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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读写结合教学初探
欧达会

贵州省册亨县田坪小学　552200

摘　要：语文是我国教育体系中最为基础的语言教学科目，而阅读能力则是学生在语文学习、其他学科学习以及未来生活及

工作中要具备的基本能力之一，同时写作也是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内容，是考察学生表达能力、语言运用能力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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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学生来说，阅读、写作均是难度较大的内容，这

与小学生语文知识匮乏、生活经验少有关，而最主要的还是

传统教学中阅读、写作教学单独开展的模式，新课改背景下，

这种模式已经无法实现语文教学的新目标，也无法显著的提

升学生阅读、写作能力。因此，近年来，读写结合模式在小

学阅读教学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旨在发挥两者相互促

进的作用，丰富阅读、写作资源，提升小学生读写能力。

一、小学语文读写结合教学的现状与价值

（一）现状分析

首先，读写结合模式虽然在理念上被很多语文教师认可

并在教学中得以应用，但是其效果却不容乐观。究其原因，

是因为传统教学模式已经在教师心中根深蒂固，教师们难以

突破心中的壁垒，阅读、写作之间的结合过于生硬，或者形

式化。比如，对阅读教学中一些美文、美句的掌握采取了死

记硬背的方式，在写作时将其完全照搬，没有指导学生提炼

精华内容以及对其进行灵活变通的能力。其次，选择的读物

不符合小学生知识水平，不利于对小学生行为及观念的正确

引导。比如，小学生读物的需求量非常大，为了追求利益，

对小学生读物的内容及质量没有把好关，有些内容血腥、暴

力，有些内容错误频出，这些情况主要出现在课外阅读中。

如果教师没有对学生的课外阅读予以重视和引导，就难以借

此锻炼学生阅读、写作能力。

（二）价值体现

如果科学、合理及有效的运用读写结合模式，其能在小

学语文教学中发挥重要价值。其一，传统阅读教学并没有与

写作结合，学生阅读的过程就是简单的熟悉文本、学习生词，

而没有对文本进行深入的思考。如果结合了写作，就可以促

使小学生对文本进行深入的挖掘，对其中蕴含的情感及思想

进行深入的体会，这就促进了小学生对阅读内容的理解和掌

握。其二，整合资源，读、写分离式教学中阅读资源、写作

资源都是不同的领域，而读写结合模式中，阅读可以为小学

生提供丰富的写作素材，除了阅读内容中优秀的词句、段落

以及各种修辞的生动运用，还可以从中学习到文章写作的结

构等内容，实现了读、写领域的融合及资源的整合。其三，

读写结合可以激发小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等，培养小学生

生活观察能力，促使小学生主动表达，提升其读写兴趣。

二、小学语文读写结合教学策略

（一）读后感练习

学生读写能力训练有仿写、扩写、续写、读后感等多种

方式，其中在教学中最常用的就是写读后感。学生阅读完文

本后，需要将文本的情感、自身对文本的理解、自身的情感

进行融合，从而激发自身情感与文本情感之间的共鸣，然后

以写作的形式将这种情感表达出来，就是读后感。可见，读

后感是作者与学生之间进行的情感交流，要以文本的表达以

及学生对文本的理解为基础，文本的表达体现的是作者的情

感，而对文本的理解体现的是学生的情感。因此，教师经常

通过让学生写读后感的方式来锻炼学生读写能力，同时促进

学生对文本的深入思考和理解。

如：《海上日出》中，以海上日出的景色作为主题，通过

描写其自然环境来表达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教师让学生写

此文的读后感，首先要在阅读教学中详细的向学生讲解这篇

文章，通过多媒体来播放海上日出四季的美景，以视觉上的

刺激来激发小学生对大自然美景的向往。然后，让小学生思

考读这篇文章内心有怎样的感受，有的小学生在读后感中仍

以四季之景为主线，将其中的事物进行了拟人化，添加了故

事、对话，使文本内容更加生动、想象；有的小学生由此想

到了当前的环境污染，提出了环保、绿色生态的理念等等。

读后感写作加深了学生对文本情感的深刻体会，还促进了学

生的情感表达，从而提升了小学生读写能力。

（二）仿写练习

仿写是读写结合运用的一种重要方式，不仅可以帮助小

