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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小学生语文素养的阅读与写作相结合教学策略

吴　娟

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耿集办事处瓦房小学  江苏徐州　221000

摘　要：小学语文教学中读和写通过互相促进，读和写可以共同发展，这是符合语文学习内在规律的，也是符合素质教育

要求的。目前，小学生阅读教学中存在着深度与广度不够、对写作教学缺少有效指导与练习并且二者教学往往脱节等现象。

针对这些问题的教学策略应该是以读促写，以写引读以及读写融合。通过指导学生积累阅读知识、共享阅读体验、以写作

任务带动阅读与反思等方式可使读写教学有效融合。另外，无论是课堂设计还是课外拓展活动都要注意读写结合才能全面

提高学生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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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就小学语文教学而言，阅读和写作构成了学生提高语

文素养的两个支柱。阅读作为知识输入，写作作为知识输出，

共同提高学生语文能力。但目前的教学实践在阅读和写作

方面常常有所欠缺。要想很好地满足素质教育的需要，促

进学生语文素养的发展，就需要探究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

把阅读和写作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全面提高学生语文

能力之目的。

1 小学生语文素养的阅读与写作相结合的必要性

1.1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阅读作为一种重要的语言输入方式，可以使学生积累

大量的语言素材、提高语感、了解语言表达方法。同时写

作也是一种语言输出，学生通过写作可以内化和应用所学

语言知识，增强语言表达能力。学生通过阅读可以学到出

色的写作技巧、体会语言美，可以为自己的创作提供启发

与例证；写作时，要求学生运用阅读所得到的知识与技能，

进而激发其进一步阅读的爱好与动机。将阅读和写作相结

合，既有利于学生对语文知识的掌握，又有利于学生综合

素养的发展，有利于语文素养的提升以及学习能力的增强。

1.2 符合语文学习规律

语言学习是输入和输出互动的过程，阅读作为语言输

入最主要的方式，写作作为语言输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阅读时，同学们通过对课文的大量接触与理解课文、积累

词汇、掌握语法、强化语感等活动，为写作提供大量语言

素材与表达方式；写作时，要求学生用已学过的语言知识

去表现、去创造，既考查其语言理解与应用的能力，又促

使其加深理解、巩固语言知识。读写结合教学模式既可以

帮助学生以语言理解为基础表达语言，又可以借助写作深

化阅读内容，从而达到语言学习内化与外化结合之目的。

1.3 适应素质教育要求

阅读与写作结合教学模式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素质教

育重在学生全面发展，重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创新

能力以及综合素养等。阅读和写作相结合，不仅有利于学

生大量知识的积累和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而且有利于发

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及创造力。学生阅读时不仅能够获得丰

富的信息、开阔眼界、加强文化素养，而且能够通过与课

文的对话发展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等能力；写作时，要

求学生对所学内容进行综合表达与创造，这样既能锻炼学

生语言使用能力，又能促进其逻辑思维与创新能力。通过读、

写相结合，可以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摸索、不断创新，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综合素质，促进语文素养的整

体提高。

2. 小学生语文素养的阅读与写作相结合的现状

2.1 阅读教学缺乏深度和广度

目前，很多教师教学以课本内容为主，阅读材料选取

仅限于课本，造成学生阅读视野较窄，课外阅读兴趣与动

机不足。另外，教师进行阅读教学时往往只重视了解课文

表层信息，却忽略深层次意义的发掘与讨论，学生阅读时

缺少思考与探索，不能深刻理解与剖析课文的含义。这种

教学模式既制约着学生阅读兴趣与能力培养，也影响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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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综合素养与思维能力。

