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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阅读与写作的融合教学势在必行 
史亚丽 

（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侯家川镇初级中学  甘肃会宁  730711） 

摘要：语文是一门人文学科，在新课改下如何增强语文课堂活力和升级，提升语文教学质量，成为广大语文教育者重点关注的

课题内容。在初中语文教学中，阅读和写作之间相辅相成，阅读可以为写作提供素材，写作可以促进学生阅读能力发展。因此，新

时期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围绕学生主体地位，推动阅读和写作教学融合，在强化学生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基础上，促进学生的

语文核心素养发展。本文就初中语文阅读与写作融合教学内容展开分析，明确融合教学重要意义，并联系具体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

改善措施，旨在构建高效语文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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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school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integration teaching is imperative 

Shi Yali 

(Houjiachuan Junior High School，Huining County，Baiyin City，Gansu Province，Huining 730711） 

Abstract：Chinese is a subject of humanities. Under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how to enhance the vitality and upgrade 

of Chinese classroom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hinese teaching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educators. 

In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ing，reading and writing complement each other，reading can provide materials for writing，

writing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reading ability. Therefore，in the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new era，teachers should focus on students' dominant position，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reading and writing teaching，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re Chinese quality on the basis of strengthening students'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tent of integrated teaching of reading and writing in junior middle school，makes 

clear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ed teaching，and puts forward effective improvement measures in connection with specific 

problems，aiming at building efficient Chines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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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科是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的优势学科之一，在新课改背景下，为了提升初中语文教学质量，

