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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语阅读写作一体化教学就是把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自然地结合起来，
在培养学生阅读技能的过程中提高其写作技能，在训练学生写作技能的过程中提高其
阅读能力，实现以阅读帮助写作，以写作促进阅读的良性循环。本文介绍了与写作相结
合的阅读策略以及与阅读相结合的写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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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课程标准提高了对写作的要求，突出了对谋篇布局、遣词造句、情感表达的要
求。目前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相对滞后，写作中普遍存在词汇贫乏、搭配不当、句型误
用、语法不通、审题不清、表达不得体、通篇布局不合理、中式英语多等问题（杨谢友，
２０１０）。长时期以来，许多教师把阅读教学的重点放在提高阅读技能上，忽视写作对阅
读理解的促进作用。同样，在写作教学时，把重点放在写作技能训练上，而忽视阅读对
于写作能力的积极影响，致使阅读和写作教学严重脱节，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效率事倍
功半。要使语言输入最有效地转换成输出，就要在输入的同时尽可能多地进行输出，这
样，语言的交际功能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加强阅读写作一体化教学研究是当前初中英
语教学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美国应用语言学家克拉申（Ｋｒａｓｈｅｎ，１９８５）的语言输入假说核心是：学习者接受的
语言必须是：（１）可理解性输入；（２）输入包含略高于已知语言水平的成份（ｉ ＋ １）。输
入的可理解性是通过简化输入语及上下文或通过语言线索达到。输入假设决定外语习
得的关键是学习者接触大量可理解的、有意义又有关联的目的语。语言输出假说是以
使用语言为基础的理论，强调语言输出的重要性。斯温纳（Ｓｗａｉｎ，１９８５）认为：尽管“可
理解的输入”对语言学习是必不可少的，但理解性输入本身还不足以导致成功的语言习
得，成功的二语学习者不仅需要可理解的输入，更需要“可理解的输出”。她指出“语言
的输出对语言习得也同样有积极意义。”

由此可见，英语阅读教学可以为写作储备语言知识，积累写作素材，提供文本框架，
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写作技能。而通过写作这种输出方式，能使学生认识到语言知
识的不足，并促使他们进行选择性阅读，引起特别注意和有选择性的输入，并且能被储
藏在长期记忆的知识网络中，最终成为学习者知识结构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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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阅读写作一体化教学就是把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整合起来，相互渗透融为一
体，把语篇结构的分析、语言知识的传授和写作知识的学习以及写作技能的训练融为一
个有机整体，在培养学生阅读技能的过程中提高其写作技能，在训练学生写作技能的过
程中提高其阅读能力，实现以阅读帮助写作，以写作促进阅读的良性循环。为此，笔者
积极尝试初中英语阅读写作一体化教学，有效地提高了英语学习效率。具体做法如下：

　 　 一、与写作相结合的阅读教学

阅读与写作密切相关。学生通过阅读可以积累大量的语言信息和表达方式，扩大
知识面，为写作打下扎实的基础。阅读教学时，教师应用整体教学的思路来设计阅读教
学，引导学生熟悉文章内容，获取有效信息；同时，教师指导学生进行文本分析，熟悉文
章体裁、框架和内容，掌握英语的写作特点和技巧，学会语言的表达方法，积累相关的词
汇和句型，为读后写作做好准备。
　 　 （一）“读前”储备写作素材

“读前”阶段也称导入。在导入环节，学生首次接触新词汇时能将其与要讨论的话
题建立联系，不断扩展有关主题词汇，这样就能帮助学生顺利将语篇中的词汇转化成主
题意义词汇，容易学会在相似的语境中自由运用（孙鲁华，２０１１）。在这一环节中，教师
精心设计导入，让学生了解材料的背景知识，理解和学习一些词汇，同时为阅读理解扫
清一定的障碍。如译林版初中英语七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主题是“令人惊奇的事（Ａ
ｍａｚｉｎｇ ｔｈｉｎｇｓ）”，阅读文本的标题是“公园里的鬼（Ｔｈｅ ｇｈｏ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ｋ）”。阅读前，教师
先展示一些让学生感到惊奇的事，激活学生对话题的兴趣；然后通过讲一个有关“鬼”的
故事，引出词汇：ｇｈｏｓｔ，ｆｒｉｇｈｔｅｎｅｄ，ｎｏｂｏｄｙ，ｗｈｉｓｐｅｒ，ｔａｋｅ ｃａｒｅ ｏｆ，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ｄａｙ等。这
样既可以排除在阅读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又能为写作积累词汇，词汇量的增加可以促进
学生形成表达能力，为写作训练做好铺垫。
　 　 （二）“读中”渗透写作技能
１． 理清文本的结构框架
每一篇文章，根据其体裁，都有相应的结构模式。模式是抽象的，但确实是存在的，

