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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中语文教学的全面开展过程中，阅读与写作的相关能

力培养同样重要，但教师若想在既定的教学时间内，将两种教

学目的同时达成，其难度便相对较大，而且传统教学中单一的

阅读指导与写作技术传达，对于学生所形成的教学辅助就难免

也会存在部分片面性。因此教师为顺应当前时代发展需要，提

出更为新颖且高效的教学手段，就不妨尝试将读与写作为一体

化教学加以展开，并利用以读促写、以写助读的方式提高相应

的课程开展效率，达成全面培养学生个人语文核心素养的相关

教学目的。

一、利用读写一体化教学手段展开高中语文教学实践的

意义

充分了解利用读写一体化教学手段展开高中语文教学实践

的相关意义，其本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辅助教师形成新型教学

观念，并树立起后续教学革新的相应发展目标。而就高中语文

课程本身的特点角度展开分析，相应的教学实践意义就多体现

在以下几个角度。

（一）能够加强学生对既定知识内容的深度记忆

就阅读与写作的结合教学手段应用本身特性来看，它能够

给予学生的最基础教学价值就在于：切实加深学生们对既定知

识内容的深入记忆。常言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而读写一

体化教学手段的相关应用，实际上指的就是教师要基于阅读内

容，展开写作相关的实际拓展，因此在学生们通过写作的手

段，对文章展开阅读的二次理解与相应延伸学习的过程中，他

们对于文本中所强调的知识内容记忆性势必得到有效提升[1]。

此外，因为高中语文课程本身所包含的教学内容就会相对多

样，且不同的文章其内涵、情感又不一而足，所以在教学时学

生们难免会出现部分极易混淆的问题，而读写一体化的相应手

段应用，则能够使学生们更为明确地了解文章内涵，并以此延

伸写作，这对加深他们对既定知识内容的相关记忆而言就能够

起到相应的积极影响。

（二）能够调动起学生对写作活动的参与积极性

读写一体化教学手段在课堂上的巧妙应用同传统的单一化

教学不同，它能够将原本结束的故事，通过学生们的个人巧思

加以延伸，而这对高中阶段的学生而言，就具备着一定的吸引

力。在传统的阅读或写作教学过程中，教师为提高课程开展速

度，并随之融合更为多样的知识内容，多半会选择利用“灌输

式”的教学手段，直接将文章中所涉及的部分技术要点传达给

学生，这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保证更多教学内容在课堂上的增

加，但实际上能够被学生所吸收的内容却寥寥无几，而这样的

教学手段基本抹杀了学生们在课堂上的主观能动性，长久以往

的教学过程中，学生们对阅读与写作的兴趣也会受到影响，这

显然并不利于课程本身的全面健康发展，更难以提高学生的个

人语文核心素养培育[2]。而读写一体化教学手段的提出，就强

调了应以学生作为课程主体，而展开其个人思维发散与写作教

学，这样上述问题便能够迎刃而解，同时学生们对写作活动的

相关参与兴趣也将得到有效提升。

（三）能够提高学生们在课堂上的整体学习效率

由于高中语文课程本身的开展内容数量与质量都会得到大

幅提升，所以再利用传统、常规的单一化教学手段展开课程，

其本身的教学质量与效率就难免会“打折扣”。而读写一体化

的教学手段应用，则能够于很大程度上将这一问题加以缓解，

甚至相互融合的教学形式在课堂加以应用时，学生们还能够从

中深度学习到阅读与写作之间的必要连接，进而形成良好的阅

读习惯，由此来看，教师利用读写一体化所展开的高中语文教

学设计与实践，对学生们在课堂上的整体学习效率提高就能够

起到相对有效的引导作用。

（四）能够培养起学生的良好语文学习核心素养

除上述几点教学价值外，读写一体化教学手段在课堂上的

巧妙应用，实则还与语文教学内容之间存在着部分联系，因为

高中语文课程本身的教学内容就多围绕着阅读与写作所展开，

而在切实培养学生个人语文学习核心素养的过程中，其教学重

点也多半是基于读写相结合，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全面一体

化的课程革新，由于有效培养学生们的良好语文学习核心素养

而言，就具备着一定的积极意义[3]。此外，教师在利用读写一

体化教学手段开展既定课程时，除了会将文本与写作要求相连

接外，势必还会融入部分听、说等能力训练，进而巧妙地利用

五感教学手段，完善学生们的学习认知，达成更为高效的一体

化教学效益，而从这一角度来看，新型的课程教学展开，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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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为培养学生的自身良好语文学习核心素养，起到一定的积极