大力推行阅读和写作融合教学是必然选择。依据初中语文新课改标

准要求，传统语文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教学需要，亟待推动教学

模式转型升级，为学生后续语文学习奠定基础。对此，语文教师要

具备创新思维，依托于实际需要选择有效措施，促进阅读和写作融

合，促进语文综合能力发展。但由于种种因素影响，导致初中语文

的阅读和写作融合教学程度不足，教学理念偏差，未能依据学生实

际需求因材施教， 终的教学效果不符合预期。因此，加强初中语

文阅读和写作融合教学改革，有助于丰富研究经验，为后续教育教

学提供参考。 

一、初中语文阅读和教学融合的依据 
其一，新课程标准提出的新要求。我国教育事业改革进程不断

加快，新课标对初中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标准、要求。阅读是初中

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语文教师在传授基础知识以外，也要重点锻

炼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语言组织能力等培养。新课标明确提出了

新时期初中语文写作教学任务，如，重视学生短文缩写、改写和续

写等能力培养。由此看出，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均是学生语文核心

素养不可或缺的构成，积极促进阅读、写作融合教学是必然选择[1]。 

其二，初中语文阅读和写作教学联系密切。阅读和写作是初中

语文教学主要内容，彼此之间联系密切。提升学生阅读能力，有助

于学生在理解、吸收和累积语文知识基础上，为后续写作提供丰富

素材支持。而写作能力是将所学知识通过文字形式来宣泄和表达情

感思想。所以，加强学生阅读能力培养，便于激励学生养成良好的

阅读素材积累习惯，强化阅读能力，并且在阅读中掌握更多的写作

技巧，焕发写作灵感[2]。提升写作能力，除了灵活整合与运用写作素

材，也可以反向促进学生阅读能力提升。从中可以了解到，初中语

文阅读和写作教学具有统一性特点，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有

助于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发展。 

二、初中语文阅读与写作融合教学的意义 

（一）有助于培养学生写作语感 

初中语文教学中，对于阅读教学的重视程度逐步提升，在教师

引导下，学生在阅读中加深文章思想情感、精神内涵挖掘感悟，并

且帮助学生学习文章写作技巧和写作架构。这样不仅可以提升学生

的阅读理解能力，还可以在交互中焕发情感体验。反复的阅读实践，

对于强化学生的写作逻辑，培养学生写作语感方面有着积极作用[3]。

多数语文教师在实际教学中会根据经典片段要求学生仿写，促进阅

读和写作融合，进而实现学生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同步提升发展。 

（二）丰富写作素材 

根据新时期初中语文教学改革要求，大力推行阅读与写作融合

教学，有助于帮助学生丰富写作素材，促进学生写作能力提升。阅

读则是学生语文知识学习和积累的主要方法，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

中要发挥引导作用，带领学生去仔细品读文章，摘抄其中优美词句，

并学习文章的架构、叙事手法以及写作技巧等，学生在阅读后分享

阅读感悟，这样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写作素材积累，还可以开阔视

野、增长见闻，促进学生阅读理解和鉴赏能力同步发展。 

（三）增强学生写作自信心 

初中生阅读机会较少，写作素材的积累量并不多，因此写作技

巧运用还不娴熟，写出来的文章较为生涩，内容空洞、主题模糊不

清等情况。此种方式将挫伤学生的写作兴趣，还会制约学生语文学

习能力发展[4]。初中语文阅读和写作融合教学，教师有意识地引导学

生积累写作素材，拓宽阅读范围，加深阅读体会，在相互促进下逐

步提升写作方法运用水平，在培养学生写作自信心方面有着积极作

用。除此之外，融合教学有助于改善以往阅读和写作教学的弊端。

从阅读教学实际来看，多数教师选择填鸭式教学模式，在课堂上大

量讲述教材知识点，代替学生去思考和解读，学生只需要被动式记

忆即可，此种方式极大地增加了语文课堂枯燥感。被动式学习，也

会导致学生的思维僵化，学习主动性弱化。传统语文写作教学中，

主要是要求学生模仿课文段落写作训练，在确定写作题目后自主写

作，即便很多语文教师会讲解写作技巧和方法，但甚少深入指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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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灵活运用，制约学生写作能力发展。所以，推动阅读与写作融合

教学，在提升初中语文教学质量方面效果显著。 

三、初中语文阅读与写作教学的问题 
（一）阅读篇目解读深度不足 

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多数语文教师是依据教材来讲述文章内

容，甚至逐字逐句地解读文章，但却很少介绍文章背景知识点。此

种情况下，导致学生仅仅是掌握文章的主题思想内容，却忽视了作

者为什么要表达主题内容，对于学生的阅读能力提升和发展缺乏实

质性的作用。而且语文教师也容易带偏学生的逻辑思维，如，教师

遵循小说三要素来讲解小说篇目，文章挖掘深度不足，不同程度上

降低了阅读教学质量。 

（二）阅读习惯不规范 

对于初中生而言，阅读储备普遍不足，但却是学生自主阅读能

力培养的重要阶段。依据新课改相关要求，应致力于让学生在课堂

上规范阅读，在后续考试中可以高效完成阅读任务，取得理想成绩。

教师要认识到，规范读写习惯是学生自主阅读能力培养的基础前提，

明确阅读目的、阅读理念和阅读方法，并编制合理的阅读计划，这

些均是阅读前期准备内容，有助于提升阅读效果[5]。但很多学生并未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初中生课外阅读量少，阅读词汇量储备不足，

