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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写作是阅读的表达
梁绍莹

（广西大学附属中学崇左校区，广西 崇左 532200）

摘要：《教学大纲》和《考纲》中指出，高考语文学科全卷 150 分，作文占据了 60 分，作文成绩的高低决定高考语文成绩的高低。

本文通过文献索引法和实验调查法对阅读和写作所存在的重要关系进行了有力的论述，重点阐述了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写作是阅读的表

达这一观点，探析了阅读对中学生写作的重要意义，这为中学生未来的语文学习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对提高中学生的写作能力有建设性

意义。

关键词：高考语文；阅读；写作；重要关系

近年来，作文在高考语文试卷中所占比例颇大，几乎占据半

壁江山，因此作文的好坏决定了语文成绩的高低。如何在高考语

文作文中胜出，取得高分，为此，许多专家学者都研究过近年的

高考作文，为的就是指导考生在高考写作中取得高分，期间也获

得些许的成就，但都比较零散，不够系统和全面，且指导性较弱，

空喊口号，可操作性并不强。笔者认为，高考的写作和语文素养

的养成有很大的关系，而语文素养的养成需要从阅读和实践当中

提升。结合高一学生的写作情况，以及参照《教学大纲》和《考纲》

中有关对作文的要求，形成了一定的系统性研究，希望现有阶段

的成果可以转化为对学生的助推力。只有多读好书，开阔视野，

思想有一定的深度，文字的造诣自然而然能得到提升。阅读是吸

收各方面的信息，而写作是思想的浓缩和表达。

一、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

“慎知者不如乐知者，乐知者不如好知者。”要想在高考作

文中脱颖而出，首先得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而文学素养的提升

得益于阅读习惯的养成。为了培养学生阅读经典书籍，提升语文

素养，养成热爱读书的好习惯，要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读

书可以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的启发，思想得到升华。在

基础年级，推行较为简单的书目进行阅读，从散文入手，如林清玄、

余秋雨、冰心等的散文。高一第一学期主要提倡阅读和写作结合

的读书模式，前半学期主要是年级学生共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

阅读此本书，主要提升学生阅读兴趣，从基本的散文入手，能解

其中味，从而契合必修一写作单元要求，写出触动心灵的人和事。

同时，推荐其他的书目，比如沈从文的《边城》、肖复兴的《热

爱生命》，让学生感受到文字的魅力，从而汲取到写作的养分，

耳濡目染大师创作时迸发的文学激情。

（一）读书的方法之一——泛读

 泛读就是要广泛地阅读，不求一字一句地读，而是广泛地涉

猎各类书籍，掌握书的中心思想，对书的大致内容作一个了解，

快速阅读各类书籍。这也是比较通用的读书方法，在没有时间精

读的情况下，泛读是一个快速获取知识的方法。陶渊明开创泛读

的先例，他在自传《五柳先生传》中写道：“好读书，不求甚解。”

这就是广泛阅读而不追求文章细枝末节的一种读书方法。对于高

一学生来说，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细致的阅读，只有泛读，了解

文章大意，这种方法多适用于报刊、杂志、小说等阅读。在浩如

烟海的书籍中要分辨出哪些文章可以泛读，哪些文章可以精读，

这需要良好的甄别能力，在阅读中不断前行，积累经验。

（二）读书方法之二——精读

精读，对书的内容做一个细致的解读，包括段落和段落之间

的关系，句子和句子之间的关系，以及由中心思想引申出来的其

他意思，仔细琢磨，对书的内容做一个深入的挖掘。这对于时间

的要求比较高，时间必须比较充裕，如没有时间，那大可不必精

读，泛读即可。著名数学家苏步青主张读书要多读、精读，他读

书时，第一遍一般先读个大概，第二遍、第三遍逐步加深理解。

他最喜欢《聊斋》，不知反复读了多少遍。起初，有些地方不懂，

又无处可查，他就试着往下读下去，之后再读就逐步加深理解。

他认为，读书不必太多，要读得精，要读到你知道这本书的优点、

缺点和错误了，这才算读好、读精了。另外，精读就是要细抠内

容和段落的关系，了解文章的艺术手法、辞藻的魅力、作者的写

作手法等。此种方法适用于读散文、诗歌、戏剧等。高中生必修

课本里就有许多优美的散文，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郁达夫

的《故都的秋》等。此类文章需要领略作者辞藻的优美、断句的

妙处、情感的强烈。

（三）读书方法之三——写读

写读，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边读书边做一些摘抄，以后方便

复习。同时在读书的时候要善于思考。每次阅读的时候都会有新

的理解和发现，久而久之，你会积累下许多知识，在写作中大有

裨益。在学生读《红楼梦》时，教师在旁边引导，一是解释某一

些词句，二是补充一些文化背景，余下的就要求学生自己品味其

中的语言。这时就要求学生在文中找到自己喜欢的语句，在旁边

批注下自己的感受。通过阅读知晓文章中人物的形象、小说的情

节发展，理清脉络，在文中勾画出辅助理解的语句。此外，还有

另一种方法就是复述出文章的内容，默写出来。选定一篇自己喜

爱的文章，用心读上几遍，大致记住了，就开始默写。默写时，

不记得原话的，就用自己的话转述出来，写完之后与原文对照，

对照哪些地方不如原文。如果是层次不对，或者句式不对，究其

原因。然后再读，再想，有意识地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上次默

写时不如原文的地方。这样读写结合，可以通过比较，加深理解，

增强记忆，直接帮助写作能力的提高。此种方法针对小品文阅读

较多，还有一些古典诗歌和文学作品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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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阅读是吸收多方信

