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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下的高中语文读写结合策略 
徐新发 

（江西省乐平市第三中学  江西省乐平市  333300） 

摘要：在新课程发展下，高中阶段语文教学工作的开展相较于初中以及小学阶段，更加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以及语文知识整合

应用能力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将教学不同部分进行整合，进而提升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为学生提供有效的

学习方法以及学习理念，使其在教学资源整合的模式下自主学习，培养自主思考的学习能力，真正发展成为社会所需的综合性的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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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新课程之后的高中语文教学要求产生了明显的变动，教

师需要围绕学生开展教学活动，关注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的真实

情况，分析学生的学习能动性，逐步提升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灵

活利用读写结合教学策略来鼓励学生，夯实学生的学习基础，让学

生对语文这门课程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以此来更好地突破传统教

育教学模式的束缚。读写结合教学策略有助于实现阅读与写作教学

板块的有机组合，对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利用有重要的影响。教

师需要严格按照学生的身心成长规律以及语文教学大纲来调整教

学思路，保障读写结合教学策略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和价值。 

一、新课程下的高中语文读写结合教学的意义 

1.逐步激发学生读写兴趣 

读写结合的教学模式不仅是为了培养学生读与写的能力，同时

希望通过开展该教学模式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自主思考

能力。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读的部

分依靠教师的带领对指定内容进行阅读，甚至只是为了回答阅读内

容后的习题而阅读，使阅读失去了其本身的学习意义。同时，在开

展写作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只能通过教师的命题进行写作，使写

作内容的学习失去了其本身的教学意义。学生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

进行写作，对写作能力的提升造成一定的影响。通过读写结合的教

学模式，能够丰富读和写两个部分的教学内容，同时对学生的学习

一定程度上起到引导作用，为其提供足够的思考空间，激发学生对

读写内容的学习兴趣。 

2.实现课程资源的有效整合 

在语文教学中，读和写两个部分都各有教学资源，通过读写结

合的形式，能够有效整合二者的资源，提升读和写的教学质量。阅

读教学资源往往以大量的文字内容为主，学生单靠阅读无法保证对

文字内容的理解和思考，即使在阅读内容后通过习题的方式对阅读

质量进行考察，也会导致学生为了完成习题对阅读内容的思想感情

理解不到位。在写作教学的过程中，学生通过对范文的阅读以及教

师的讲解来进行写作，尽管范文和教师都为学生提供了写作思路，

但是也限制了学生的思考能力以及想象力，对学生的发展造成一定

的影响。通过阅读和写作的结合，能够使学生在阅读和写作过程中

完成自主思考能力的培养，使其自身的发展更具备创新发展意识。 

二、新课程下的高中语文读写结合策略 

1.明确教学目标，构建教学情境 

在开展读写结合教学模式时，要明确教学目标是阅读促进写作

还是写作促进阅读，只有对教学目标进行准确定位，才能保证教学

工作顺利开展。例如，在人教版语文选修一“学写小小说”单元研

习任务的教学中，开展写作培养前，教师可以带领学生阅读契诃夫

创作的一些短篇小说。通过这类短篇小说中对人物的描写以及小说

逻辑思维的分析，为学生构建小说创作的思考构架，为学生提供写

作思路，了解短篇小说如何通过较少的文字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这对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培养很有帮助，还能培养学生对课外读物