作用。

二、当前高中语文教学实践过程中读写一体化手段应用

现状

在对教学一体化革新的相关积极意义拥有一定了解的基础

上，教师为进一步明确课程整体革新的开展方向，并随之完善

教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部分问题，他们就还需针对现当下的高

中语文课程读写一体化开展现状加以分析，即意识到既定教学

手段之中存在哪些问题，这样后续的教学革新过程中才能够得

到更为明晰的发展方向，规避易出现的教学阻碍。

（一）教师教学观念陈旧，难以全面高效展开读写一体化

教学

就当前高中语文教学实践的展开过程来看，导致读写一体

化相依手段难以充分发挥自身教学价值的一项重要原因就在

于，教师本身的教学观念相对陈旧角度，因为我国曾长时间处

于应试教育的相关发展背景下，教师们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高

考，都会更多地将教学重点放在培养学生本身的技巧掌握角

度，所以这也就使得融合式教学这一“费时费力”的相关教学

手段，难能在实际课程设计之中占据一席之地[4]。而即使有教

师能够了解到部分读写一体化的教学优势，在有限的课程开展

时间之中，他们也不敢贸然尝试新型教学手段，因此“灌输

式”教学形式已然成为当前高中语文课程开展之中的常态化，

难以为完善相应的教学革新起到相应的积极辅助作用。

（二）学生学习意识淡薄，读写一体化教学效益难以得到

激发

从教师本身的教学观念陈旧角度发散认知，我们还能够意

识到学生们在“灌输式”教学形式下所形成的学习“依赖性”，

即教师为进一步节省课程教学时间，往往会直接将阅读文章之

中的知识要点、写作过程中的模板教授给学生，使其形成相对

固定的学习模式，这对提高他们的考试成绩确实能够起到部分

短期作用，但要就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教学形式实际

上却难以有效地提高学生个人学习认知，而且摒弃教学过程中

的“抽丝剥茧”环节，无论是针对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发展还是

其个人的记忆力、学习能力提高，都难以起到相对积极地发展

推动力[5]。除此之外，在长时间的“灌输式”教学影响下，学

生们对融合式学习的相应探究欲望已经被不断消磨殆尽，这时

其个人的学习意识都会呈现出相对淡薄的形态，这也就难免会

导致读写一体化的相应教学效益，难以得到进一步激发。

（三）读写一体形式单一，学生们容易因此形成固化学习

思维

就当前高中语文的整体开展形式角度来分析，其中也存在

着一定的单一化问题，像上文中所提到的“灌输式”教学手

段，就是当前高中语文课程开展过程中，相对常见的一种教学

手段[6]。此外，依据文本内容中所包含的特殊句式、技巧，而

完成相应的续写或仿写等写作任务，则是现当下教师所认为的

“读写一体化”教学开展手段，实际上这样的教学形式是很难

切实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加以调动，并发散其个人学习思维

的，反而会因为单一的教学形式，让学生们误认为读写之间的

关联仅限于此，这对更进一步推动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发展而

言，也难以起到相对积极的作用。

（四）课程内容相对固化，读写一体化展开缺乏相应资源

支持

将分析当前课程整体开展现状的视线放在教学内容的角

度，我们还会发现一项制约课程一体化有效展开要素就在于

“写作素材”方面，其成因依旧与传统的教学观念与单一的课

程开展形式之间存在联系，即教师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为更

有效地提高学生们的文化成绩，就会直接将部分技术内容传达

给大家，而至于写作、阅读的相关素材也多为“万能”的，这

样的教学形式不仅仅本身的灵活性有所欠缺，它之于学生们的

个人综合能力发展的相应培养而言，也会存在部分束缚[7]。如

学生们若想要完善对读写之间的关联性认知，万能的素材则很

难直观将其特质加以表达，而当教师想要依据不同文章主题、

情感引导学生们进行相应的写作学习时，能够切实起到支撑效

益的文本资源又会相对薄弱。

三、利用读写一体化教学手段展开高中语文教学实践的

措施

通过上述几点教学内容的详尽分析，教师针对怎样展开读

写一体化教学下的高中语文课程革新，应已具备一定的教学衡

量，但为保证读写一体化教学效益在新形式课程之中得到充分

激发，教师实则还要分别从阅读与写作两个主体角度，依次展

开教学革新设计，进而保证学生们能够切实了解读写之间的关

联性，进而提高自身的语文综合学习素养。

（一）以读促写，辅助学生积累写作素材

在针对阅读与写作两个主体角度，以此完成高中语文读写

一体化的相关教学设计与实践的过程中，教师可以优先意识到

二者之间的基础连接，即意识到以读促写的重要性，进而从阅

读相关课程教学的革新角度充分，辅助学生们积累更为多样的

写作素材，进而提高学生们的写作能力。

教师在利用“以读促写”的相关形式，融合既定的语文阅

读与写作指导时，首先可以从丰富教学形式，调动学生们的写

作热情角度出发，即将课堂上的更多自主权利都交给学生，并

引导他们对既定的阅读文本，展开个人或组队式深入探究，意

识到文本的中心思想与情感依托，再依据相对合理的故事发展

趋势，设定相应的续写或仿写任务，以此调动学生们本身对课

程的参与兴趣[8]。而当学生们依据明确指导深入到文本的探究

之中，并延续文本思路进行“编故事”化学习时，他们的写作

热情也将得到有效地调动，这对构建相对完善的读写一体化教

学形式、辅助学生发散自身学习思维，以及丰富其本身对良好

写作素材的相关积累而言，都将起到一定的积极引导作用。