它往往隐含在各类文章中，对文章的内容有着某种程度的制约（朱惠芳，２００７）。由于缺
乏对相关话题的语篇积累，在写作中学生往往在语篇结构、语篇衔接和语义连贯方面出
现问题。因此，教师要以阅读文本为载体，指导学生进行语篇分析，培养学生驾驭篇章
结构和把握文章中心的能力。

如在组织阅读“公园里的鬼（Ｔｈｅ ｇｈｏ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ｋ）”一文中，教师要求学生说出故
事写作特点，学生很快就找到文章是以事件发生、发展为线索，这样学生就了解和掌握
记叙文写作的一般要求。因此，阅读中教师应设计具体的阅读任务，有目的地指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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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文章的特点，获得文章信息。阅读文本题材多样，体裁各异，教师在教学中应引导
学生对这些材料进行归纳总结，理清文脉，帮助他们把握文体的基本特征，以便写作时
可以套用阅读材料中的结构框架。
２． 积累写作的词汇句式
在英语写作中，单调的句式、多次重复的用词往往使文章枯燥乏味。为了体现文章

的活力，展示句美、词美的感觉，灵活多变的句式、贴切的用词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写作手
法（郭园园，２０１１）。教师要善于总结阅读文本中重要的词汇和句式及关联词，组织学
生学会运用这些词汇和句式。

如在了解“公园里的鬼”的写作特点后，教师组织学生学习文章的用词特点，学生很
快找出描写惊奇感觉的词汇：ａｆｒａｉｄ，ｆｒｉｇｈｔｅｎｅｄ，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ｄ等，描写动作的词汇：ｓｉｔ ｄｏｗｎ，
ｈｅａｒ，ｓｔａｎｄ，ｔｕｒｎ ａｒｏｕｎｄ，ｌｅａｖｅ等，这对丰富学生写作词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
让学生养成在阅读中获取语言知识的习惯。
３． 学会语言的表达方法
语言知识包括词汇、句型、语法及习惯表达法等，这都是学生写作的基础。只有扎

实掌握语言知识，学生才能顺利完成写作任务。在阅读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
知识，学会语言的表达方法，为学生的写作打下扎实的基础。英语阅读文本中有许多值
得模仿的语言表达方式。

如“公园里的鬼”一文中，连接词的有效运用对故事的描述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教
师组织学生找出文中的连接词：ａｓ ｕｓｕａｌ，ｓｕｄｄｅｎｌｙ，ｔｈｅｎ，ｗｈｅｎ，ａｎｄ等，让学生模仿运
用；接着让学生总结文章的时态特点，故事叙述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文中的描述主要运
用了一般过去时，这样能让学生明确写作中必须选用恰当的时态。

　 　 二、与阅读相结合的写作训练

学生在阅读文本中获取了信息，强化语言积累，训练思维能力，掌握了一些书面表
达的写作技巧和方法，自然产生了表达的欲望。在此基础上，教师应及时组织学生进行
写作训练，组织读后写作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读后缩写

读后缩写是基于阅读文本特点，选用文本中的关键词、句等进行摘要写作，写作内
容包括文章中心和主要内容。读后缩写的目的就在于把握文本的主要内容，借助文本
的部分语言，完成最基本的写作内容。读后缩写常常用于写作教学起步阶段，其主要目
的是为了帮助学生了解不同文体的写作风格及其特点，并开展简单的写作训练，但要注
意以下两点：

一要抓住文本特点。在阅读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帮助学生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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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特点，并通过文字表达出来。不同文体的缩写，其侧重点不同。如记叙文强调故事
的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议论文关注作者的观点，学会论证方法等。阅读过程
中，教师应帮助学生把握这些基本要素，体会文体特点，运用简洁而流畅的语言进行压
缩和整理。

二要学会运用文本中的词汇和句型。文本中丰富的词汇和句型，是学生在缩写过
程中可以借鉴和运用的重要资源。在文本学习过程中，引导学生归纳文本中的词汇和
句型，帮助学生学会运用文本中的词汇和句型。

如学习“公园里的鬼”的文章后，为了帮助学生进行写作训练，我先设计了促进写作
的阅读活动，让学生按要求板书列出的提纲。从语言输入到语言输出，板书设计能帮助
学生加深印象，为接下来的写作提供支撑。板书提纲如下：

