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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教材小学语文“读写结合”的研究
任晓芳

贵州省黔南州福泉市第二小学　贵州　福泉　550599

摘　要：语文教学十分注重读写之间的联系，读写结合符合新课标提出的教学要求，这也是对学生综合能力发展的要求。在

小学中高段语文教学中实施读写结合教学策略，有利于充分展现语文学习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语文统

编教材是一套很好的辅助教学资料，在开展语文读写教学时，教师要对教材内容提起充分重视。因此，本文分析了统编教材

小学语文“读写结合”教学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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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和写作作为语文教学的两大重要板块，两者之间有

着密切联系。处理好阅读与写作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提高课

堂教学效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对于小学语文教学而言，

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一直是主要的教学目标。为了

促进这一目标的有效实现，本文对统编教材小学语文“读写

结合”教学策略进行了分析与研究，以期提升学生的语文综

合素养。

一、小学语文课堂“读写结合”教学的意义

将读写结合模式有效应用到统编版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

的意义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有助于提升小学语文

课堂教学质量，融入了读写结合的小学语文课堂更具趣味性，

教学内容和方式的呈现也更为生动。其次，有利于提高学生

的语文素养，阅读能够拓展学生知识、丰富学生内涵，习作

能够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让学生学会阅读、爱上阅读，

并把在文本阅读、拓展阅读中学到的语言文字内化为自己的

表达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最后，有利于促进教

师专业的发展。小学语文教学中应用读写结合模式，语文教

师需不断更新教育观念，积极探索统编教材特点及有效教学

方法，努力转变教学方式，可促进教师科研能力的提高。

二、小学语文教学中“读写结合”的现状

（一）读写没有做到真正的紧密结合

阅读、写作本就是紧密相连的整体，在学习语文的过程

中，需要先将他人优秀

的写作技能学会，并刻苦努力的重复练习，直至能够将

其灵活变通，合理对其进行应用，将其变为自身所拥有的技

能，最终才能够写出优质的文章。但是，小学语文教师在使

用传统的教学方式时，往往将阅读和写作划分为完全不同的

两方面，并将教材中所提到的阅读以及写作知识照本宣读，

并未制定关于写作以及阅读的教学规划，学生参与练习的机

会少之又少，很难将阅读中所获得的知识与技巧灵活的应用

于写作过程当中。

（二）学生在语文课堂上的热情不高涨

小学生的年龄较小，很难在一件事物上保持长久的专注

力，因此，小学生往往很难在语文课堂上长时间集中自身精

力，极其容易受到外界事物吸引，此时，小学语文教师如果

使用传统、单一的语文授课方式向学生讲述语文知识，强行

将关于读书以及写作的知识内容灌输到学生脑中，则会导致

课堂气氛过于沉闷，难以提升学生在语文课堂上的参与度，

无法激发学生回答课堂问题的热情，使其逐渐对语文课堂失

去兴趣。

三、小学语文教学中“读写结合”的有效策略

（一）重点强调阅读与写作之间的紧密关联

小学语文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的过程中，需要着重强调

阅读、写作二者之间的关联。小学生在阅读方面付出足够的

努力，可以使其在之后进行写作的过程中更加文思泉涌。小

学语文教师在使用读写结合的方式开展语文教育工作时，需

要将课本内容作为基础，鼓励学生更多的阅读课本内容，找

出并掌握其中的具体表达技巧、情感表述方式，并促使学生

将其应用于写作过程中。如果学生不能将自身在阅读过程中

学习到的语文知识进行充分练习，就会产生知识脱节的情况，

无法形成良好的语文知识框架，由此可见，小学语文教师要

合理应用读写结合教学模式。

例如，小学语文教师在讲解统编版《秋天的雨》这篇文

章时，其中“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中使用了比喻的

修辞手法，当学生阅读过课文之后，教师可以在课堂上留出

一部分时间让学生针对此篇文章进行仿写，并且更多的使用

比喻这种修辞手法，从而有效实现学生阅读能力、写作能力

的提升，使其对文章所表达的内容有更加深入、细致的理解。

（二）大量阅读，以阅读促进写作

“以读促写”必须要借助大量的阅读，学生读到不同类型

和不同方向的文章，且能够读懂经典的优秀作品，不单单需

要学生通过表面的文字理解内容，还需要观察作者在分析事

