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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高年级语文阅读教学中的读写结合 
◆夏  琴 

（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水塘小学  653400） 

 
摘要：从前，小学语文的阅读教学太过形式化、表面化，无法满足不同

层次学生个性化的阅读需求，阅读与写作常常分离，制约着小学生“读

写结合”能力的双向发展。新课程改革后，小学语文教师摒弃了传统的

教学观念，尝试在“读写结合”教学中下足功夫，给予学生不一样的情

感体验，会比直接灌输指导的效果好很多。本文特意对小学语文阅读教

学中的“读写结合”做了具体的研究，希望能为其他教师推进实践工作

提供帮助。 

关键词：小学语文；高年级阅读；读写结合；有效策略；研究 

 

 

引言：构建读写结合模式，成功打开学生的智慧之门，对于
教师高效实施人才培养计划来说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应用读写结
合模式，帮助学生突破自我、挑战自我，促进他们认知体系的不
断完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有效性的提升令人期待。高年级小学
生已经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读写结合学习中他们放飞自我，
张扬个性，努力奋斗后即有机会成为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下面，
是笔者针对小学语文高年级阅读教学中的读写结合阐述的不同
看法。 

一、学生理解课文，主动进行仿写 
小学语文教师不妨顺应教学大纲中的新要求，一边增强学生

的读写意识，一边锻炼他们的文字表达。或者说，通过阅读教学
做好铺垫，在写作环节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思维水平，让他们对于
课文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后，养成良好的仿写习惯[1]。如在学习
《我家门前的海》时，学生可以通过对文章中我家门前的海一年
四季的景色描写的学习，从中总结作者对景色特点描写的方法，
文中采用拟人的手法表现了海的美丽壮观。教师可以让学生自己
选择一种风景，然后采用拟人的手法描写景物一年四季的变化状
况，通过对景物的描写歌颂该地区人们的生活或者记忆难忘的事
件。又如，学习《开国大典》一文时，文章中有对场面描写的方
法，当学生在学习了“典礼”“阅兵式”“会场”等段落之后，总
结出描写不同场面的方法，然后教学通过让学生描写某一场体育
项目或者是学校举行的运动会项目来加深对场面描写方法的记
忆和应用。 

二、促进想象外延，学生展开续写 
在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适当外延故事情节，结合自

身的想象力，开展续写课文的训练。如课文《装满昆虫的衣袋》
中曾这样描述法布尔：每次在放鸭子的时候，法布尔会捡一些贝
壳和彩色的石头，尽管法布尔的这一行为受到了他父母的责骂，
但是法布尔始终没有放弃。在每次放鸭子的时候，法布尔还是会
一如既往地捡一些贝壳和彩色的石头。讲到此时，教师可以让学
生续写关于法布尔放鸭子的故事，想象一下法布尔在下次放鸭子
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通过续写加深了学生对本篇文章思
想感情的理解，还大大提高了学生的想象力。 

三、学生常记日记，认真观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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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写作素材，优化读写结合 
教师应当尽量选用和学生现实生活关联密切的文章来进行

阅读教学，其可在教学中引入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以开阔学生视
野，激发学生对于阅读的喜爱之情。同时，若在课堂教学中有效
引入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也会丰富学生的写作素材，以便于其今
后更好的写作。如在《地震中的父与子》一文中，歌颂了伟大的
父爱、赞扬了深厚的父子之情，而在日常生活中，学生的父母也
对他们有着深厚的爱，但有些学生对于父母的爱比较忽视，只知
索取、不懂回报。教师可在讲解文中刻画的父子之情时，让同学
们回想一下平时自己的父母对自己做过的事情，并借此让其写作
素材得到丰富，为日后的写作提供便利。 

五、学生有感而发，主动参与写作 
在完成阅读教学后，教师要鼓励学生自行写读后感[3]。如要

讲解《草船借箭》这篇课文的时候，这篇文章主要描写了周瑜由
于嫉妒诸葛亮的才干，要诸葛亮在十天内造好十万支箭，以此来
陷害他，诸葛亮同周瑜斗智，用妙计向曹操“借箭”，挫败了周
瑜的暗算，表现了诸葛亮有胆有识，才智过人。在实际阅读过程
中，教师要让学生从文中寻找答案：诸葛亮是用怎样巧妙的方式
来“造出”十万支箭呢？学生在边阅读的过程中边寻找答案，同
时找答案的过程也是学生理解本篇文章中心思想的过程。当学生
掌握了本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后，教师让学生根据自身的见解来写
一篇读后感，以此来表述自己不同于他人的想法。 

结束语 
总而言之，小学语文的学习是培养学生阅读和写作兴趣、养

成良好阅读和写作习惯的重要时期，授课教师应寓教于乐，发挥
好引导者的作用，在教学中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
多读书、读好书、勤练习、好写作，真正落实读写结合的方法。
在提升学生阅读能力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能
力，让学生树立起学习语文的自信心，帮助身边其他同学共同进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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