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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阅读教学带动作文教学
（一）整体把握，找出“写作特色”
读文章首先要整体把握文章，把握其内容、结

构模式、语言、情感、思想倾向等，然后找出某一两
个方面的“写作特色”。所谓的“写作特色”不是教
师分析课文时的写作特色，而是文章中与学生的生活
实际、情感实际、写作实际密切联系的交合点，也就
是说文章中的最能够给学生生活启悟、情感触动与写
作启发的地方。教师在找“写作特色”时不宜贪多求
全，抓住某一两个方面，重在给学生启迪，并借鉴到
自己的写作实际中去。

（二）在阅读中注重写作借鉴
要借鉴还得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情感实际与写

作实际等方面，找出文章中可与三者联系的交合点，
给学生写作方面的思考、启悟和帮助。譬如，在学习
《我的老师》时教师就可以抓住文章的七件小事，很
好地与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让学生学会写人能
从小事着眼，贴近生活找材料，一滴水照样可以折射
五彩斑斓的世界来。教师可抓住文章选材的特色，充
分联系学生的写作实际，告诉学生如何选择典型材料
来表达文章的中心。此外，还借鉴文章的语言、描写
方法、修辞、象征手法等。

（三）在阅读中注重对写作的拓展延伸
要通过阅读为学生提供广阔的视野，借助这个视野

来拓展学生现实的生活空间，了解古今中外的人物、事
件。要通过阅读来拓展学生的情感空间，升华学生的情
感，为学生习作奠定健康向上的感情基调。要通过阅读
来拓展学生的写作空间。拓展学生的生活、情感空间是
为拓展写作空间服务的，写作空间打开了，为我们的作
文教学目的实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学生受阅读教学的
启发，自己独立写出新作来。

二、作文教学影响阅读教学
（一）利用作前指导来激励学生阅读
可以利用开写作专题讲座的方式来调动学生的阅读

积极性。譬如，开关于话题作文“标题艺术”的专题，
教师讲解时肯定会涉及各级各类的标题，那么学生听后
会对老师所提的文章感兴趣，继而去阅读原文；另外老
师也应在介绍标题时简介一些文章的内容，通过内容来
品评标题的艺术性，并要求学生课后阅读原文，自己再
去感受一下原文标题的艺术性。

（二）利用作文批改让学生比照阅读
学生的习作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可学生最怕

空洞的说教，不喜欢抽象名词术语，教师不妨在学生作
文批语上点明要学生去读某一篇文章，或其某一段、某
一方面。学生哪儿出问题，就要求其读相应的名家名作

在这方面成功的典例，这就是我们在教学中通常用到的
“例子说”，典例为其提供一个范本，学生在老师的指
导下对照阅读，自然会找出差距，碰到基础差的同学，
教师指导学生真正地领悟其中的奥妙！

（三）利用作文评讲来指导学生阅读
作文评讲一般要找出学生共性的优缺点与个性

的优缺点，但也可换一种方式，可以放开学生的作
文，打印一份与学生所写的同题材的优秀作文或名家
文章，要求学生试着分析文章的材料、结构模式、语
言、思想感情的表达、主题的表现等特点，后找一些
同学对照自己的文章谈谈读后感。这样，不仅让学生
找到了学习的榜样，找出了自己的不足，还训练了学
生的阅读能力，提高了学生阅读水平。

三、作文教学与阅读教学相得益彰
（一）坚持让学生多阅读，多积累
不管是课本上的，还是报刊杂志上的，还是媒体

上的，只要是有利于学习和写作的东西，坚持让学生
阅读背上来，从而达到量的积累，为写作打下基础。

（二）让学生多观察，多思考，多感悟
要想写好作文，心中必须有素材。素材从哪里来？

我们总不能像《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中的王阳明格竹子
那样不亲自实践，结果凭空想象，我们只能让学生到生
活中去多观察，只有观察才能用我们的慧眼发现大千世
界的万般景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东西思考，思考
之后我们才能对看过的、思考过的东西进行反复感悟，
从而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而不是无病呻吟，矫揉造
作，写出一些无关痛痒的文章。

（三）让学生学会阅读，借鉴别人的东西
借鉴不是照搬，不是照葫芦画瓢，嫁接不是生搬

硬套，不是抄袭别人现成的东西。在作文课讲评时，
把班上的优秀范文挑出来，让学生自己到讲台上读一
读，这样既让学生感到一种荣誉感，又让其他学生学
到了别人的长处。对于一些作文水平不高，确实写不
出好文章的学生来说，我坚持让他背并抄写现成的范
文，对于他们来说，只有达到一定的量，背得多了，
积累的素材多了，作文时才有话可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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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初中语文教学中，阅读教学是基础，写作教学是目的，二者之间密不可分，互相带动，互相促
进，相得益彰。语文教学中教师采取多种教学方式去指导学生有效阅读，积累写作素材，作文教学与阅读教学
有机结合，培养学生写作能力和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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