2.2 写作教学缺乏引导和实践

小学生在语文写作教学中存在指导与实践不足等问题。

就写作教学而言，教师通常只注重写作技巧与方法的讲解，

而对于学生的写作过程缺少具体指导与实践机会。学生写

作时往往会觉得无从入手，缺少写作灵感与材料，写作能

力也很难有效地提高。另外，写作教学缺乏对于学生个性

化发展问题的重视，写作题材与形式比较单一，制约了学

生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发挥。

2.3 阅读与写作教学脱节

当前，小学生语文阅读与写作常常是割裂为相互独立

的两大部分，缺少有机结合与相互促进。阅读教学多集中

于文本内容的理解力和分析力，写作教学多集中于写作技

巧与方法的阐述，学生通过阅读所积累的语言素材以及写

作技巧并不能有效转化并应用于写作之中，从而造成了阅

读和写作教学效果较差。另外，教师教学时缺乏读写相结

合的意识及策略，没有充分利用阅读资源指导学生写作，

使学生阅读过程中所累积的知识及经验很难反映并运用于

写作。

3. 小学生语文素养的阅读与写作相结合的教学策略

3.1 以读促写

3.1.1 引导阅读积累

指导学生在阅读中积累写作素材，是提高学生写作能

力的一种有效方法。首先，可根据学生兴趣、能力水平推

荐合适的读物，促使学生博览群书，充实语言积累、知识

储备。阅读时，老师可指导学生注意课文中优秀的表达方

式及写作技巧，并鼓励学生节选优美词句及段落来积累语

言。其次，教师可举办各种形式的读书交流会，阅读笔记

展示，供同学们交流读书心得与感悟，互相学习参考。教

师在开展这类活动时，可指导学生把阅读积累起来的语言

素材与写作技巧应用于写作之中，增强写作生动性与表达

力。最后，学生在指导阅读积累中，既可以提高阅读兴趣

与能力，又可以积累大量的写作素材与技能，从而打下扎

实的写作基础。以部编版五年级下册的第三单元《祖父的

园子》为例子，教师在开始阅读《祖父的园子》之前，可

以先进行故事背景的介绍，激发学生对祖父和园子的好奇

心，比如：“带着欢乐与活力的花园，还是爷爷的天堂，

一起来进入这片神秘莫测的天地吧，看将有怎样的趣事。”

在学生阅读过程中，教师应引导他们关注作者如何描绘园

子的美丽景色和祖父的慈祥形象，如“在祖父的庭院中，

各式各样的蔬菜和花卉仿佛在作者的描述中焕发了生机。”

我们鼓励学生选取并描述生动的词句，例如“黄瓜爬架了，

豆角垂下细丝了，花在微笑，鸟在歌唱了。”读后组织同

学们开展小组讨论，交流自己对爷爷、园子的感受，并从

中获得描绘场景、刻画人物等写作技巧。例如，“我学过，

能通过写出东西的运动，声音，使读者感到它有生气。”

教师可以设计写作任务，让学生尝试模仿《祖父的园子》

中的写作手法，描绘他们心中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如“我

家小屋里”或“公园一角”，以此来实践和巩固阅读中积

累的写作技巧。

3.1.2 开展阅读分享

进行阅读分享活动，推动阅读和写作相结合的一种重

要方式。同学们在阅读分享的过程中，既交流了阅读心得、

丰富了阅读体验，又把阅读所得语言素材、写作技巧运用

于写作之中，从而提高了写作能力。教师可经常举办阅读

分享会以鼓励同学们分享喜爱的图书及阅读感受、交流心

得等。分享时，老师可引导同学们注意书中优秀的表达与

写作技巧并探讨如何运用它们于写作。另外，老师还可结

合阅读分享活动安排有关写作任务如撰写读书笔记，书评

等来激励学生把自己读书时的情感与想法通过语言表达出

来。学生通过阅读分享活动既可以开阔阅读视野、增强阅

读兴趣，又可以在沟通、写作等方面积累语言素材、写作

经验、达到读、写有机融合的目的。

3.2 以写引读

3.2.1 写作任务驱动阅读

以写作任务为载体，带动学生进行阅读，是促进读写

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教师可设计多样化写作任务以激

发学生写作兴趣与动机，并指导学生从阅读中获得写作素

材与启发。作为一个例子，教师有能力为学生分配与课文

内容紧密相关的写作任务，这要求学生在已有的课文阅读

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拓展阅读，以获取更丰富的信息和素

材，并最终完成写作任务。学生要想完成写作任务，就必

须大量阅读有关图书、材料，积累大量语言素材，储备知识，

全面提高读写能力。另外，老师也可设计一些主题写作任

务如写环保作文等，让学生写之前先做相关阅读以了解环

保知识与现状，并积累写作素材与启发。以写作任务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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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进行阅读，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兴趣与写作能力，

