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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结合教学模式的应用，有助于创新和丰富作文
教学形式，使整个教学变得丰盈有序、有据可依、有理可
寻、有情可发。 因此，读写结合对作文教学至关重要，教
师应重视通过读写结合的教学体系构建来完成作文教

学目标，并帮助学生通过阅读联动写作，并在实践学习
中取得良好的作文成效。 实践教学中，初中语文教师可
通过仿写、扩写、缩写、续写等开展读写结合的教学策略
构建高效作文教学课堂，让学生获得最大收益。

一、读写结合之读后仿写，丰盈有序

教师进行初中语文作文教学时， 想要取得良好效
果，让学生喜欢上作文，高效率完成写作练习，可通过读
写结合方法，使学生在阅读之后，依据阅读带来的体验，
进行阅读文本的仿写，以此使得作文由于阅读积累而丰
盈有序。因此，教师想要学生写出内容充实、条理清晰的
作文，激活学生写作兴趣，可通过阅读指导，使学生做好
词汇的积累、手法的学习、情感的聚集，写出丰盈灵性的
作文。 如，《秋天的怀念》阅读，教师进行教学之后，就可
指导学生进行模仿作文，以仿写的形式，这种模式的仿
写，教师可指导学生从字词的积累、句子的运用、写作手
法等综合方面进行模仿，并通过细致化的阅读，体验文
中作者对母亲的怀念之情、内疚之感。 学生经过教师的
点拨、细读，完成这样的仿写准备，并借助情感表达需
要，选取自己所要表达的情感。经过这样的仿照描写，学
生学习到有效的表达亲情之爱的描写范本，学习到如何
表达自己的情感。因此，教师经过这样的阅读指导后，就
可引导学生以写作体验的模式，对课文内容进行再次的
透彻理解，形成阅读后写作、写作后阅读的良好模式，提
高学生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使得作文教学以此变得熠
熠生辉、丰盈有序。 同时，这样的作文教学，还助力于学
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体验能力，养成细致阅读习惯，从阅
读中理会出作文习作的条理，从阅读中积累更多适用的
词汇、手法，不断地以这样的阅读模式，完成作文并提高

作文的写作效率，使得写出的作文具有一定的个性化特
点，又具有仿写后的充实内容与清晰条理，高效率地达
成作文能力管理不断提高的目标，使得阅读兴趣、作文
兴趣同时得到飙升，取得良好的读写结合为基底的作文
效果，彰显出仿写的卓著成效。

二、读写结合之读后扩写，有据可依

读写结合构建作文教学体系，教师可透过阅读之后
的扩写，开发学生写作思维，使学生作文时有据可依，顺
利地理出作文逻辑，顺畅地完成作文，以此喜欢上作文，
对作文兴趣浓郁起来。 同时，借助这样的作文需要所进
行的阅读，使得学生感受到阅读带来极大益处，喜欢上
阅读，并养成良好的阅读思考习惯，以此有效地完成作
文扩写，提高作文思维能力的同时，就此提高作文写作
效率。如，进行《表达要具体》写作教学，教师就可依据表
达要具体中的具体内容，引导学生恰当地表达，合理应
用作文语言，并做到表达要具体，同时做到观点明确、内
容饱满。 这一教学中以写倡议书为主要内容，并给出了
倡议书的主题内容“环境保护月”，教师就可利用倡议书
的模板，以简短的说明，对这一主题中的“环境保护”主
题， 以及在举行这样活动的月份里应做的主要事项，指
导学生进行扩写。 使学生经过教师给出的扩写内容，有
据可依地完成作文， 写出一篇长达 500字左右的作文
来。 教师经过这样的扩写指导，使学生明白什么是作文
扩写，如何进行扩写，怎样扩写才可以实现高效率的目
标。 长此久往，学生作文能力因阅读有条理的扩写模板
而不断提升，使得读写结合模式仿写作文取得良好的效
果。因此，就一些应用文的写作，教师可通过条理清晰的
模板指导，使学生通过扩写的练习，完成作文体验，完成
不偏离主题、内容丰满、词达意到的作文，作文能力不断
提高的同时，学生作文兴趣盎然。

