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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教学中的读写结合方式探究
张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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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阅读是一个人提升理解能力的基本方式，写作则是考验一个人阅读能力高低的评判方式，培养一个人的读写能力非

常重要。初中阶段是一个人提升读写能力最重要的时期，这时的学生处于不知道却又想知道的时期，对于知识的渴望是最强

烈的，接受能力是最迅速的。如果他们接受的是积极的教育，那么他们的思想就是革新的；如果他们接受的是消极的思想，

那么他们的思想会带有负面性。读写方式结合对于学生来说正是一种全新、积极的方式，是知识运用的一个过程，既为教师

引导和鼓励学生，训练名篇佳作的阅读能力提供了方法，又能使学生从阅读中学会写作的手法，了解名家在写作当中的思想

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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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教学中，写作和阅读是至关重要的两个部分，

二者紧密相连，在教材之中关于写作的训练也都是从单元课

文的共性中设计出来的，所以初中语文教师应该重视学生的

读写能力，将阅读与写作结合起来，在阅读中渗透写作，在

写作中融入阅读。因此，广大教育工作者应该注重对语文读

写结合的深化研讨，创新教育方法，增进语文教育的发展

实效。

一、利用文章仿写实现读写结合

第一，仿写句子

句子是构成文章的基本元素，在汉语中句子通常是由

主、谓、宾、定、状、补六种成分组成，不同的成分所包含

的词汇种类和内容也不相同，这些无一不体现出我国汉语语

言的博大精深。在句子中学生能够正确地使用词汇、标点符

号、修辞手法等是对学生最基本的要求。在语文课文中包含

了大量优秀的句子，无论是在句子结构上，还是修辞手法上

都值得学生参考借鉴，因此老师可以选择优秀的句子让学生

进行仿写。仿写句子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形似”的仿

写，另一种是“神似”的仿写，所谓“形似”是指在句子的

结构上相似，而“神似”是指在句子的中心思想和情感上相

似，但是在仿写句子上通常要求学生能够两种兼具。例如在

课文《故乡》一课的教学中，老师可以让学生先找出作者描

写闰土的优秀的句子，并以小组为单位分析这些优秀句子好

在哪 ? 都包含了哪些元素和修辞手法，最终对这些句子进行
仿写，描写自己身边熟悉的人。

第二，仿写段落

在阅读教学中，大部分文章中都有一两段精美段落，比

如以人物为主题的文章中就包含细致的人物肖像描写或者人

物心理描写、动作描写等，以景物为主体的文章中就包含细

致的景物描写。这些精美的段落不仅是语句优美，用词准

确，表现手法丰富，同时在段落结构上也各有特色，比如有

的段落是总分的结构，开段第一句先总体概括，再进行细致

的描写；有的段落结构是并列结构，这种结构在景物描写中

比较常见；有的段落结构是转折结构，通常是用“可是”“但

是”“然而”等词汇进行内容的转折，给文章增添戏剧性，起

到吸引读者眼球的效果。通过让学生对好的段落进行仿写，

可以不断提升学生写作总的段落结构技巧，提升文章整体的

写作质量。

二、利用文章改写实现读写结合

第一，扩写文章

扩写文章通常是在原有文章或者原句的基础上加上一些

修饰性的语言，使文章内容更加具体、生动。在文章扩写的

练习上老师可以让学生先进行句子的扩写，通过添加恰当的

修饰词来增加句子的文学色彩。初中语文课文中的文言文也

是很好的文章扩写素材，文言文具有言文分离、行文简练的

特点，可以让学生用白话文进行文言文的改写，将文言文改

写成故事。例如初中课文《狼》《出师表》等。

第二，缩写文章

缩写是与扩写截然相反的读写训练，在进行文章缩写时

不仅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同时对于学生文章理解

能力、归纳总结能力等就能得到有效锻炼。缩写文章中通常

会选择一些篇幅较长，并且故事情节较为复杂的文章，比如

在学习课文《智取生辰纲》时，老师可以让学生进行课文的

阅读和理解，然后根据自己对课文的理解来进行文章的缩写。

第三，续写文章

续写文章方面的训练是指根据文章内容以及故事情节的

发展情况充分发挥想象续写文章内容。例如初中语文课文

《最后一课》就是一个典型的文章续写材料，在完成课文阅读

教学后，老师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以及内

心情感对最后一课放学后的故事进行续写，不用限制学生的

写作方向，完全可以从多个角度自由发挥。通过对文章的续

写不仅可以表达学生阅读后的情感，同时也能够提升学生的

思维想象力。

三、结束语

所谓读写结合方式，就是让学生将阅读和写作联系起来，

充分融合。让学生徜徉其中，畅所欲言，言无不尽，这样不

会打击学生的自信心，也能提高学生对教材的理解，这种方

式不仅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增强了教学效果，而且能为枯

燥无味的课堂增添了许多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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