例如，教师在进行《师说》这一主题形式下的读写一体化

教学设计时，就可以针对阅读文本中“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

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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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这一观念，展开更为完善的教

学革新。因为该理念对于学生的写作而言，本身就存在一定的

素材性辅助意义，所以为确保学生们更进一步了解该观念中的

内涵所在，并有效将这一素材应用到自身的写作过程之中，教

师就可以一改先前的传统教学手段，选择更具学生主体性质的

“小组教学”形式展开课堂，即教师可以在课程开展之前，先

将《师说》的全文翻译给学生，之后再引导大家进一步了解上

述观念，同时提出“探寻古人‘圣益圣’，当前‘愚益愚’的

相关课内外素材”的组队讨论任务，之后由各个小组的代表在

课堂上发表组队探究结论……与此同时，教师为更进一步保证

读写一体化的有效展开，还可以引导学生们通过对不同小组所

阐述的素材认知，完成以上述观点为主题的相关议论文撰写，

这样课程本身就能够在调动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的同时，通过

大家结论的分析、认知与应用，丰富其个人的写作素材的有效

积累、提高他们对观念的进一步认知，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

学生核心素养的高效培养。

（二）以写助读，提升学生阅读理解能力

而从写作的角度出发，完善读写一体化下的高中语文教学

改革时，教师则还需充分意识到写作对于阅读所能够起到的积

极引导反作用，进而利用写作的锻炼，反方向提高学生们的阅

读理解能力，这样读写一体化才能够得到基础保证，而针对学

生个人学习能力、核心素养等角度的发展推动力，也才能够得

到顺利激发。

利用以写助读形式所展开的课程，教师势必要重视教学开

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趣味性与专业性，因为直观的写作教学

对于学生们的学习吸引力本就不强，教师要在此基础上更进一

步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其难度势必就会有所提升，所以

在以写作为前提的读写一体化教学设计过程中，教师就要注重

完善课程开展之中的部分氛围、表达形式的趣味性，以此调动

起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达成更为高效的理解能力提升[9]。对此，

教师可以尝试利用部分创设情境的方式，来展开相应的“以写

助读”相关课程，即在充分了解课程教学主题的基础上，让学

生们依据自身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完成续写或仿写的相关任

务，并利用表演的形式将其加以展现，从而营造出相对自由的

读写一体化学习氛围。因为在高中语文课程教学文本中，大多

数优质文章其内涵都会相对丰富，且思考角度不唯一，而学生

个人的思维发散程度又相对有限，所以教师不妨利用统一情境

下，不同学生的不同思维认知式续写演绎，来丰富学生们对既

定知识内容的多维度理解，这对利用以写助读形式，提高学生

的文本理解能力而言，就能够起到相对积极的影响作用。

例如，教师在进行《荷塘月色》这篇文章的相关读写一体

化教学时，就可以针对文章的整体情感，让学生们自主猜测朱

自清先生在回到家后，会做出哪些行为，并以此为主题制定相

应的文章续写任务。在学生们基本完成相应的续写后，教师则

可以选取部分学生来到讲台上，将其所写内容加以演绎，如可

四、结语

综上所述，教师要想切实有效地利用读写一体化教学手

段，将原本单一的教学课程加以改进，并随之完善学生们在课

堂上所得到的全面综合能力培养，就要优先了解到课程本身开

展的积极意义，将其作为后续课程革新的明确目标，之后再就

当前课程的相应开展现状与问题，展开实际探究，以此明晰教

学的整体改革方向，最终依据多维度教学的了解与分析，提出

读写二者相互连接的教学革新措施，达成上述教学发展目的

能会有学生因文章中“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

子和花上。”、“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

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

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等语句描写，将作者归家

后的相关续写侧重放在其欣喜心理角度；而也会有学生因文中

的“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

在早已无福消受了”、“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

妻已睡熟好久了”等表达，将续写侧重到“怅然若失”的相关

方向……从这样的教学形式之中，学生们便能够通过观看其他

同学续写内容的相关表演，意识到自己在阅读过程中忽略的部

分内容，进而提高自身阅读理解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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