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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读写结合教学模式的应用 
◆陈  雁 

（贵州省普安县青山镇青山小学  561503） 

 
摘要：新课程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师组织阅读教学工作，需

要应用读写结合教学模式，全面发展小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具体实践

中，教师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可以通过创设情境，积极引导学生思考，
来强化他们续写、改写、仿写的能力；可以整合课程资源，不断简化教

学步骤，从而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心理需求；还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挖

掘学生内在的潜能，给予他们突破自我、完善自我、挑战自我的机会，
借此取得事半功倍的理想成效。 

关键词：小学语文；读写结合；阅读教学；有效应用；研究；思考 

 
 

引言：读写结合是全新的教学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进
行授课方式的更换和有效策略的实施，进一步提高学生阅读积
累、自由写作的热情，使他们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课堂活动
中放飞自我，张扬个性，努力奋斗后成为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
有经验的语文教师，绝不强制学生阅读或者写作，而是会给学生
提供体验的机会，想象的空间，让他们选择性阅读、快乐的写作。
始终遵循小学生个性化的发展规律，是读写结合教学的核心价值
所在。 

一、指导学生欣赏语言 
小学生的内心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生动多彩，他们喜欢参与有

趣的学习活动，敢于探索未知的神奇世界。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
目的是，通过鼓励、引导，教会学生表达情感，不断增强他们对
新知识、新思想的理解，使其养成主动参与、主动探究、主动欣
赏的好习惯。语文课本中有好多语言优美的文章，需要学生一边
阅读，一边想象，积累下更多好词佳句，在写作时加以应用后，
为作文增色，使思维活跃[1]。教师应该摒弃传统的教学观念，指
导学生仔细阅读、体会词句，并在特定的情境中产生语言表达的
兴趣，确保欣赏能力、认知水平都有很大程度的提升。如欣赏完
《咏柳》这首诗后，教师可以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进行
写作，完成优美的语言。通过对《咏柳》这篇课文的理解，要学
生能够发现生活中的美景，热爱我们的生活，学习表达语句，写
作出生活美好和谐的景象。 

二、鼓励学生联想改写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将语文作为基础来让学生进行改

写，以此来不断提高学生的想象力，与此同时，还可以拓宽学生
的写作思路，将学生的写作欲望激发出来。其实语文教材也是学
生写作素材的重要来源。鉴于此，语文教师要引导学生合理运用
教材中的素材，然后进行再加工，从而真正实现读与写的结合。
如当教师要讲解《小白兔和小灰兔》这篇课文的时候，要让学生
在阅读的过程中寻找小白兔与小灰兔之间发生了一个怎样的故
事。通过阅读，学生了解到小白兔与小灰兔间的故事，并且从这
个故事中也学习到了做人的道理。在学习完本篇课文之后，教师
让学生抛弃本节课所学的内容，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和联想力，改
写小白兔与小灰兔之间所发生的故事，以此来将学生的写作热情
激发出来。 

三、养成常记日记习惯 
日记是学生积累写作经验和写作素材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而在于平常的教学实践中，很多学生，把日记理解为记录一天的
行踪，那么日记就失去了它为写作积累经验的基础[2]。平时加大
学生的阅读量，通过阅读来增强生活体验，可以使学生更加仔细
的去观察生活，从思想情感的角度去记录生活的点滴，摆脱流水
账的现状。从生活来理解阅读和写作，感受阅读中的生活趣味和
表达能力的美，能够大大的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和写作兴趣。如
学习了《黄山奇松》以后，课堂上，教师着重引导学生去关注“挺
秀，弯曲”等形容词，那么放假的时候可以布置让学生郊游的家
庭作业。然后将游览过程中的感受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最后
让学生完成一篇游记。这就完成了课上学习――生活中体验――
写作中实践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学生不仅对一些形容词印象
深刻，而且写作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高。  

四、不断提高仿写能力 
在读写结合教学模式下，教师应该鼓励学生进行仿写，帮助

他们去理解文章的表现形式与表达手法，更好的去体会作者所表
达的情感，从而使阅读的教学效果得到提高。如在《地震中的父
与子》这篇文章的学习中，为了增加学生学会感恩父母的思想目
标，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对这篇文章进行仿写，主要进行自己与父
亲之间的情感表达通过故事的形式。通过教学，让学生回忆起自
己与父亲之间点点滴滴的事，在写作过程中体会到父亲对自己的
关心和爱护。 

五、提倡课堂续写训练 
语文作为一门具有艺术性和生命力的学科，在教学的过程中

应当具有活泼的氛围和鲜明的课堂，启发学生在教学课堂中的活
力。在课程讲解的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深刻领
悟课堂教学中的境界和作者的思想情感。在小学语文阅读的教学
中，不妨利用读写结合的方式开启学生的无穷智力和想象力，尊
重学生的想象力，鼓励学生利用自己的想象力进行写作和练习[3]。
如在《小木偶的故事》课程的教学中，在文章最后的泡泡语中有
“在小木偶身上，后来发生什么事呢？我来接着编下去......”的
要求，问题最后使用省略号。首先要让小学生明白课文中省略号
的使用寓意，然后让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将《小木偶的故事》
继续下去，通过这样的练习，可以开发学生思维想象能力，提倡
续写训练。教学任务完成后，教师可以利用课文中的契合点，给
学生布置一篇续写任务，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勇于表
达自己内容的真实想法，让学生在想象力表现在写作当中，不仅
能够丰富学生的想象力，还能够提升学生的写作水平和综合表达
能力。 

结束语 
总之，阅读和写作结合的教学模式在新课改的推动下取得了

非常显著的效果，语文教师在教学中要不断的观察学生的接受能
力和学习能力，然后制定出适合学生实际学习情况的教学方法，
从续写、仿写、改写课文开始，训练学生的观察能力以及思考能
力，同时，在学生养成良好的写日记习惯或者写读后感习惯时，
鼓励他们积极思考，并对生活进行观察，最终，实现阅读能力、
写作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的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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