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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is a very basic subject in junior high school. Reading and writing are the key to Chinese 
learning, and it is also a key content to judge students' Chinese level. The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mbination of 
reading and writing, and discusses the teaching strategy of combining reading and writing with current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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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初中语文教学是初中学习中非常基础性的一门学科内容，阅读与写作是语文学习的关键所在，更是评判学生语文水平的一项
关键内容。论文主要对读写结合重要性进行分析，并结合当前问题探讨阅读与写作结合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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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文学习的核心就是阅读和写作，其是语文学习当中最

基础的两项内容，尤其是初中语文，它奠定着学生高考的基

础。而且在语文考试中，阅读和写作也是占据分数最高的两

项，故如何将阅读和写作结合起来值得讨论。在课程改革中，

读写结合教学方式可以有效提升学生对语文的兴趣和对文章

的理解，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鉴于此，教师必须提高运用

读写结合方式教学的能力，以提高课堂的质量及学生对写作

的兴趣。

2 读写结合的重要性

当前，中国在开展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时常出现课文与

作文不匹配的情况，读与写也随之发生较大脱节。事实上，

从学生的角度来讲，语文学习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掌握读写能

力，两者不可分离。然而，当前大多数教师将上课总结为在

课上学习课文，作文应该单独开课教学，导致学生所学的语

文知识无法相互整合，从而影响了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学

生长时间处于这种教学模式中，他们多年积累的题材选用、

词句积累、文章结构、句式引用等多个方面的能力无法正常

发挥，语文教学自然收不到预期效果。

3 阅读与写作教学现状分析

3.1 阅读教学存在的问题

第一，对文章的理解比较机械化、刻板化。

第二，在当前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学已经形成程序

化，教学步骤是按照作者、背景重点内容等方面机械的分解、

罗列框架，忽视学生语言知识的学习，忽视学生从语句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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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语句的魅力，不利于学生从文字中感受知识，传递情感。

3.2 忽视写作素材与写作技能

教材选择的文章语录都是比较经典的，应该成为学生写

作意识的萌芽与写作素材积累的重要途径，阅读与写作是相

辅相成的，然而当前阅读教学对写作技能的培养不明显。

3.3 写作教学存在的问题

第一，写作教学比较应试化、模式化。在应试教育的大

背景下，作文教学一直是重点，因为所占分值比较较大，因此，

教师传授给学生一套模板，学生按照模板写作，写出来的文

章比较空洞、模式化，这与新课程标准的要求是相互为本的。

第二，写作教学追求写作技巧，忽视文章感情。当前初

中写作教学，空洞的讲解写作的技巧，误导学生摘抄语句，

不重视学生的情感表达。新课程标准要求学生写作的时候内

容具体，情感充沛。但实际的教学中，学生没有深刻理解题目，

缺少情感寄托，兴趣难以被激发，写作能力难以得到改善 [1]。

4 初中语文读写结合教学的路径

4.1 创新语文课堂教学，深入分析文章内涵

如今，教育部正在大力推广实施新课改提出的要求，各

地学校对此也在逐渐的引起重视。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

很多教师依然沿用传统的教学手段，只对课文内容的重点地

方进行讲解，或者是一味地按照考纲内容教学。针对这种情

况教师首先要摆脱固有的思维，积极地设计创新的教学课堂，

为学生营造一个富有人文环境的语文教学课堂。因此，教师

要重视课本提供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大都是中国的经典文

学作品，教师要依据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来引导学生逐步的

深入分析文章，把握文章中作者的感情思想以及文章隐藏

的情感。

4.2 学生利用阅读，积累写作技巧

在初中语文写作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对一些好的文章内

容和结构进行剖析，让学生可以了解文章的表达方式和写作

技巧，在进行写作时，可以借鉴这些文章的表达方式和写作

方法。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们不仅要教给学生一些文字语言，

还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表达能力，让学生可以通过写作表达自

己的感情。在日常语文教学中，教师通过阅读指导，让学生

能够更好地掌握和理解教材中的表达方式，在自己写作时，

能够有一个清晰的写作思路。

例如，教师在写作教学时，可以对一些蕴含写作技巧的

句子着重讲解，对于所用到的写作手法要给学生进行深层次

的分析，让学生可以理解。其中，教师也可以对学生进行相

应的写作手法的训练，让学生能够运用，并且锻炼学生写作

的逻辑思维 [2]。

4.3 引导学生积累好词佳句

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重视词句教学，还要

及时了解学生对好词佳句的掌握程度，更要引导学生在日常

的学习生活中逐步养成积累好词佳句的良好习惯。做好这一

点，教师就不用担心学生在写作的时候出现只可意会，可言

传的尴尬。在学完一篇经典课文后，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进行

仿写式的随课微写，可以是一个段落仿写，也可以是全文仿写。

学生的仿写过程不仅是从内容上和行文思路上向作者学

习，也可以仿写的行文过程中学习作者驾驭语言文字的技巧。

从阅读别人的文章到脱胎换骨写作自己的文章，仿写在其间

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教师要引导并鼓励学生学习

仿写，不仅要仿写名家名作，也要仿写身边同学的优秀作品，

以便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仿写将读写结合在了一起，能够

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和写作兴趣。引导学生进行好词佳句的

积累，成语教学必不可少。

另外，要讲好句子的修辞，要让学生轻松地记下这个句

式。学生运用这个句式，只需要句子的主干上进行扩写就可

以。教师通过一堂课的教学，就能让学生积累一些好词佳句。

长此以往，学生就能将这些好词佳句据为己有，阅读文章时

会因为大量语汇会而轻松，写作时也会因为大量语汇会信手

拈来。

4.4 分层读写

所谓的分层读写，就是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依据学生

的个体需要、学习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不同层次的读写，

进行不同层次的读写环节。分层指导读写，展示读写成果，

教师利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依据学生不同水平、

文章的写作特点进行读写教学，让每个层次的学生都获得读

写的果实。

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曾经提过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学

生的个体差异是不容被忽视的。让学生形成良好的、健全的

人格，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发展，尊重学生的独特体验，

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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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学习需要，保护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这都是新课程

改革提倡的内容。教师要对学生的个体差异有充分的理解，

依据学生的层次，布置不同的学习内容，设计读写要求也要

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3]。

4.5 互相批阅，共同进步

批改作文是作文评价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环节。因为传

统的作文评价方式一般是教师批改，所以大部分学生在完成

写作后，通常不会再仔细读，更不用说认真修改了。鉴于此，

可采用学生之间互相批改的形式进行作文的评价。而在这过

程中，要求学生对所批改的作文进行多次阅读和深挖，写下

可借鉴的写作方法或者建议。

在互相批改和评议的过程中，学生的写作能力也会逐渐

提升。读与写，是相辅相成的，二者是不可分割的。要让学

生会“写”，就要先让学生会“读”，并且在读的过程中，

始终引导学生写的技巧，培养学生从阅读中借鉴写作方法并

且运用到写作中的意识，从而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5 结语

总之，读写结合教学可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还可以有

效地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作能力。因此，

教师要创新语文课堂教学，深入分析文章内涵，把握文章中

作者的感情思想，积累写作素材，促进学生阅读其他类型的

书籍，开阔学生的视野，从多方面提升学生读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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