巧向课文借“选材”，引导学生善于发现素材

学生的生活丰富多彩，平时也有不少的积累，可一习作时就

感到“无米下锅”，究其主要原因就是学生还缺乏发现素材的眼睛。

教材中很多课文的选材很有特点，引导得法对学生有启发作用。

如《落花生》，农村孩子就可以发现地瓜，马铃薯，山药，大蒜

等写作素材。

3. 巧向课文借“语言”，提高学生驾驭语言的能力

教师对课文中规范、经典、生动、丰富的语言，一方面要引

导他们通过品读感悟、摘记积累等方式进行内化，一方面又要及

时地给学生创设活用语言的情境，让他们在语言运用的实践中逐

步提高语言驾驭能力。如：学完《鱼游到纸上》后，及时引导学

生写一个做事认真、专注的人，文中对聋哑青年“呆呆地、静静地”

看鱼时的神态，“一会儿……一会儿……”画鱼时的动作，这些精彩、

优美的语言，都可指导学生纳入自身的言语系统之中，真正做到

活学活用。

（二）在阅读教学中通过模仿实现由读到写的迁移

1. 仿写

学习《桂林山水》后，要求学生学习应用本文的组段方式及

优美的词语，描绘漓江的水与大海和西湖做比较，抓住清、静、

绿来写，描摹桂林的山，与泰山，香山对比，抓住奇、秀、险的

特点来写，同时还运用了比喻的方法，这对于提升学生语言质量

是个很好的学习材料，语言清新，跌宕起伏，如此借鉴，吸收词语，

学生学着运用排比方式写家乡的景物，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由阅

读——理解——仿写。      

2. 续写

《祖父的园子》作者既写自己在园子里的生活，还借园子里

的景物来抒发自己对童年生活的感受，这就叫借物抒情，课文的

倒数第二自然段：一切都活了，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实际

是写萧红自己也是自由的，只是她没有直接写，而是借助倭瓜、

黄瓜等表达自己也是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发挥想象，借用课文

中特别的写法句式有点变化更好。写出作者的自由、快乐。由阅

读——想象——续写。

3. 改写

学习《北京的春节》，有关于吃和放鞭炮的描写，这些是农

村孩子非常熟悉和兴奋的，学生都有自己过春节的方式，家家户

户都要放鞭炮。从吃和玩这两方面可以进行对照式的改写，每个

学生的思想动态是不同的，每个学生对相同事物的感受也是不同

的，写出来的都是别具一格的。由阅读——比较——改写。

4. 读后感

学习《七律长征》，字字落实读准字音，朗朗上口读准节奏，

历历在目想象画面，津津有味感情诵读。学生在学习了这首诗的

相关内容之后，结合平时阅读的书籍中有关于红军英勇的描写，

红军的激昂慷慨，红军的艰苦努力……可以分小组讨论自己的想

法，学生学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自己的思想上有什么变化等等，

来写读后感。由阅读——动情——读后感。

三、写作从提纲挈领开始

在阅读教学中进行“读文理思路”的训练，让学生对文章的

主题，段意及段落间的联系进行提纲挈领的归纳，从而真正读懂

文章。这是学生深入研读文章的扶手，也是学生编写提纲的样板。

例如《草原》，引导学生认真阅读后进行归纳概括：为什么

写？（赞美了草原的美丽风光和民族之间的团结。引起认识西部

和了解西部的兴趣。）写什么？（1. 草原风光图：天空、天底下、

四周，由上而下，由远而近。2. 喜迎远客图：热情迎接，亲切相见。

3. 主客联欢图：盛情款待，尽情联欢，深情话别。）怎么写？（按

照事情发展顺序叙述，移步换景，由景及人情景交融，直抒胸臆，

精笔细描：比喻拟人，写实清新质朴。）

这样既清晰地把握住文章的重点，感受到了作者的写作思路，

行文走向，又认识了提纲的基本模式，习得作者表达的思路，潜

移默化地积聚了谋篇布局的意识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