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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读写结合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实践 
周秀芳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丁沟中心小学  江苏扬州  225235） 

摘要：在小学教育阶段语文学科是重要的基础学科，在教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小学语文教学中，读写是重点内容，可以促使小
学生提高自身阅读理解能力及写作能力，进而提升语文综合素养。在新课改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加
强读写结合的实践，提升小学生的语文学习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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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结合就是指教师将阅读与写作结合起来进行教学，将阅读

视作基础，引导学生在阅读时积极思考，将阅读作为写作素材，鼓

励学生写读后感，通过以读促写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语文综合能

力。因此，教师既要重视阅读教学，培养学生的文本理解能力，也

要重视写作教学，加强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读写结合可以有效提

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一、当前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现状 
目前小学语文教学课堂依然采用传统教学模式。阅读教学时教

师依然采用教师领读学生跟读的方式，虽然课堂氛围和谐，学生能

够掌握文本中的字词，学习效率较高，但是阅读教学方式单一枯燥，

学生在阅读时难以产生兴趣，同时已难以形成自主阅读的习惯和能

力，对于文本作者的思想感情也难以理解透彻。因此，学生在传统

阅读教学模式下难以产生写作灵感，无法形成个性化表达的能力。

小学语文课堂目前学生的主体地位也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学生在读

写过程中对教师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无法进行深入的阅读和写作学

习。 

二、读写结合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读写结合就是指通过阅读教学使学生产生写作灵感，积累写作

素材，掌握写作技巧，锻炼表达能力，学生在读写结合学习过程中

也会形成学以致用的意识。传统的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通常

将阅读和写作分割进行。多数教师知道学生阅读时，主要着重让学

生掌握文本中的生字词、文本主要内容和思想感情，忽视文本中的

语言运用情况。教师指导学生写作时，也只是简单讲解写作方法，

比如各种修辞手法、文章框架脉络等，很少组织学生进行课外阅读，

在阅读中收获写作技巧，提高自身的表达能力。割裂阅读和写作会

导致小学生写作时出现语句不通、逻辑混乱、思想空洞等问题。但

是读写结合的教学模式有利于语文教师提高阅读和写作的教学质

量，学生在这一教学方式下学习可以积累丰富的语言，拓展视野，

语文综合素养得到全面发展。因此，小学语文教师需要加强读写结

合教学方法的研究，以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三、读写结合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实践策略 
（一）引导学生自主阅读掌握写作方法 

学生通过大量的阅读可以积累丰富的写作素材，这样可以使学

生避免写作不通畅的尴尬困境，只有学生积累了足够的素材，在写

作过程中才能做到文思泉涌，使写作水平得到有效提升。教师在教

学时需要重视培养学生的自主阅读习惯，将激发学生阅读自主性作

为教学目的，根据学生的阅读情况、阅读水平以及个人爱好。性格

特征等因素，尊重学生阅读的个性化特征，并对学生阅读过程中的

优势和短板进行观察和总结，更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养成自主阅读

的习惯。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对一篇文本的阅读，

加强学生的阅读体验，并帮助学生总结文本中的人物、事件等内容，

分析文本中的语言特点以及各种描写方法，对作者的写作思路和表

达情感进行揣摩和分析，让学生对文本中较为感兴趣的语句和素材

进行积累，提高自身的写作能力。 

（二）翻转课堂丰富学生阅读情感体验 

小学生适应语文课堂后，对于阅读能够形成一定程度的自主

性，但是还没有掌握分析文本内容的能力，因此，小学生对于作者

表达的思想感情难以理解。主要原因就是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没

有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单方面进行知识灌输，学生在课堂中学习

主要处于被动状态，课堂中师生缺乏有效互动和沟通，学生的阅读

兴趣也难以得到激发，很难对文本进行自主性的分析和思考。针对

这种情况教师需要使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组织学生分析文本，激发

学生对于阅读的学习兴趣，丰富学生的阅读情感体验，有助于学生

获得写作灵感，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1]。 

（三）鼓励学生进行读后仿写 

学生的写作能力是经过后天的学习和积累形成的，是一个缓慢

的、长期逐渐提升的过程。小学生的知识面具有局限性，写作还不

够成熟，这是正常的，仿写能够帮助学生以较快的速度提高写作能

力。仿写是指学生模仿文章的中心思想、框架脉络、语言特点、表

达手法等内容进行写作。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时可以引导学生进

行仿写训练。最常见的方法就是以典型的课文为例，引导学生仿照

其中的片段进行写作，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和思维逻辑，为学生日

后的写作打下基础。仿写对于前期的写作学习来说具有较好的效

果。 

（四）培养学生的课外阅读习惯 

语文教师如果想真正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进行读写结合教学

时不应只将眼光局限在语文教材上，还需要引导学生积极进行课外

阅读，对阅读真正产生感情，培养学生课外阅读习惯，从而潜移默

化地形成较强的写作能力，提高个性化表达水平。因此教师需要结

合学生的兴趣点，在教学过程中融入具有趣味性的课外内容，激发

学生的课外阅读兴趣。比如，语文教师可以结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

以及兴趣爱好选择课外读物，比如郑渊洁的《舒克和贝塔》，教师

可以定期开展课外阅读的指导课，让学生在阅读后在课堂上分享阅

读后的感受，使学生在课外阅读中获取知识的同时，也锻炼了表达

能力和思考能力[2]。同时，教师指导学生课外阅读时，也需要加强

对培养学生写作能力的重视，指导学生在阅读时抄写自己喜欢的语

句，写作能力较高的学生也可以试着仿写，从而提高学生的写作水

平。当学生形成一定写作能力的时候，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写读书

笔记，将自己阅读中的感受记录下来，再运用积累的素材美化语言，

提升自身的个性化表达能力，促使学生形成成熟的写作能力。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语文教学中使用读写结合的教学方式可以使

语文教学更加系统化，目前也成为大多数语文教师的选择。教师在

读写结合过程中需要引导学生自主阅读掌握写作方法，鼓励学生进

行仿写，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积累写作素材，

提高写作水平，从而实现语文综合素养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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