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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中年级语文开展读写结合教学活动的策略探究
李福连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罗龙实验小学　四川　宜兵　644104

摘　要：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阅读能力以及写作能力是学生们必须要掌握的两项学科技能。同时，这两种技能的教学活动

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必然联系：阅读学习是写作学习的基础保障，写作学习则是阅读学习的拓展延伸。因此，在小学语文教

学阶段，教师们就可以通过读写结合的形式引导学生进行教学渗透，在完善学生思维的基础上，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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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在语文教学的过程
中，写作与阅读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学生只有在阅读过大量
的书籍，形成稳固的知识储备之后，才能够写出质量较高的文
章；与此同时，学生也只有在写过一定数量的文章之后，才能
够形成自主化的思维，能够独立地对阅读素材进行分析，提出
自己的见解，加强阅读的质量。基于此，本文将对如何在小学
语文中年级教学的过程中开展读写结合的活动进行分析。

一、提升教师素养，优化读写教学的效果
在小学教学阶段，由于学生自身能力存在一定的限制，

所以教师的责任就比较重。教师们不仅要对学生进行知识传
授，同时也要对学生进行一定的教学引导。因此，在开展读
写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们就应该注重丰富自身的素养，为学
生提供优质的教学服务，从而有效加强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加强阅读教学，夯实学生的学习基础
总体来说，在读写教学的过程中，阅读与写作都占据着

较为重要的位置，但是由于阅读是开展这一教学活动的基础，
所以教师们还是需要对阅读教学加以更高的关注。首先，在选
择阅读内容时，教师们应尽量选择趣味性较强的文章，保证学
生在接触到文章的时候能够形成主动的了解意识。同时，教师
们也需要选择一些具有一定德育意义的文章，使得学生在阅读
结束后，能够形成一定的自主理解，能够“有话可写”，从而
有效降低学生的写作难度。其次，在进行阅读学习时，教师应
该培养学生正确的阅读习惯，比如做好摘抄笔记、记录好自己
的随笔等等，以此作为写作的素材，提升自身的读写能力。

三、立足学生发展，调动学生的读写兴趣
俗话说，兴趣是推动学生进步最好的教师。在小学教学

阶段，中年级的学生虽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认知能力以及理
解思维，但是其自身的自我控制能力仍旧存在一定的缺陷。
加之外部环境的干扰，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们很容易就会
形成溜号的情况，从而影响自身的学习效果。因此，在开展
读写教学活动时，教师们首要的教学任务就是提升学生的学
习兴趣，加强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

四、依据教学内容，合理地开展读写活动
当前，在小学语文教学的过程中，虽然有一部分教师已

经开始意识到读写结合教学的重要性，并且也能够开展一些与
之相关的教学活动，但是由于方式的不合理，从而导致教学的
效果无法得到提升。因此，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们就应
该做好相关的基础性工作，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度的分析，保
证其与读写活动之间的贴合性，从而有效提升教学效果。

首先，在教学之余，教师们应该注重拓展学生的阅读内
容。前文提及，阅读是写作教学的基础，学生们只有通过阅

读才能够丰富自身的知识储备，从而能够提升读写的质量。
但是，在进行拓展阅读的过程中，教师们也应该注意对内容
进行合理的筛选，针对于一些难度较高、内容主旨较为偏激
的文章一律进行删除，保证学生思维的正确发展，从而推动
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

其次，在开展读写结合的工作时，教师们可以通过随笔
的形式引导学生进行活动。在小学阶段，很多学生都会存在
写作的障碍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写作的难度很高。所以，
在日常教学中，教师们就可适当地转化写作的形式。比如，
在上课之前，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讲述一件自己在生活中遇到
的事情；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鼓励学生一边读一边将自己的
感悟写在一旁，以此加强学生的思维能力以及表达能力，从
而有效提升学生的读写能力。

五、为学生布置课外读写任务
课堂时间是有限的，学生在课堂上所摄取的读写知识也

是有限的，而课外则是一片广阔的天地。为此，小学语文教
师应为学生布置课外的阅读与写作任务，使学生爱上阅读，
并通过持续的阅读活动实现自身阅读量的增加，并通过读写
结合来实现读写能力的飞跃。具体的做法是，小学语文教师
应遴选适合小学生阅读的优秀文章、诗词，将这些文章、诗
词在课上向学生进行推荐，鼓励学生在课外阅读这些作品，
并且做好读书笔记、读书心得。同时，为了确保学生真正进
行阅读，教师应在下次课上挑选出几名学生，向班级同学分
享自己的阅读心得，或者进行读书沙龙等活动，这样将会使
班级学生产生阅读的主动性。当然，教师也可以借助新媒体
这一便捷的工具来进行课外读写任务的监督和查阅。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无论是阅读教学

还是写作教学，都是学生需要经历的教学环节。当学生能够
形成一定的阅读能力以及写作能力时，其就能够形成一定的
自主化思维，能够独立地开展语文的学习活动，从而促进自
身素养的完善。因此，在日常教学中，教师们就需要加强对
这两个模块的教学关注。同时，教师们也可以适当融合读写
结合的思维，引导学生同时开展两项教学活动，促进学生综
合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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