息的综合，写作是灵魂的表达。多读书，可以在写作文时更加富

有文采和美感。经过半学期的努力，学生收获颇丰。通过每周一

篇读书笔记、每周一次的作品主题思想的讨论，学生的阅读深度

和广度都有一定的提升。从记叙文写作就可以看出，学生的写作

有了转变。从单个人的事件描述，转变成了单个人的多事件记叙

和多个人多件事情的描述，学生写作的思想感情也有提升。不再

是空喊口号“很感动”之类的词语，而是会借助环境描写或是以

小见大的手法来表现主题思想情感，记叙文写作能力得到了明显

的提升。

阅读的广度决定了思想的厚度。学生从基本的散文入手后，

紧接着训练的是小说的阅读，小说的思想比较难把握，因此从经

典入手，带领学生进行阅读。后半个学期主要阅读《红楼梦》，

期间辅助的阅读书籍还有巴金的《家》和龙应台的《人生三书》。

红楼梦为文言文，因此推进较慢，且后期主要是依靠学生午读时

候自觉阅读，然后每周一篇读书笔记，收效甚微，后期还需课堂

上带着学生阅读。写作后期的侧重主要在写事要有波澜起伏，通

过片段式地训练，加之前面以小见大对事件主题的升华，学生抒

情式的写作慢慢得到提高。同时并重写作语言的锤炼，记叙、抒情、

议论、描写的语言同时用在描述一件事情上，使学生得以区分这

几种写作语言的区别。本学期和学生共读以上书籍，阅读时心情

不一样，戒焦躁和繁忙，静心下来看这几本书，有不一样的感受，

明白了史铁生的坚守是为了什么，也明白了他母亲爱子情深眷念。

也明白了《红楼梦》里面看得最透彻的是探春，最无奈的是元春，

最无辜的是迎春。每一次阅读就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和感动，让学

生明白阅读变成了一种生活的常态，每一次的阅读，都是灵魂的

碰撞，每一次写作都是灵魂的释放。

（一）如何写作

每次批改学生的作文，最让人头疼的事情就是，不明白学生

到底在写什么，思路不清晰，词语不搭调，混乱不堪，口语化严重。

更有甚者是记叙文不像记叙文，议论文没有议论文的样子。记叙

文写了多少年还是举小时候的例子，诸如生病了、发烧了，父母

放下工作照顾我，我终于长大了，明白父母亲的爱。或者是考不

好了，老师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我明白了学习的意义。学生还

是没有跳脱出初中作文的影子，依然犯此种错误。即使阅读广泛，

依然不会使用身边有利的信息和素材。要想使学生的作文得到提

升，不再局限于初中以前的事情。首先得转变学生的思想，要他

们意识到自己已经长大，变成高中生，知识和阅历都与初中的不同。

高中接触到更广阔的知识，更独立的个体，不断进行校内的实践

活动、文体活动，使阅历更为丰富。时常训练学生的语言思维和

逻辑思维，让他们了解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逐渐摆脱口语化的

叙述。写作之前，给学生欣赏优秀的范文，正确引导学生的写作

思维。训练学生在习作之前花 5 分钟列提纲，写出中心思想、举

的例子等，这样可以避免学生写作时思路断截，造成文章思想混

乱。总之，从思想到语言写作，一步步引导，不断训练，百炼成钢，

直至学生摆脱思路不清和口语化的写作毛病。

（二）如何运用素材

有些学生反映，自己摘抄了许多的素材，但是没有机会用，

或是不会用。这说明学生根本不知道自己所抄的素材能用在哪一

类作文中，在此需要教师引导学生分门别类归纳自己摘抄的素材。

有选择地甄别素材，收集的面要广，不在多，尽量都是万能素材。

素材的字数控制在 200 字，有些是名人传记，叙述较长，可以让

学生自己概括其主要事件。例子可参照 2015-2018 年感动中国人

物素材，在材料下面写上关键词，或是在文中勾画关键词，以便

在复习时快速抓住并记住此材料的类型。学生可以从爱国、诚信、

自信、时事政治、民族文化等方面来收集素材。例如教师收集关

于人民日报的时评，训练学生的概括能力，用三四句话来概括文

章叙述的事件、作者观点，让学生用几句话来描述自己看这篇文

章所得到的感悟如何。素材需要不断地积累，不断更新知识宝库，

才能为写作注入新的活力。“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素材是死的，唯有用好它，发挥它的功用，才能使文章熠熠生辉。

三、书山有路勤为径

一个人不是生来就强大，变得强大的一个有效途径是通过阅

读。当阅读成为生活中的一种常态，随笔写作变成记录成长的点

滴。阅读依靠日复一日地积累，写作需要你的不断训练，从思想

到灵魂都要不断提升。文字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只是印在纸上的

记忆，可贵的是从纸上透过的作者的思想。要想到达写作的顶峰，

就得使文字有作者的思想。这个过程需要阅读的积累、经验的积

累、写作的积累，这三者灵动地结合，才能创作出会说话的文字。

不断地阅读使你的视野开阔，思想得到改变，灵魂也随之改变，

身体由内而外发生本质的改变，从而你的文字也随之改变，文字

反映你的思想。因此，让阅读成为你的一种生活方式，让写作变

成你灵魂的一只百灵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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