而且可以在阅读过程中积累大量的语言素材及写作技巧，

达到读、写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目的。《田忌赛马》是

部编版小学五年级上册第 6 单元的一个故事，讲的是聪明

的田忌怎样用谋略在赛马比赛中获胜。教师可设计下列写

作任务带动学生进行阅读：根据学生对原文中文字的读解，

允许学生想象假如还会有第二次赛马的话，田忌将如何发

展新策略或其他智者有何忠告。这样就会在带领学生进行

深入思考的同时更加透彻地理解原文。使学生从田忌，孙

膑等人物的角度，写出自己赛马前后的谈话，表现自己的

心理活动与才智。这样有利于学生了解人物的个性与动机，

增强想象与表达能力。请同学们用小论文的方式对田忌赛

马策略进行分析，讨论该策略如何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例如学习，竞赛或者解题过程中策略的选择等。这样可以

锻炼同学们逻辑思维及分析能力。设计了与赛马相似的竞

赛场景并请学生编写了新故事，并请学生将策略应用于故

事以解决问题。这样就会启发学生创新思维，也会使学生

在读中学会的策略知识在实践中得以落实。通过这一写作

任务会使学生更主动地去读、去了解《田忌赛马》中所讲

述的内容，还可以促进学生写作技巧与思维能力的发展。

3.2.2 写作反思促进阅读

写作反思是推动阅读和写作相结合的一个重要策略。

通过写作反思可以使学生在写作的过程中总结出经验与不

足，并对自身语言表达与写作技巧进行反思，从而进一步

提升阅读与写作能力。教师在写作教学时，可引导学生反

思自己的写作，总结自己写作过程的得与失，反思自己怎

样在阅读中学会并汲取优秀写作技巧。比如教师可安排写

一篇反思日志，让学生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要记录下写作

体验与感悟，对写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行反思，

并提出相应的改进策略与办法。教师在进行写作反思时，

可通过对优秀作文、书籍的阅读来指导学生学习、借鉴其

写作技巧、表达方式等，从而不断提升写作能力。以写作

反思促阅读，既可以让学生总结写作经验、提升写作技巧，

又可以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积累、进步，从而达到读、写

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目的。

3.3 读写融合

3.3.1 读写结合的课堂设计

读写结合课堂设计是促进学生阅读与写作能力发展的

一个重要策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能把读和写有机地结合

起来，并通过多样化教学活动指导学生在读中学写，写中

学用。比如教师在阅读教学时可指导学生阅读理解、写作

练习等，让学生读过课文之后，运用自己的话概括课文内

容并练习写作。教师进行写作教学时，可结合阅读材料设

计有关写作任务，让学生通过阅读积累语言素材，掌握写

作技巧后再完成任务。另外，教师还可通过小组合作，角

色扮演等不同形式的教学活动来指导学生在交往中读写，

促进语言表达与综合素养的发展。通过读写结合课堂设计

可以使学生既提高阅读兴趣，又增强阅读能力，同时将阅

读所得运用到写作之中，达到读写有机融合、互相促进的

目的。

3.3.2 读写结合的课外拓展

读写结合课外拓展是促进学生读、写能力发展的有效

手段。教师可通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来激励学生开展广

泛的课外阅读与写作实践，从而积累大量语言素材与写作

经验。如教师可举办读书会，阅读沙龙等课外活动来鼓励

学生交流喜爱的图书及阅读心得并开展阅读交流与探讨。

教师在开展这类活动时，可指导学生把阅读优秀的表达与

写作技巧运用于写作之中，从而提高写作能力。另外，老

师还可布置一些课外写作任务如做读书笔记，写比赛等等，

以促使学生把自己读书时的情感与想法通过语言表达出来，

从而提高他们的写作兴趣与写作水平。通过读写结合课外

拓展，可以使学生既开阔了阅读视野、增强了阅读兴趣、

提高了阅读能力，又积累了大量的语言素材、写作技巧、

达到了读、写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目的。

结束语

综上所述，阅读和写作相结合是小学语文教学必不可

少的环节。通过开展以读促写、以写引读、读写融合等教

学策略能够有效地推动学生语文素养提高。教师要重视指

导学生边读边做知识积累，以写作任务带动学生进行深度

阅读，并在课内外活动中同时创设读写结合的情境，让学

生在实践活动中学会学习，学会发展。唯有如此，学生语

文能力才能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充分发展，从而为其终身

学习以及今后的人生奠定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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