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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初中语文教学中阅读与写作融合的有效策略
肖　斌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新联学校　江西　南昌　330213

摘　要：初中阶段写作课程与阅读课程的融合教学，这是一种新型的模式，需要语文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不断进行实践和探究，

当二者的优势发挥出来，可以增强初中生群体的学习效率和文学素养，提高初中阶段语文学科的教学品质。因此，在初中阶

段开展语文学科的教学工作需要将写作课程与阅读教学活动相结合，发挥二者的优势，以提升语文学科的教学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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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练出来的，更是需要感悟的，与初中生的阅读与

文本的感悟是紧密相关的。通过阅读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初中

生掌握更多写作所需要的素材，感悟更多文章的灵感与思想，

但如果无法将感悟到的内容以文字形式进行转化，并及时进

行巩固，就容易导致写作素材出现流失的问题。若只重视开

展写作训练活动，而忽视阅读课程的开展，也会使学生由于

写作素材的缺乏而使写作训练任务无法完成。基于此，本文

分析了现阶段初中语文学科在写作课程和阅读课程的融合过

程中存在的不足，探讨了相应的改善策略，希望能为初中阶

段语文学科教学品质的提升提供帮助。

一、现阶段初中语文学科在写作课程和阅读课程的融
合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一）学生缺乏对阅读课程的学习兴趣，没有明确的阅读