的阅读兴趣，使其了解小说的魅力，通过阅读为写作提供更加丰富

的素材。 

写作的本质是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特别是学生自己的真情实

感。在开展读写结合教学模式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解读文章中

作者的真实情感为学生提供写作思路，让学生参考作者如何借物寄

情，如何通过文字传达自己的真情实感，通过教师的引导进行写作

训练。例如，在《荷塘月色》一课的教学中，教师可以解读作者如

何托物寄情，通过对景物的描写抒发自身的情感。在此过程中，学

生借鉴作者的写作手法并结合自身体会，对日常生活中引发自身情

感共鸣的景物进行描写。通过这样的写作训练，不仅能够提升学生

的写作能力，也能提升学生的感情理解能力。 

2.结合文章框架，提升学生写作逻辑与技巧 

文章框架构成了文章的“骨架”，其在结构上保证了文章的条

理性，并且是创作者写作逻辑的重要展现。为此，教师可引导学生

在阅读过程中分析文章框架，学生可掌握多种写作逻辑，为写作活

动提供指导。例如：在讲解“拿来主义”这篇文章时，首先，教师

要求学生总结文章的主论点以及分论点，随后建构起文章的框架，

以此学生可掌握文章的行文思路，有助于其从文章整体架构掌握文

章内容；其次，教师要求学生分析每一个分论点的论证逻辑，由此

学生可从每个部分掌握写作逻辑；最后，教师要求学生构建思维导

图，将文章的论证逻辑由部分到整体进行整合，学生在这一过程中，

掌握了一种论证文的行文逻辑，为其后续写作提供了新的写作方

向。在这一过程中，教师推进学生在分析文章框架中提高阅读效率，

并且学习行文思路，有效推进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由此可见，教

师引导学生分析文章的结构有助于其学习不同的写作逻辑，促进阅

读与写作教学的高效结合。 

写作手法是存在于文章细节处的，掌握文章的写作手法是对高

中学生提高语文核心素养的高水平要求，学生只有在全面把握文章

的基础上，才可深度理解文章，并且有效提高写作技巧。为此，教

师应注重培养学生全面把握文章的意识与能力，例如：在讲解“以

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这一课时，首先，教师要求学生整体把握

文章，了解作者的思想，定下关于文章的感情基调，便于其后续从

细节处把握文章；其次，教师引导学生从细节处琢磨文章优秀之处，

学生由分析可知：文章中用了许多排比的句子，增强了作者的感情

表达，并且文章中有几处运用了反问句，具有加强语气的作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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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促使学生在阅读文章过程中更好地感受作者的感情；最后，教

师引导学生学习在议论文中有效运用“排比和反问”这两种写作技

巧，提高文章质量。由此可见，教师在阅读教学中，推进学生全面

把握文章，有助于其深入感受文章的内在情感，并且学生可在共感

过程中学习写作技巧，为后续写作提供了高效工具。 

3.运用多元阅读，助力读写结合 

多重读写结合教学方式的引入不仅能够使读写教学实践活动

能够更加有效地展开，还能使学生在精彩、有趣的读写教学中充分

感受到读写的乐趣，从而更加积极、自觉地参与到读写实践中。其

中，以读促写、以写带读以及读写共生是笔者在读写结合教学中最

常采用的教学形式。语文教师在以读促写的过程中从阅读材料中提

取写作指导的元素，并据此组织一系列的写作活动。 

比如，《荷塘月色》是中国文学家朱自清在清华园写下的一篇

经典散文，它主要借助唯美、细腻的手法描写了荷塘月色美丽的景

象，含蓄而又委婉地抒发了作者想超脱现实而又不能的复杂思想感

情。在这篇文章中，朱自清先生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精彩语段，

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堪称经典：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

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

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

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

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

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

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

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在这段文字中，朱自清借助比喻、排比、通感等多种修辞方法，

