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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阅读和写作是初中教学当中的重点和难点，同时也是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基础和综合应用能力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开展当下的语

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要对初中阶段的教学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在掌握学生的语文水平和理解能力之后，科学合理的对阅读和写作内容进

行全面的整合，利用多元化的方式和多媒体技术来开展阅读教学和写作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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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的初中语文阅读和写作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必须要对教材内

容进行全面的剖析和了解，充分的掌握教学目标和教学难点。然后，全

面的将学生作为课程的中心和主体，以学生的个体差异为参考依据，根

据学生阅读写作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来对实际的教学方案进行有效的调

整。与此同时，教师还需要加强和学生的交流互动，及时的利用有效的

方式来引导学生解决问题。 

1 重视在阅读中积累 

传统语文教学，往往是阅读、积累、写作三者的独立教学，并没有

把三者真正统一起来，而新课程标准则强调教学资源、教学手段的整合，

它指出：语文着力强调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深广影响，强

调拓宽语文学习和运用的领域，注重跨学科的学习和现代科技手段的运

用，使学生在不同的内容方法的相互交叉、渗透、整合中开阔视野。这

不仅打破了原来的照本宣科，提倡“用教科书教”，而且还提倡研究性、

探讨性、自主性的学习方式，主张师生、生生、人机等多种互动的学习

方式，使语文教学的视野一下子开阔了许多。 

在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进行词句积累，可以先让学生摘抄优美的词

语和精妙的句子，并结合特定的语境进行理解，然后再创造性地运用语

言。在阅读教学中还可以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片段，有感情朗读或背

诵。阅读是一种情感的释放，写作是一种情感的内化。学生在读中明意，

读中感悟，读中吸收，日积月累，词汇丰富了，写出的文章也就充实了。

学生赏析语句时，还可以在书上做批注，或写出自己的感受。 

阅读教学后进行仿写、叙写，趁热打铁，读写迁移，是练习写作的

好时机，学习《理想》时，我就让学生仿写诗歌第一节，写几句话：

“爱心是——，爱心是——，爱心是——，爱心是——。”总之，学完人

物篇仿写人物，学完景物篇仿写景物，学一类，仿一类，让学生有样可

照，仿的轻松练的愉快。从学到仿，然后是创造写， 后是学会写，写

出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2 写作中输出情感体验 

2.1 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不仅能体现在写作中，也是阅读中不

可或缺的要素，学生在写作中涉及到审题、选材、立意、某篇布局、写

法运用等众多的环节，这些环节的情感锤炼和总结，在各种阅读过程中

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2 写作中的写法和经验积累是提高阅读质量的前提 

在阅读中，小至字词的领悟和解读，大到写法分析和理解，两者是

完全相通的。读莫怀戚的《散步》，悟得它是一曲真善美的颂歌，文章美

在三个：一是尊老爱幼的人性美，二是景物描写的意境美，三是平易朴

实的语言美，在选读中汲取文章精华，领悟文章的精神世界。体悟文本

美点，感悟生活美点，在审美愉悦中提高审美能力，从而培养了写作素

养，提高写作能力。 

特别是教材中设置的写作内容，如七年级下册第四单元要求仿写诗

歌，我布置给学生的作文训练内容是仿写《我为少男少女歌唱》，让学生

对现代诗歌的基本特点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切身体会到：现代诗歌抒情

性强，形象鲜明，想象丰富，语言优美等特点，然后有推荐了从泰戈尔

的《纸船》迁移到冰心的诗歌《纸船》，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去领

悟冰心的满腔真挚的思念母亲的情感。 

3 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技能 

阅读教学中一些基本知识的学习掌握，学生完全可以自己处理。如

字词的注音、认读、记忆，一些词语和句子的理解等，学生可以借助工

具书或参考资料也大多能完成。教师在此时要做的是明确要求学生做什

么，做到什么程度，告诉他们怎样去做，并注意时间的限定；之后必须

有检查学生掌握程度的反馈方法，以便查漏补缺，完成教学目标。对于

一般文章的结构内容的划分归纳，不少学生已具备此方面的能力。此时

教师在学生完成后重点做的是：一要让学生说明自己的理由依据；二要

引导学生去评价不同结果的合理性或其优劣。教师在参与此过程中不仅

仅要明确自己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对学生在陈述自己的理由时对其语言

的精练、准确、流畅、严密性作点评和指导，以让学生逐步在此过程中

学会准确、流畅的表达。 

4 结束语 

在当下的初中语文阅读和写作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必须要树立以学

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观念，充分的考虑初中阶段学生的社会发展特性和

年龄特征。结合学生的语文能力和阶段性教学目标的教学内容进行全面

的创新和整合。在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之后，充分的引入小组合作教学

情境的方式来开展实际的阅读和写作教学。这样不仅能够实现阅读和写

作的良性互动，同时也能够为初中阶段的语文教学的深入开展奠定良好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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