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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文阅读是我国中小学青少年阶段的主要教学内容之一,在我国中小学青少年阶段的语文学

习当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如何培养中小学生对语文学科的兴趣,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又是近年来

语文阅读教学的一个侧重点。中小学生对语文的阅读以及写作能力的强弱和高低,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

响了其语文的成绩。同时孩子语文写作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也是需要充分依靠其阅读能力作为基础。叶

圣陶先生认为,语文阅读教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学生能够做到“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

老师改”,而这极大地加强了我国中小学青少年语文的阅读教学。教师采用多种策略提高中小学生自主

进行语文阅读的能力,是我们实现中小学生“自能读书”“自能作文”的其中一个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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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读教学对写作的重要意义 

培养和提高学生语文阅读写作能

力的第一步,就是必须要培养和提高普

通中小学生的语文阅读写作量。我们把

阅读和写作作为现代语文教学的两个

重要的方面,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关系不

是分别独立的,而是一定要紧密的地联

系在一起。阅读对语感的培养是促使学

生真正学好阅读和语文的一个先决条

件,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阅读和语感能力

是阅读教学的重要内容和任务,良好的

语感又是培养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的

重要手段和基础。阅读教学和语文写作

有效结合在一起,互相促进,互相提高,

让学生在阅读中汲取知识,在阅读和写

作过程中用语感来学知识,两端的促进,

双向的提高,可以使得学生更加有积极

性的参与学习,从而一步步提升学生语

文素养。 

2 当前语文阅读和写作教学的

现状 

2.1学校教师的阅读课教学方法仍

然存在具有单一性和高度上的强制性

的情况,教学模式需要逐步完善和不断

改进。有很多教师新课改之后,仍然改

变不了自己的教学习惯,传统的朗读教

学方法还是语文课堂教学的主要手段。

无论学生阅读的文本内容属于哪种的

题材,总是有不少教师喜欢采用一遍又

遍反复朗读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文章的

阅读教学。单纯而机械的重复性朗读,

学生无法感受到文章内容的趣味性和

深度,对于文字背后丰富的内涵和深刻

的情感,学生更是无从体会。语文阅读

不单单是文字的朗读,朗读只是阅读的

方法之一,不能从全面上取代有效的阅

读。 

还有的语文阅读教师在对学生进行

第一阶段语文阅读教学课程设计的时候,

直接把语文阅读重点的词句、主要的内

容、中心思想等逐条逐段地布置给了学

生,让更多的学生只能机械地记忆背诵。 

在书院德育教育中都有着鲜明的体现,

而在今天,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背景下

开花结果,对家国情怀的培育继续发挥

影响。对于传统文化与历史教育的结合,

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局限性进行创

造性的转化,找到其与现代契合的时代

内涵和表现形式。书院德育教育也是如

此,在中学历史家国情怀教育中,要善

于通过对书院中蕴含的合理的价值观

内核进行吸收,在学生心中播种书院的

精神财富。 

综上,在中学历史教育中,尤其是对

于学生家国情怀素养的培育中,善于挖

掘古代书院德育教育中家国情怀的深层

内涵,将其运用起来探寻历史教学的多

元途径,将有效促进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培养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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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无法从这种强制性的“填鸭”教学