物、表达情意上采取的方法。通过大量的阅读，学生从对文

章的理解深入到明确根据文章如何选材、确定中心、遣词造

句等等，为学生的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教学实践中勤写

勤练，在写作的练习过程中，学生会发现自己积累的素材还

远远不够。通过阅读引路，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

根据中学段学生的学习特点，学生接触写作训练的时间不长，

对于写作的认识还不充分，如何将自己要表达的内容完整地

表述出来，并借助书面语言，避免口头话语言的出现，教师

还需要引导学生学习布局谋篇的方法和具体的表现手法。在

日常生活中不断观察和记录经验，而后从不同的作者那里获

得有效的写作方法，达到以读促写的目的。

例如，在学习统编版《观潮》时，教师组织学生自主朗

读课文，并根据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将课文分为几个部分。这

篇课文在阅读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观潮胜地的景物与江面的

特点，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应用了很多词语，形容江面的特点、

形容人们的表现等，在整体上凸显了“潮”的写法，学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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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相关信息时也能够充分了解钱塘江潮。结合影视片段，

让学生对课文中潮水的描述从抽象变得具象，同时，迁移学

生的学习经验，让学生阅读王鲁彦的《听潮》，将学生在本节

课了解的有关观潮的经验迁移到新的文章的阅读中。通过阅

读的引路，学生分析并对比两篇文章在描写方法上的不同点

与相同点，围绕“潮”引导学生展开讨论：如果让学生描述，

学生会选择用怎样的表达方法？从两篇文章的某篇布局来说，

《观潮》是通过时间顺序描写的，而《听潮》将作者的听潮经

历和故事融合在一起，更强调人与物，情感与态度的同时传

递。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经验，引导学生采取自己的语言描

述，锻炼学生的表达意识，让学生从两篇文章的对比阅读中

收获更多的学习信息。另外，还可以广泛联系学生的生活经

验，学生在生活中是否有观潮的经历，将其从学生的经历中

剖离出来，引导学生结合自己当时的感情，采取正确的表达

方式将其表述出来。

（三）组织课外阅读，加强读写结合的普遍性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对小学生的阅读量有明确规定，但是

学生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大部分接触的都是教材中的文章，

能够进行课外阅读的机会很少，而课外阅读是读写结合教学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课外阅读量少会直接影响到学生读写

技能的提升。因此，为了帮助学生达到新课程的要求，教师

必须组织学生进行课外书籍的阅读，促使读写结合教学可以

全面开展。

例如，教学完统编版《父爱之舟》后，教师可以为学生

寻找到一些与课文内容相接近的文章，组织学生进行主题式

阅读，比如罗伯特的《父子的世界》、傅雷的《聆听父亲》

等。阅读之后，引导学生对文章中表达方法的异同点进行归

纳和总结，以此形成对比，促使学生对这类文章的表达规律

有所把握，以此提高学生的学习经验。这样学生在之后的阅

读过程中发现了相似的表现手法，就能更快更准地把握文章

中的思想情感，有利于学生阅读效率的提升，久而久之，这

种写作方法也就形成了学生的写作经验，学生可以进行灵活

运用，从而促使读写结合的教学效果得以体现。

（四）强化读写结合，鼓励学生采取多种写作方式

在阅读的基础上进行缩写、仿写和随笔练习等，都是为

了鼓励学生将自己在阅读中的收获，通过写作的方式表现出

来。读和写是相互促进的，重视多种写作方式的写作训练，

让学生在写作的过程中巩固阅读知识，能够达到以写促读。

根据学生思维发展的规律，从具象思维向抽象思维逻辑的形

式过渡，不强求学生采取各种写作技巧和写作方法，而是通

过结构段式相仿的段落供学生分析，让学生积累感性的学习

经验。在此基础上，模仿优秀作品的结构和表达方式，让学

生以相同和相近的题材写作，这主要考查学生对信息的整理

和重新组织能力，借助与他人相仿的表达方式，整理自己的

思维逻辑，锻炼学生的写作思维，让学生的头脑中呈现出整

个写作的框架。另外，随笔练习不强调统一的写作格式，但

是更加注重学生对日常生活的观察。

三、结语

总而言之，小学语文教师要将“读写结合”教育模式重

视起来，找出自身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找

出合适的方法改正自身的教育思想以及方法，合理利用读写

结合教学模式，重点提升学生的阅读水准以及写作水平，为

学生之后的学习以及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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