三、读写结合之读后缩写，有理可寻

读写结合方式开展作文教学，教师还可利用阅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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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文是语文学科教学体系中的重要模块之一，对学生表达能力、语文思维、语用素养发展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可促进学生语文综合素养的形成。因此，在初中语文作文教学中，教师应重视作文教学，并通过读写结合教
学模式，帮助学生积累作文所需词汇、语句和写作手法，在阅读中感悟作者语言表达方式、情感宣泄手段等，并将其
掌握和运用到自己写作中，这样才能有效将阅读与写作教学有机结合，提高学生作文能力。 基于此，本文立足初中
语文实践教学，对如何应用读写结合教学模式构建高效作文教学展开了教学研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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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缩写，让学生体验作文有理可循情况下有效完成之
感，使学生对作文不再有畏难心理，而是养成依托阅读
获得作文灵感的习惯，并借助作文缩写，让学生学习到
精炼语言、触发灵感的有理可寻作文方法，提高其作文
水平与质量。因此，教师进行初中阶段的作文教学时，可
有效利用好作文缩写教学，完成培养学生良好作文习惯
教学目标，助力学生作文能力提高。如，《我的叔叔于勒》
阅读后，教师就可指导学生进行缩写，以有理可循模式，
将这个故事清晰化进行符合逻辑的整理，梳理成简短的
故事，以这样的模式将这篇小说讲述出来，说给周边的
人听，让听到这个小说的人，由有兴趣开始，全神贯注投
入、津津乐道听完。教师指导学生进行这样的小说缩写，
就可依据这样的模式， 条理清晰地让学生通过阅读，而
后将这篇小说进行简化，挑出主要的事件以及清晰的表
达方式，以概括性的生动形式，完成缩写目标。 同时，教
师指导学生缩写前，应就缩写所要掌握的注意事项罗列
出来， 让学生能够清晰缩写注意事项， 了解缩写原则:
“保持主干”，删除的是一些“枝叶”。 以此引导学生在回
到阅读中，了解什么是这篇小说的“主干”应当留住，哪
些部分是“枝叶”应当摒弃。 同时还应注意内容的连贯、
语言的通畅、表达方式的得体。经过这样的指导，学生顺
利完成缩写，完成读写结合为指导的作文目标。

四、读写结合之读后续写，有情可抒

阅读与写作作为语文教学的两大板块， 相辅相成、
相互依托。因此，教师进行作文教学指导，可指导学生通
过阅读之后的续写，使学生可以将阅读之后产生的情感
抒发出来，完成阅读后的情感宣泄目标，有效阅读基础
上，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经过这样的读写结合情感抒
发作文，学生养成良好作文习惯，掌握情感表达的作文
方式，循序达成作文情感表达能力，以此提高综合作文
能力。 如，《孔乙己》阅读后，教师就可指导学生续写，使
学生将阅读后的情感抒发出来，体验阅读之后的“有情
可发”。 续写些什么呢？ 教师可让学生重新进行阅读，理
会出作者借助这个人物想要表达的主题，续写的时候就
可顺着这样的情感线索，完成续写作文，并借助这样的
续写，将自己对“孔乙己”这个人物的命运进行改写，以
此借助创新，借助对受到旧社会封建体质迫害的孔乙己
的同情，完成创新式作文写作，不断地提高作文写作水
平、质量，完成阅读后情感的抒发。 同时，教师还应就续
写的主要方式以及原则进行指导，使学生的续写既有特
点又不失原文特色，经过这样的有效写作，取得更好的
作文效果，提高作文教学效率的同好，提高学生作文能
力，使得学生阅读理解能力同时提高，有效完成读写结
合的作文构建。

五、读写结合之点评激励，提升自信

学生到了初中阶段，喜欢受到教师的关注，喜欢接
收来自教师的表扬与鼓励，因此，进行以读写结合为主
的作文教学后，教师可就学生阅读之后的表现、作文取
得良好效果，综合起来进行点评，以此激励学生重视读
写结合带来的好处，精心阅读基础之上，做好作文储备，
又基于作文需要，大量阅读，养成良好的阅读与作文习
惯，提高阅读能力后，高效率达成作文能力提高目标，以
此自信心满满完成作文， 呈现阅读带来的良好作文效
果。
同时，教师进行这样的表扬、鼓励、点评、激励时，应

重视结合学生阅读与写作的综合表现完成，可通过时时
表扬的模式， 抓住学生表现优秀的地方及时进行表扬，
还可于阅读之后或作文完成后， 进行综合性的表扬，激
发学生自信心，使其更好地阅读或作文，并以此受到莫
大的鼓励，喜欢上阅读与作文。 对于读写结合为主的作
文点评，教师应给予重视，并借助点评提高学生自信心。
教师进行点评时，可依据学生作文，进行细致化的点评，
使学生发现作文出现的问题，及时加以修正，助力于作
文能力的不断提高。 教师进行点评后，应及时地发现学
生作文表现优异的地方，以此为契机点激励学生以优点
为基点，不断地提高作文水平，使得写出的作文质量更
为优质，作文能力呈现出来。同时，学生借助教师的点评
与激励， 感受到学习过程中阅读与作文带来的乐趣，养
成良好的阅读与写作习惯，并借助这样的好习惯，使得
语文综合学习能力不断地提高。这样的作文教学点评与
激励，促使学生以美好的心态去阅读、以愉悦的心情作
文，实现高效率读写结合为基底的作文目标，形成良好
的阅读与作文有效结合成果，供学生一生采撷。

六、总结

总之，读写结合的作文作教学构建过程，可促进学
生语文综合素养形成，使学生在阅读能力提高基础上完
成写作练习，提高作文水平与质量。因此，教师应重视作
文教学，并通过读写结合，帮助学生积累作文所需，提高
作文教学效率。同时，通过读写结合教学，使作文教学取
得良好教学成效。 并通过阅读后的仿写、扩写、缩写、续
写等作文模式， 完成读写结合为基底的作文教学目标，
提高学生作文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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