缺乏独立阅读思维，未能紧跟教师深入思考和感受阅读内容，此类

问题的存在不可避免影响着语文教学质量。 

（三）读写融合流于表面形式 

新课改下初中语文课堂教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读写结合已经

成为语文课堂教学的主要教学模式，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

还可以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发展。但是，在语文教学中，部分教

师为了赶进度，导致教学方式并不合理，教学效果不理想。诸如，

读写过程形式化问题严重，学生未能找到 佳的读写突破点，缺乏

独立自主的阅读与写作思维[6]。具体教学中，阅读与写作概念性内容

学生已经较为了解，但却无法灵活有效运用到实处。究其根本，是

由于教师未能提供合理有效的读写指导方式，读写融合形式化严重，

背离 初教学目标。因此，目前初中语文读写教学中，教师不知道

如何展开深度阅读教学，不了解用什么方法衔接阅读教学和写作教

学；如何指导学生运用所学内容到写作中。 

四、初中语文阅读与写作融合教学的有效措施 
（一）深入挖掘教材文本内容，创设融合教学情境 

为了提升初中语文教学质量，促进阅读与写作教学深度融合，

语文教师要紧紧把握文本内容，深层次挖掘教材文本内容，创设有

益于学生高效学习的情境。通常情况下，语文教材上的文章都是精

挑细选的，文本内容内涵丰富，有助于学生深层次感受到文本内在

美，焕发学生的阅读和写作兴趣，为后续深入学习奠定基础[7]。初中

语文课堂教学中，要充分调查了解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要，因材施

教，通过文本对话，沉浸到文本阅读中，增强文本内容理解程度，

掌握更多新的写作方法， 终实现学生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同步提

升。如，《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教学中，是林徽因所创作的优美诗歌，

意境优美，充满了热爱与希望。为了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诗歌

内在美以及情感思想，采用多媒体播放音乐来创设学习氛围，伴着

音乐朗读诗歌，具有引人入胜，增强学生学习情感体验的作用。 

教师示范朗读后，鼓励学生勇敢地表达自身观点和感受，然后

组织学生有感情朗读诗歌。在反复朗读下，促使学生深入感受作者

在诗歌中所流露的思想情感，感受文字美，激发学生探究欲望，提

升诗歌内容理解程度，拓宽阅读视野。教师要认识到，初中生知识

储备有所不足的，在学生接触阅读文本时，无法同阅读文本内容产

生情感共鸣，理解方面存在更多的阻碍和问题。对于此类情况，尝

试着建构理想的阅读情境，调动学生多重感官体验来焕发学习欲望，

在学习欲望支持下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愿意通过写作

来表述自身观点和看法，形成良性循环[8]。 

（二）组织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丰富学生写作素材积累量 

通过分析初中生写作情况，由于素材积累量不足，写作时经常

出现言之无物的问题，作文内容空洞、乏味，缺乏真情实感，盲目

夸大叙述自己不了解的内容[9]。对于此类问题，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学

习基础和学习需要，积极组织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丰富学生阅读

储备同时，便于学生通过阅读来寻找有价值的字词句，为后续写作

深化夯实基础。语文课堂教学中，不应该局限于课堂，而是要将阅

读活动延伸到课外，提供更多阅读机会，帮助学生增长见闻、开阔

视野，丰富阅读素材储备。诸如，在《刘姥姥进大观园》课文教学

中，作为名著《红楼梦》作品的重要章节，学习本文有助于了解刘姥

姥性格特点，生动刻画人物形象，帮助学生认识到刘姥姥勤俭节约、

不爱慕虚荣的优良品质。在文本阅读后，很多学生都喜欢上了这一人

物。随后，教师组织《红楼梦》交流会，每个学生均准备一个关于《红

楼梦》中的故事，在交流会上分享给其他同学，并阐述自身的阅读心

得感悟，表现优异的学生适当给予奖励和肯定。此种方式有助于延伸

阅读空间，帮助学生阅读更多关于《红楼梦》知识点提升阅读储备量，

为后续写作提供丰富阅读素材支持。另外，采用此种方式有助于锻炼

学生语言能力，实现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目标[10]。 

结合阅读和写作教学内在联系来看，彼此相互促进、相互影响，

促进学生语文综合能力全面发展。阅读教学可以为写作提供丰富素

材，引导学生学会表述观点，熟练掌握写作技巧方法。写作教学有

助于学生阅读中提取更多有价值信息，梳理写作思路。所以，基于

这一底层逻辑来适当延伸和拓展知识储备，有助于同步提升学生的

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为学生后续深入学习奠定基础。 

（三）构建生活化课堂，组织生活实践活动 

写作教学中，可以拉近课堂和生活之间的距离，构建生活化语

文课堂，鼓励学生主动观察生活和感悟生活，将生活元素有机融入

到写作中，丰富写作内容，表达自身的真情实感，在提升学生写作

能力方面大有裨益。所以，初中语文教师，选择实践性教学活动，

带领学生走入实际生活，焕发学生真实情感体验，获得更多的理解

和感悟。将自身的感悟融入到文章中，可以写出更具真情实感的文

章。 

结论： 
综上所述，关于学生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培养，是当前初中语

文教学主要任务，应强化初中语文教师的引导作用，促进阅读、写

作融合教学，组织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不仅可以焕发学生学习兴

趣，还可以促进学生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实现学生语文核心素养

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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