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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推行，对语文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语文教学中的阅读和写作是两大教学难题，为了提高阅读和写作教学质量，

读写结合教学策略应运而生。小学语文教学中，读写结合能够提高学生阅读积累能力、语言运用能力和写作能力，实现阅读和写作共同的提

高。本文主要分析了实施小学语文读写结合教学策略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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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小学语文新课程改革程度的不断加深，当代教师已经对语文教

学模式、方法和理念进行积极的创新。但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逐步

发现，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与写作能力并没有得到平衡发展，没有达到

理想的教学成果。针对这一现象，教师提出了读写结合的教学思路，以

求将阅读与写作相互融合，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 

1 读写教学的意义 

阅读和写作是每个人在语文学习中必须要掌握的基本技能，读写能

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分析能力和创造能力的提高，在一个人的成长、发

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首先，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必然会

通过自己的理解方式对文本进行加工，对文章主旨进行理解。在这个过

程中，学生可能会遇到一些自己想不明白的问题，他们就会通过思考、

询问来解决头脑中的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

此外，对文本内容的加工、对文章结构的解读本身也是一种分析过程。 

其次，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阅读是一种视觉体验，通过单

纯的文字来感受作者想要传达给我们的感情。在阅读过程中，学生想要

对作者笔下的世界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就要通过自己的想象，在自己的

脑子中建构一个世界，这个过程就是创造的过程。 

2 突出一个“趣”字 

趣，就是激发学生读写的兴趣。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方法很多，诸如

创设情境、开展竞赛、巧设问题、电教手段的使用等等。如有老师在教

学《周总理借书》一课前，翻阅了大量资料，写了一篇充分体现总理一

生鞠躬尽瘁、大公无私精神的短文。当他声情并茂地读完时，自己都感

动得流泪了。学生也受到了老师的感染，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深刻地

体会总理精神的伟大，他们体会词句的那种精细程度是以前没有过的。

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能够表现出超常的勇气、毅力和智慧。当然，学生

的兴趣往往是不持久的，我们要注意调动学生思维的主动性。一是当学

生认为对课文内容理解得差不多，没有什么可想的时候，就追问一个可

以加深理解的问题。二是当学生思考遇到困难时，就提出有点拨作用，

能使学生豁然开朗的问题。三是当学生的思维处于抑制状态，不愿意思

考问题时，就提出可能引起争论的问题，以激发他们探讨的兴趣。四是

当学生满足于自己能从一个角度提出问题时，就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他们

没有想到的问题，学生有了学习兴趣，就能积极主动地学习。 

3 作文讲评，使写作更上一层 

作文讲评是写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讲评的过程中学生会

得到不同人不同角度的表扬和指正，也能更好地让学生知道自己在写作

过程中的不足，只有在反思中不断的改正总结才会得到真正的进步。学

生互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这样不仅能和同学相互学习开拓思路，

又可以站在别人的角度客观的看待自己的作文，达到全面发展的目的。

老师批阅的作用尤为突出，是同学可以找到正确的方向。通过老师的批

阅找出优秀的作文，供全班学生学习参考。最后学生自己根据自己的反

思老师的评语，对自己的作文进行修改。 

4 加强对课外阅读的指导，积累写作素材 

大量的阅读能够为写作积累知识和素材，而写作也需要充足的阅读

作为基础。不管是阅读教学还是作文教学，都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读写结

合，才能达到好的效果。教师在读写教学中，虽然要充分重视课本教材，

但也不能仅局限于教材中，要主动发现和搜集优秀的课外文章，以丰富

学生的阅读量、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为学生写作积累丰富的素材，使其

在写作时做到信手拈来。例如，在学习唐诗时，教师可以教材选择的唐

诗为引，让学生阅读同一诗人其他的名作或者同时代的其他优秀诗作，

这样不仅能将课内教学和课外教学有机结合起来，也为增加学生知识广

度和深度有重要作用，让学生积累丰富的写作素材。 

5 生活写作，写作生活 

我们常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读破万卷书，下

笔如有神。”由此可见，阅读与写作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在小学语文

教学中，刻意地去分割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很难取得有效教学突破的。

基于此，笔者认为，实施四年级语文读写结合教学方法，甚为必要。有

了现实生活作为庞大素材基础，教师可让学生直接将生活见闻、心得感

受写进作品，基于真实之下产出的文章才有真情实感，才能走出“假”、

“大”、“空”的传统诟病，使学生爱上写作。利用生活这一每日俱新的“活”

源泉，将现实生活并入写作学习中，引导学生更多的关心身边事物，定

期举办有如“时事小讲台”这类活动让学生自由发表看法，锻炼口语表

达能力与之深思能力。当然，更重要的是藉此使得学生学会了对生活的

观察，继而为此后的作文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与不绝的灵感。 

小学语文教学中合理运用读写结合策略，有助于提升小学生读写能

力，要求教师掌握正确的教学方法与策略，引导学生通过写作掌握阅读

方法与写作技巧，实现综合素质的提升。读写结合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

模式和理念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有着较高的应用价值。作为教师，我们应

积极探究读写教学的有效教学策略，以读促写，以写促读，将二者巧妙

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二者结合教学的优势作用，从根本上促进学生写作

能力和阅读能力的提升，使语文教学绽放出全新的光彩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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