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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阅读教学中读写结合的有效渗透 
——读《“教课文”到“教语文”》有感 

赵娜 

（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实验小学） 

摘要：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也是小学语文教学的主线。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如何有效
的通过阅读教学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是当下重要的课题。本文结合平时的教学经验，力图阐明自己在小学
语文教学中有效渗透读写结合的教学思路，进一步探究小学语文教学中读写结合训练点，依托教材巧寻写
作契机，力求把乏味的课堂活跃起来，拓展学生思维，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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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

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是认识世界、认识自

我、进行创造性表述的过程。”写作如此重要，但写

作能力的提升是一项长久而艰难的任务。古人云：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长久以来，我们自然

会形成一种刻板印象，那就是书读多了自然就会写

作了，但实践中并非如此，有的学生读了很多书但

无从下笔。归根追究原因在于读中缺乏指导，学生

在阅读时没有掌握作者的写作技巧，没有形成一定

的语言积淀，所以，阅读是写作的根基，阅读的过

程更应该是不断积累的过程，通过阅读，我们一边

积累语言的表达方式，一边积累作者情感的宣泄方

式。正如人们说的“当积累达到饱满程度后，学生

写的话就变得真切感人，而这一切，得归根于教师

有效的阅读指导。” 

对于语文学科而言，阅读与写作是贯穿学习始

终的 2 条主线，它们各有其特点又相辅相成，那么，

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如何有效的通过阅读教学

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是小学阶段要解决的核心问

题。在语文阅读中很多学者倡导以读促写、读写结

合的方式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但实现读写结合

的关键在于深度挖掘教材找好读写结合的训练点。

在日常的教学中，我们精心寻找读写结合点，依托

教材巧寻写作契机，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重情感、写感言。 
学完一篇课文，写感想感言是过去常见的写点

训练。随着新课程的改革，再考虑到读写结合的训

练的时间性和创新性，这种侧重写心得体会的读写

结合的方式已经悄然退出我们的课堂。 

二、抓修辞手法、仿写句式。 
对于句子的仿写是教学中常用的训练点。从低

年级开始，我们就注重培养孩子仿写一句话的能力，

随着年级的升高，仿写句子的难度也逐渐提高，通

过日常的训练，孩子们不但能明确写的目标，而且

有效抓住仿写的关键点来进行写作。如在教学《桂

林山水》时，我们抓住对漓江的水的特点的描写的

句子来设计写点，一方面要求突出事物的特点，另

一方面要求运用排比的修辞，在清楚的目标引领下，

孩子们自然写出了很多优美的排比句。 

三、重内容和结构、仿写片段。 
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曾说：“语文教材无非是

个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习

阅读和写作技巧。”处于低年级的学生，他们的模仿

能力强，我们可利用这个特点，精心选择易于模仿

的课文片段，对学生进行有效的片段训练。我们一

般从片段的内容和结构上来设计写点，如四年级上

册《白鹅》一课，我们设计的内容是“选择一个你

喜欢的小动物，仿照白鹅走路这一段，运用比喻、

对比等修辞手法把它的特点写具体写清楚”，从结构

上来看，我们侧重于训练学生围绕一个中心句写一

段话。当学生有效的捕捉到作者的写作技法，然后

内化为自己的东西，这样进行写的要求就不再是难

题了。 

四、抓住“空白”、展开想象。 
小学生具有超强的想象力，他们的想象不受时

空的限制，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利用这一得天独

厚的优势，我们常常设计补白式或者续写式的读写

结合训练点。教学《触摸春天》时，我先打开孩子

们的思路，将他们引入情境，我们仿佛同盲姑娘安

静一同流连于花丛中，当安静张开手指放飞蝴蝶的

那刻，她仰起头来张望，当孩子们闭目用心感受放

飞蝴蝶的刹那，我设计了写点“安静四处张望，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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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孩子们的想象出人意料，又那么贴近

安静的内心世界。另一种是对续写。对于文章的结

尾或是是故事情节作者有时采用省略的方式呈现给

读者，而续写不仅能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更重

要的是让学生插上了想象的翅膀，提供给他们想象

的机会和空间。俗语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

姆雷特，续写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对写作的热爱。

此外，我们还常常利用插图续写故事或者偶尔也进

行改写式的训练，不管何种形式，我们的目的是激

发学生的写作兴趣，为整篇文章的写作奠定夯实的

基础。 

总而言之，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是密不可分的。

正如古人常说，阅读是成根，那么写作就是叶子，

只有根深才能叶茂。我们深知只有通过多阅读、多

积累才能逐渐提高学生的习作能力，但写作更是一

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只有我们将作者的语言表达方

式以及情感的宣泄方式真正内化为自己的东西，这

样写作才能得心应手，而这一切需要教师通过阅读

教学有效引导。因此，进一步探究小学语文教学中

读写结合训练点，依托教材巧寻写作的契机，只有

这样日积月累的训练，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生

的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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