方向

由于应试考试带来的压力，让学生从心底觉得只有成绩

好，才能说明能力强。不少学生身上担负着非常重的学业负

担，极少有能够供自己支配的时间，而初中生阅读所需要的

时间也往往被应试考试的各种训练所占用，在初中生心中阅

读方法并未得到准确的定义，也不知应当阅读些什么书目，

这无疑给学生群体的成长造成了一种十分迷茫的状态，而这

一阶段正是初中生个人思维活跃，充满对新知识和新事物兴

趣的时期，这种兴趣往往无法稳定、持续发展。如果语文教

师未能加以及时引导，加之初中生判断与选择能力较弱，这

些因素都会给初中生的阅读能力的发展造成十分不利的负面

影响。

（二）传统阅读和写作教学方式对初中生的发展产生了

制约

传统的语文学科教学方式使得很多初中生对语文知识的

学习丧失了热情，而语文老师也总是认为只要完成教学任务，

将准备好的教学素材讲授给学生听即可，却忽视了对学生认

知程度的关注。初中生理解能力有限，生活阅历不足，导致

他们在进行阅读时无法完全理解文本所表达的中心思想。而

写作训练也是如此，在写作训练的选题、制定题目以及选取

提议的过程中，老师往往并未关注到题目所涉及到的内容与

学生的生活实际是否是紧密相关的，而这一点恰是写作成功

的关键。写作所需要的想象力不能只停留在空想的层面上，

实践是习作训练最好的指导老师，如果写作无法以实践作为

支撑，那这样的文章将会成为缺乏灵动性和水源的湖泊。

（三）阅读量的缺乏导致写作能力难以提升

初中生若在阅读领域存在问题，那么也会对其写作产生

影响。若缺乏较大的阅读量则会使作文出现无从下笔、缺乏

写作素材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在于初中生的课余时间很多

都被学科作业所占用。另外，初中生由于生活经历、认知能

力及水平的限制，虽然有时想要阅读，但看的却是对写作和

语文学习没有价值的文献，无法提升个人的写作能力，还会

为自身发展带来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初中阶段学生心理发

育仍然不够健全，他们往往存在观察力缺乏、兴趣不稳定的

年龄特征，无法细致、全面地关注身边的生活，上述因素的

缺乏都使得初中生在进行习作练习时无从下笔，只能写出一

些走马观花的事情，使文章阅读起来毫无生动性可言。

二、现阶段初中语文学科写作课程和阅读课程的有效
融合路径

（一）重视心灵上的共鸣，以此来激发初中生的创作潜能

现阶段不少初中生无法用鲜活的语言文字来对自己内心

的情感进行描述，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也没有自己比较感

兴趣或引起共鸣的话题来进行文章写作。要解决上述问题，

就应当从强化初中生群体在阅读过程中的情感效应着手，鼓

励学生要带着情感来阅读文章，感受作者在文字背后所要表

达的思想情感，只有学生能够与作品所要表达的情感，产生

心灵层面的共鸣，才能使阅读教学的目标得到实现，给学生

的写作提供更多的素材和灵感。以《伟大的悲剧》这篇课文

的教学为例，教师和学生通过阅读课文，感受斯科特等所经

历的跋涉是怎样的艰苦卓绝，他们的灵魂是如何坚强不屈。

在看到那些鲜活的生命只能离我们远去时，大家都会受到强

烈的震撼和感染……在为他们进行墓志铭设计时，由于学生

们和作品产生了心灵层面的共鸣，导致学生的创作充满感情

色彩和艺术气息。这种类型的写作训练可以让学生意识到情

感的抒发和表达，可以实现以情动人的写作目标，而这也是

文学作品创作最为重要的灵魂。

（二）培养初中生群体的创新意识，开展专题式的写作

指导

初中阶段语文学科写作和阅读课程的教学两者应当是创

造和借鉴的关系，在学生对范文进行了阅读之后，可以从中

领悟到文章的表达方式、写作主旨和技巧，再通过个人思维

的改造和加工，把从阅读文本中学到的内容转化为自身的写

作素材，以此来培养个性化的创作风格。阅读和创作之间存

在互补关系，这一关系是指从阅读阶段到写作阶段，再由写

作阶段重新返回到阅读阶段的这一过程，学习文章在表达修

辞、段落安排与衔接以及素材应用等诸多方面的写作技巧，

使初中生可以根据自己在写作训练时经常出现的问题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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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和参考的要点，以吸收优秀文章精华为基础，来扩展初

中生的文章创作思路，使其创新能力得以快速增强，写出生

动新颖且具有特色的文章。上述写作训练方式不仅是对初中

生群体迁移思维的训练，还是对初中生群体创造性的培养。

（三）以写作来促进阅读，增强初中生对阅读的兴趣

写作可以说是对阅读素材另一种形式的应用，同时也可

以增强初中生群体的阅读水平。在初中阶段语文学科教学中

开展写作训练，可以和阅读课程的教学紧密结合起来，通过

写读后感这种任务形式来强化初中生对所阅读文本内容的认

知和理解。可以运用写评论的创作形式来鼓励学生表达自己

对某种事物、文章或人物的看法及观点，上述写作训练方式

有利于强化初中生群体的语言表达能力。语文老师应当教授

学生选择文体的方法，有效借鉴阅读内容当中的有效表达方

式和修辞手法，让学生有针对性地积累写作素材，写作练习

的顺畅也会反过来增强初中生对阅读的热情。如描写人物的

写作训练时，语文老师可以为学生留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

使他们可以对写作的主体进行自由选择，既可以是朋友同学，

也可以是亲人或著名人物。接下来，语文教师再及时引导学

生对之前所学过的《纪念白求恩》和《邓稼先》这两篇课文

进行回顾，分析这两篇文章是如何对人物特征进行把握的，

是怎样将人物精神进行突出描写的。最后，让初中生在借鉴

学习的基础上，灵活运用上述技巧，使学生对人物的刻画和

描写可以更加细致、到位、全面。再以《屈原（节选）》这

篇课文的教学为例，语文老师可以引导学生在进行文章阅读

时，对作者在人物刻画上使用的写作手法进行仔细分析，感

受作者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分析上述问题，有利于帮助

学生更加透彻地了解文章内容，激发出初中生群体的阅读兴

趣，使学生可以在日后的创作中合理运用和借鉴上述写作手

法，学生的习作可以变得更加有文学性，更加出彩。同时也

能使初中生群体的写作能力获得快速提升。文章写作实际上

是充满学问和技巧的，语文老师需要引导学生在进行文章阅

读时，不断丰富写作方法，从而让个人的知识储备更加深厚，

写作技巧更为完善。

三、结语

综上所述，语文学科是初中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写作是语言应用能力的综合体现，阅读是语言审美体验的探

究过程。两者本来就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两者结合的教学

能有效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初中语文最重要且最难的教学

内容就是阅读部分，而实际上阅读可以提高初中学生的写作

水平，是提升学生写作能力的最佳途径。如果教师能够利用

好阅读教学课堂，帮助学生以阅读促写作，让学生通过阅读

热爱写作，将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语文核心能力和素养，帮

助学生在考试中取得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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