学生积累大量的优秀词句，还可以锻炼小学生对文本知识的

灵活运用。仿写的内容包括遣词造句、修辞、文章布局等等，

在仿写过程中，学生首先要完全理解文本的涵义，其次要挖

掘文本的关键信息，也就是要“仿”的内容，再次要发挥自

己的想象力，对原有文本进行有规律的创造，使其在形式上、

内容上等方面达到相似的效果。可见，仿写不是完全的创新，

而是有规律、有模式的效仿。在实际教学中，仿写的应用非

常局限，很多教师仅仅是要求学生对造句或者修辞进行仿写，

而在段落仿写方面对小学生进行训练和指导。但是，词语的

造句以及句子的修辞表达内容都太短，没有连贯性，不足以

充分地激发小学生在读写方面的潜力。因此，教师可以将仿

写的范围扩大到段落仿写、布局仿写等更多方面。

如：《麻雀》一文的教学后，教师让学生结合这篇文章进

行仿写练习，让小学生自己选择一种动物，比如猫狗等等，

想一想它们有哪些特点，而其所到之处的景物又会发生什么

样的变化，比如下雨的时候很多东西猫会被淋湿，但是蝌蚪

会成长，雨过就会天晴，还会出现七色的彩虹等等，这些都

是可以在仿写中体现的内容。

（三）续写、扩写练习

续写、扩写既有所相交，又不尽相同，续写练习主要锻

炼的是小学生的想象力以及对文本的理解能力，续写多是以

教材文章的结尾为起点继续对内容予以延伸，是“成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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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扩写，续写的内容以教材内容为基础，但是可独立于教材

之外。而一般的扩写是对文章内部的空白之处或者简短之处

进行补写，是一种“丰富型”的扩写，是一种补充，扩写的

内容要完全符合教材的人物设定以及事件脉络、因果关系等。

可以说，续写主要是想象，而一般的扩写主要是逻辑。但是，

这两者均可以促进读写结合的开展。完全脱离生活的写作是

没有任何意义的，好的作品不仅语言生动、逻辑合理、情节

饱满，尤其在情感上可以感动人，甚至感化人，而情感的产

生必然以生活经验为基础，因此，写作需要贴近生活、延伸

生活，这是灵感的源泉，也是对读写产生兴趣的基础。首先

说贴近生活的读写，教师要挖掘阅读与生活中的联系，比如

阅读景物类的文章，教师就可以带领小学生去郊游，置身于

大自然中，近距离的观察一草一木，感受风吹、阳光，然后

再让小学生结合经历来抒发真实的感受。

以《琥珀》为例，这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石头，教师可以

用多媒体设备播放图片给学生们观看。再如，阅读人物类的

文章时，教师可以让小学生根据自己生活中的人物形象以及

有关的故事来写一写，以小学生熟悉的情境来练习写作，就

可以提升其写作的兴趣。其次，延伸生活的读写，对生活的

延伸是从文本的内容延伸到对生活的思考而进行的写作，是

对小学生想象力及创造力的开发。

（四）培养学生良好读写习惯

习惯的培养需通过长期坚持一种行为而逐渐将其转化为

自身主观能动性，养成一种习惯有主动和被动之分，小学生

是比较缺乏学习主动性的，培养他们的习惯一方面要通过调

动他们的兴趣来激发其主动性，一方面要通过不断地要求和

反复地训练来弥补其被动的状态。一旦养成良好的习惯，将

对小学生终身发展发挥着积极的影响。读写结合模式中，教

师可以培养学生边读边写的习惯，写的内容可以是学生认为

比较优美的词句，可以是学生读到某处后的内心随想，或者

是学生产生的疑惑或者感悟等等，通过勾画、标注、摘抄等

方式记录下来，不用拘泥于写的是否合理、是否规范、是否

优秀，主要目的是促进学生表达的积极性，提升其表达意愿

与兴趣，给予其自由发挥的空间，同时加强阅读过程中对文

本的深入思考。

如：《母鸡》中，教师问小学生在阅读文章后你想到了什

么？生活中见过哪些像母鸡一样的人和事？让小学生将这两

个问题的思考结果写下来。在这一读写过程中，教师通过问

题引导了小学生读写思路，又促使小学生想象来调动小学生

读写兴趣，以训练其读写习惯。

三、结语

“读”是吸收，“写”是释放，读写结合的过程就是学生

吸收知识营养又将知识运用的过程。因此，在读写结合运用

中，我们要考虑需要学生吸收的知识有哪些，如何让学生掌

握知识运用。阅读教学中，学生可以学习字、词、句，可以

体验情感，激发兴趣，写作教学中，学生就要将字、词、句

和自身的情感结合起来去表达。清楚了这些，教师就可以培

养其读写习惯、锻炼其读写能力、激发其读写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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