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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语文课堂中的读写结合教学模式 
◆杨桂珍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石岐小学  528500） 

 
摘要：小学语文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未来的学习与发展

起到非常重要的铺垫作用，阅读与写作是语文学习中 重要的部分，将

二者进行结合是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本文从读写结合的教育模式，发

现语文课堂中存在的问题，促进读写教师模式的改变，一点点提升语文

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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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与写作之间是相辅相成的，阅读是输入，写作是输出，
小学语文教学的目标就在于提升学生的读写能力，小学阶段，知
识体系还没有形成，只有大量的进行阅读，培养学生的语感，感
受到写作时候是通顺的，教师指导学生进行大量的阅读，鼓励学
生写作的时候结合自身的亲身经历，将学习的知识转化为素材，
为今后的良好阅读习惯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读写结合中存在的问题 
（一）阅读与写作教学相分离 
当前，我国小学语文教学普遍存在阅读与写作相互分离的情

况，教师将阅读与写作进行单独教学，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将阅读与写作进行结合教学是比较推崇的教学方式，但是实施起
来是比较困难的，通过小学语文教材，很难将阅读与写作相互结
合起来，小学语文教材是以课文为主的，课文内容主要培养学生
的阅读能力，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感知能力，写作通常作为一个独
立的模块，处于教材中每个单元的 后部分，这样的设置有利于
学生理清脉络，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但是读写结合很难进
展下午。第二，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的时候，结合意识比较淡薄，
习惯将两个模块结合起来，导致学生将阅读化为写作的时候比较
僵硬，导致阅读与写作处于割裂的局面。 

（二）读写训练不够 
语文学习的关键在于不断实践与练习，教师在语文课堂的学

习中，安排阅读与写作的训练程度不足，阅读与写作是对学习效
果进行检验。进行读写结合，主要目的就是要将学生从阅读中获
得知识，作为素材运用到写作中去，达到灵活运用的目的。但是
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学生还是没有办法做到得心应手，一部分
原因是由于对阅读素材的理解不足，另一方面是教师安排的训练
程度不足，教师应该更加注重训练，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锻炼几乎，
让学生在阅读与写作张全面提高能力 

二、小学语文阅读与写作整合的有效措施 
（一）指导学生阅读 
1.注重发展学生的思维。阅读不仅仅是学习文章内容，更是

要理解文章的深层含义，文章包含的寓意，哲理等等，教师应该
引导学生带着感悟的心去感受，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与理解能
力，让学生了解文章精髓，明确写作立意，对材料实施正确的理
解，将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放在关键位置上。例如在学习《我爱
故乡的杨梅》这节课的时候，小时要选择其中一段额让学生进行
品读，理解这一段的修辞手法、写作技巧、思想感情等等，激发
学生的谈及意识与探索热情，与作者产生思想上的共鸣。 

2.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在给学生布置阅读任务的时候，要
将阅读进行分析对比，分析相同主题的阅读材料，培养学生的发
散性思维，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得出文章之间异同，让学生理
解更深层次的内容。 

3.强化学生的摘抄技能。写作能力的培养并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情，是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完成。在阅读教学中，教师要引导
学生摘抄其中优美的句子，节选精华语句，分析句子的写作特点
与写作技巧，帮助学生消化与理解知识，在自己的语言表达中更
深刻的理解与运用，逐渐强化学生的写作技能，教师要将摘抄作
为日常学习活动稳固下来，帮助学生积累素材，以便在写作中更
好的运用。 

（二）指导学生写作 
1.结合学生特点，强化写作训练。小学生刚刚进入学习生涯，

可塑性比较强，但是思想不够成熟，性格缺乏稳重，注意力难以
长时间集中，并且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习惯用自己个性的方式
去感悟问题，尊重学生学习的个性化是正确的，但是有的学生在
学习的时候往往我行我素，一意孤行，教师就要发挥自身的调节、
引导作用，依据学生的个性特点，设计不同的写作方法，让学生
自由的发挥与调节，鼓励学生的写作动机，让学生进行正确的写
作训练。 

2.引导学生进行素材积累。素材对学生的写作来说非常重
要，素材是写作成功的保障，学生掌握丰富的写作素材，在写作
的时候会更加游刃有余，如何获取素材成为教师首要的教学任
务。教师引导学生用眼睛观察世界、看世界、看生活，带着火热
的心去热爱生活，从生活中获取素材。生活中的素材具有真实性、
更加具有深层次的含义，素材需要学生反复记忆，建造自己的素
材库，在写作的时候反复使用。 

（三）引导学生在阅读与写作的时候抒发真情实感 
阅读与写作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写作中抒发真情实感，要紧

紧的结合生活实际，不能脱离现实生活，更不能够胡编乱造，阅
读要结合学生生活实际，写作应该建立在学生生活体验上，让学
生与文章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让学生将阅读内容与自己实际生活
结合起来，促进学生在写作中注重情感表达，增加学生的写作素
材。在阅读之后，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写读后感，通过深度思考，
抒发自己对文章的理解，带有真情实感。例如，在学习《海洋—
21 世纪的希望》之后，学生在阅读之后，得知海洋对人类生存
发展的关键作用，学会利用水资源、保护水资源，教师要引导学
生挖掘深层次的含义，体会海洋对人类的价值，树立学生的远大
理想，激发学生保护环境的意识。 

（四）调动学生创作积极性 
小学生的认知能力与身心发展还不够成熟，学生在阅读中带

有盲目性与不确定性，但是小学生具有较强的可塑性。依据学生
的这些特点，教师应该将教学重点放在学生写作积极性上来，点
燃学生的写作热情，引导学生抒发内心的情感，教师还要发展学
生的观察能力，让学生找到写作灵感，提高学生的写作热情，让
学生在写作的时候收放自如，给学生更多的鼓励，鼓励学生大胆
创新，给与学生肯定和鼓励。 

总而言之，在当前的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要促进阅读与写
作的相互整合，在阅读中积累素材，积累写作手法、描述手法，
在写作中进一步的升华与提升，逐渐发展学生的写作能力、表达
能力，提升学生写作学习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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