将月下荷塘的醉人景致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在学习这篇文章时，

我们既可以这些精彩片段作为例文，让学生根据其修辞、语言表达

特点等多种元素进行仿写性练习，也可以让他们自由书写在此情境

中的想法，以确保在丰富学生知识积累及其相关经验的同时帮助他

们进一步夯实语文基础。 

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在写作教学中实施以写带读的教学策

略，在写作教学中给予学生潜移默化地引导和指导，使他们的阅读

理解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因此，在写作教学实践活动中，教师

可以根据写作形式的不同培养、提升学生对不同类型文章的理解分

析能力，从而促进学生读写能力的综合性提升。比如，在写议论文

的时候，语文教师不仅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些经典的议论文范文，让

学生在阅读、分析优秀议论文要素（如清晰的思路、明确的目标以

及详实的论据等）的基础上对文章的结构、语言以及事例安排等进

行更加科学、合理的谋篇布局。在写叙事类文章的时候，高中语文

教师可以将一些不同叙述形式的经典叙事文章（如顺叙、倒叙、插

叙等）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不同叙事类型文章的引导下明白叙事

的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发展、结局）以及不

同形式文章的阅读重点之所在。这样一来，学生必定能够在规范自

己构思、语言组织的同时获得更高质量的读写实践活动。常言道：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经历从思路到语言表达特

点的多次模仿性练习后，学生必定能够在阅读议论文的过程中如虎

添翼，更好地把握阅读的重点和中心，从而在阅读理解中获得事半

功倍的学习效果。 

4.开展规范阅读，提升读写效果 

规范化的阅读流程对读写效果的获得具有极为积极的作用。作

为高中语文教师，我们想要获得更高效率地读写教学，就必须对读

写结合教学制定一定的程序，从而保障读写结合更加顺利地实施。 

为此，我们首先就要引导学生在浏览全文的过程中做到整体把

握。因此，在读写结合教学中，教师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对文章

内容进行更加全面、详细地理解。比如，在读写教学中，语文教师

既可以引导学生通过教科书、互联网络、图书馆等途径查阅文章创

作背景及其相关资料，也可以引导学生在动静结合中完成高质量的

预习。其中，在静态预习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在了解相关背景的时

候通读全文，使他们理解字词、词语含义，并且能够在对文章内容

进行大致的概括时了解文章主题情感。在动态预习中，教师可以引

导学生在课堂上交流、质疑。借助此类交流，语文教师不仅可以引

导学生借助听说、读写的形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还可以让学生

就他人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交流和沟通，并将其心得体会等更加有

条理地展现出来。其次，引导学生在读写实践活动中做到把握细节。 

在预习活动结束后，语文教师不妨引导学生从各方面细节入

手，着重以文章的语言、构思、审美、文化等进行多元化的探究与

分析，助力于学生读写能力的综合性提升。因此，在读写结合教学

中，教师既可以引导学生通过精读、通读、跳读等多种阅读形式来

展开阅读实践活动，也可以借助消除关键词等形式了解字句意义表

达的前后反差感受关键词的重要性。比如，《祝福》是鲁迅作品中

非常经典的一部短篇小说。在这篇小说中，鲁迅以一个离乡知识分

子的视角写了四叔家前女仆祥林嫂猝死的悲剧，在借助祥林嫂悲惨

的一生展现了对劳动妇女的深切同情时无情揭露了封建主义的本

质。鉴于文章较长，我们不仅可以引导学生通过速读、通读全文时

了解大致的故事内容，还可以就文章当中的某些细节来引导学生对

文章的语言特点、构思技巧及其主题思想等进行更深层次地分析和

探索，如文章对祥林嫂的三次外貌描写（尤其是眼睛）、旁观者冷

眼旁观的态度。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将一些关于祥林嫂眼睛、外

貌描写的关键词语及其相关修辞手法（如比喻）去掉，让学生在两

相对比中感受语言表达的魅力之所在。长此以往，教师不仅能够有

效提高学生的读写兴趣，还能使她们在分析阅读中进一步提高其审

美鉴赏能力，为其语文核心素养的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课程下，高中语文教师应积极转变观念，意识

到阅读和写作教学的重要性，并采取一体化教学模式，促进学生读

写能力的提升。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立足于课本内容拓展学生的

阅读思维，并深入剖析文本关键词，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意、把

握人物形象，通过加强随笔练习的方式积累丰富的素材，使学生在

写作时能够有话可说，实现读写能力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相关语

文教师要及时了解读写结合对于高中语文教学的重要性，科学合理

地将读写结合这一教学模式应用到日常语文教学中，从而更好地提

升学生的阅读能力以及写作技巧，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语文学科核

心素养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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