中,获得语文阅读的快乐。至于兴趣,就

更是无从谈起了。 

2.2教师的教学仅仅是为解决课后

的问题而进行草率阅读,阅读培养流于

表面。有的教师由于阅读教学的经验不

够丰富,或者是想要省事,节约教学时

间,在课后阅读教学中,引领学生分析

文章内容时,仅让学生简单读过一遍文

章之后,就可以开始着手解决课后阅读

问题。有的学生由于对本篇文章内容没

有充分深入理解,开始对问题无从下

手。面对这样的情况,教师没有耐心引

导,直接给学生讲解问题的标准答案。

当所有的内容和问题都已经完成了,这

时候整篇文章就算是讲完了。但是像这

样的阅读教学,学生即使已经阅读过再

多的书籍和文章,阅读的水平也仅仅是

停留在对文章字面的认识和理解上,对

于学生的阅读语言理解能力的提高和

培养所需要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更是

微乎其微。 

2.3作文让部分中小学生非常痛苦

害怕,原因就在于腹中空无一物,没有写

作素材。作文对于很多老师和学生来说,

难度虽然很高,但却很有意义。“巧妇难

为无米之炊”,在教师布置写作任务之后,

很多学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写什么,

也不知道从哪个角度下笔。即使自己有

了好的想象力和灵感,却不知道自己应

该怎么进行表达。绞尽脑汁东拼西凑的

“作品”,不能真正让自己的老师和学生

满意。长此以往,很多学生就对自己的作

文水平失去了大部分的自信心,产生了

对作文感到厌烦甚至害怕的不良心理。 

这种的情况也直接导致了种种的问

题都出现在学生的作文中：表达不流畅,

措辞不当,层次随意,结构混乱等等。所

以教师指导这样的问题作文进行修改也

绝非易事。学生完成作文很辛苦,教师指

导修改也很艰难,给教师和学生都增加

了很多的负担。 

3 加强阅读教学提高学生写作

能力的有效方法 

3.1在课堂阅读教学中激发了学生

对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和兴趣,打开了写

作的思路。我们现阶段所正在使用的小

学语文课程各类教材都是由专业教研人

员精心设计的。这些贴近儿童的学习和

生活的阅读内容,从一个儿童的角度看

待这个世界,符合了儿童的心理和审美,

注重了儿童所感兴趣和需求的生活趣味

性。这些教材所包涵的阅读内容,从儿童

熟悉或者能够充分理解的各种生活信息

入手,在充分注重阅读情趣性和社会人

文性的同时,还较好的兼具了启发性和

社会教育性。学生在深层次的阅读中,

既能充分的感受到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

又可以在阅读中看到自己学习和生活的

一个缩影。这样的设计既使学生对于阅

读活动有了非常高的积极性,产生了对

语文学科的浓厚兴趣,又能够让学生在

深层次的阅读中,积累大量的语文写作

经验和素材,从而使学生打开了写作的

思路。 

有了对兴趣的培养和引导,学生才

会更加喜欢这样的学习,不会对于学习

的结果感到失望或者厌烦,这样的引导

和学习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学生取得

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所以说,优秀的教

师,首先要“教会”学生有兴趣。这就要

求学校的教师们首先要充分了解现在儿

童的心理,知道现在的儿童对哪些内容

比较感兴趣,在引导学生进行语文写作

阅读教学的时候,就需要注重选择一些

能够让儿童喜闻乐见的,可能是有过亲

身经历的,或者是具有一定新颖性的素

材进行阅读教学。学生往往会被这样的

阅读素材所吸引,容易实现情感迁移,对

语文阅读产生兴趣。 

例如,《童年的发现》一文中,作者

生动地讲述了自己在童年时代,由于四

处寻梦而偶然发现了胚胎生长发育规律

的小故事。此时学生也知道自己正值童

年,我们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也说一说自

己有趣的故事和独特的发现。对于这样

的一个话题,孩子们在每次接触这个世

界的过程中,都应该有自己的感受和亲

身经历。所以大家很快地就打开了“话

匣子”,有的孩子发现了黑色的小蝌蚪是

怎样变成绿色的青蛙的,有的孩子发现

了蔬菜的种子是怎样生根发芽的,还有

的学生发现了一只母鸡是如何下蛋的总

之,大家都描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经历

和发现。这个话题学生之所以能够有很

多话可说,正是由于对这样的写作内容

非常的感兴趣。只要有了“浓厚兴趣”

这把金钥匙,教师就能打开学生写作思

路的大门。 

3.2在阅读教学中总结写作方法,可

以有效强化学生写作能力。充分地解读

文本,是当前语文阅读教学最基础的内

容和任务。本文要求教师在语文阅读教

学中紧紧抓住字词句段篇,引导中小学

生通过披文入理抒情来充分解读其写作

方法,使得学生充分感悟这样的语文阅

读写作方法,对充分地表达语文写作者

真实情感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使学

生在阅读中总结和掌握其写作方法,在

总结和掌握中又能充分理解如何在写作

中运用,有效地强化自己的语文阅读写

作能力。 

抓住细节进行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

上的特点,对于学生来说无疑是个难题。

在教学《两茎灯草》这篇课文时,我问一

个学生：“严监生是一个怎样的人?”这

个学生欣然回答：“严监生是一个非常吝

啬的人。”于是我马上追问：“你是从哪

里知道的呢?”让学生用课文中的相关句

子来说明。“严监生还把手从他的被单里

拿了出来,伸着两个细细的指头。”“他

把自己的两眼睁得溜圆,把细细的指头

又狠狠地摇了几下又摇,越发指得紧

了。”等语句被学生很快找到。这时我又

问学生：“这些语句主要对严监生的什么

进行了描写?”学生从中不难得出“动作

描写”的答案。于是学生从严监生这简

单的动作中,可以清楚地理解作者想要

表现出严监生人都将死,仍恐怕浪费了

灯油,是多么吝啬,这些动作同时也可说

是一种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 

在总结了人物的描写方法之后,我

马上安排学生进行写话训练:在班级同

学当中,你最了解谁的性格?用一段描写

来表现他的性格特点。学生都能够抓住

人物的动作进行描写,还有的同学同时

对人物进行了外貌描写和神态描写,形

象生动地表现了人物性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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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知识”到“用知识”,这是一

个质的飞跃。在每一节阅读教学中,学生

如果都能够积累丰富的语言,总结多样

的方法,厚积薄发,那么“下笔千言”“妙

笔生花”也就指日可待。 

3.3在阅读教学中帮助学生实现情

感转化,促进写作中流畅表达。一篇好

文章的灵魂就在于其中的情感内涵。让

学生在理解文章内涵的基础上,与作者

产生情感共鸣,是近年来语文阅读教学

的重中之重。而语文阅读写作其实简单

来说,就是通过引导学生把自己在普通

日常生活中所亲身经历的事情,所看到

的景物,所接触到的各种人,加入自己

的独特体会和丰富情感,采用一定的方

法,用语言流畅表达出来的一个过程。

有感而发,假若“无感”,写文章就会很

困难。如果学生能够在阅读中获得情感

体验,就会主动结合自身在生活中的类

似经验,实现情感迁移,对自身的体会

进行流畅的表达,写作这个教学难题就

迎刃而解。 

萧红的《呼兰河传》有一段节选,

被选入语文教材,定名为《祖父的园子》。

作者在这段文章中详细回忆了自己在呼

兰河祖父的农家小园里干活、游戏的经

历和场景,展现了作者在儿童时代的快

乐自由,幸福童年的田园生活。有很多学

生对于蚂蚱、蝴蝶、蜻蜓这些菜园里的

昆虫,还有各种花、草、树等各种植物的

快乐园子并不陌生。而且有很多有乡村

生活经历的学生,也曾经有过和本文作

者相同的"摘花、拔草、种白菜"的快乐

童年生活方式和经历。对于作者童年那

种没有无束,充满自由,的快乐童年生活,

也可以说是每一个少年儿童的共同向

往。所以有很多学生在本文的阅读中,

通过对于借景抒情句的分析,很容易就

体会到了文章所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学生联系到自己的类似生活经历,很容

易就能直接融入到这种情感当中,自然

流畅的对生活环境进行了描述。那么把

自己生活经历中的一个场景描写具体,

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就不再被认为是一

个难题了。 

4 结语 

古语说：“劳于读书,逸于作文”,

既形象又准确地论述了在日常生活中,

语文阅读与作文写作之间的关系是相辅

相成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大

量而有效的开展语文阅读,对于语文课

程中的每一个学生来说都是十分必要

的。在阅读中深入学习,在阅读中认真总

结,在写作中综合运用,双向提高学生的

阅读写作能力,才能达到提升学生语文

素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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