Ｔｉｍｅ：Ｏｎｅ Ｓｕｎｄａｙ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Ｕｎｄｅｒ ａ ｔｒｅｅ ｉｎ ａ ｐａｒｋ
Ｐｅｏｐｌｅ：Ｍｉｌｌｉｅ，Ａｍｙ ａｎｄ Ａｎｄｙ
Ｅｖｅｎｔｓ：ｈｅａｒｄ ａ ｗｈｉｓｐｅｒ，ｗｅｒｅ ａｆｒａｉｄ，ｌｅｆｔ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ｓｅａｒｃｈｅｄ 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ｆｏｕｎｄ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ｃａｔ
ｔｏｏｋ ｔｈｅ ｗｅａｋ ｃａｔ ｔｏ

然后，组织学生根据故事要素，进行口头复述，强化口头表达能力训练，增强语篇意
识；最后，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依据口头训练的内容及形式的理解缩写文章。通过
缩写学生可以进一步体会文体特点，概括文本大意，从而促进学生进一步理解课文。
　 　 （二）读后仿写

在英语写作教学中，模仿范文是一种有效的写作训练方式，指导学生写作首先从模
仿范文入手，这特别适合初学者。读后仿写是对己理解的文本语言、结构进行模仿，结
合学习者自己所需要表达的内容完成写作任务。读后仿写前分析文本尤其重要，根据
不同的仿写任务，文本分析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比如：语言表达、文本特征、段落结构、
逻辑关系等等。只有学生理解并掌握了文本特点，结合有效的写作任务，读后仿写的效
果才会逐步体现。

如译林版初中英语七年级上册Ｕｎｉｔ ６ Ｔａｓｋ板块，阅读文本是西蒙的文章“Ｓｉｍｏｎ’ｓ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阅读后要求学生模仿西蒙的文章写“Ｍｙ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写作之
前，教师应先引导学生赏析文章的结构，整理Ｓｉｍｏｎ的个人信息、早餐、中餐、晚餐及饮
食的理由等；其次，组织学生找出好词、好句，让学生模仿表达；接着，分析连接词用法和
写作特点，帮助学生学会写作技巧。最后，在教师的指导下，组织学生小组讨论交流，学
生写出各自的文章。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能感到写作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仿写不是照搬照抄，需要形式进行一定的思维和语言加工，读后仿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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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联系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让学生有话可说，因此，仿写应从学生的生活出发，让学生
在仿写过程中学会规范语言和篇章结构。
　 　 （三）读后续写

读后续写是在阅读理解的基础上，利用阅读文本的素材、线索、情节等，充分发挥想
象力和创造力，续写文本内容。这既能巩固所学的英语知识，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也
能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和用英语思维的习惯，如写出故事结尾的后续发展、事件结尾的预
测等等。设计阅读活动时，应当帮助学生理清文本脉络，为学生续写提供保障，写出亮
点。

如在译林版初中英语七年级下册Ｕｎｉｔ ６ Ｒｅａｄｉｎｇ“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ｒａｂｂｉｔ ｈｏｌｅ（掉进兔子
洞）”教学中，笔者积极尝试读写结合教学策略。在第二课时教学中，首先组织学生回顾
课文内容，通过问答、找动词等形式复习课文；接着引导学生学习和归纳课文中的重要
语言点，并结合具体情境学会运用；最后要求学生续编故事，充分发挥学生丰富的想象
力，学生当堂写出了非常精彩的结尾。他们把熟悉的多来猫（Ｄｏｒａｅｍｏｎ）、阿里巴巴、蜘
蛛人等编入了故事，学生能模仿阅读材料中的词汇句型，表达自己创造的内容。在续写
故事中，学生运用了新学到的语言知识，这不仅学得好记得牢，而且容易体会到阅读带
来的成就感，大大提高了学生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
　 　 （四）读后主题写作

读后主题写作是读写结合的高级形式，是从词汇、语段、结构直至主题等多层面出
发，将读写结合起来。读后主题写作目的是让学生具有更为宽阔和自由的表达空间，将
文本的语言内化成学生自己的语言。在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
帮助学生体会、理解主题，从而提高学生对于主题的理解。学生在体会、理解了主题之
后，他们的读后主题写作才会具有自己的思想和语言表达。

如译林版初中英语七年级下册Ｕｎｉｔ ７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ａ ｂｒａｖｅ ｙｏｕｎｇ ｍａｎ（多么勇敢
的年轻人）”教学，文章中的主人公是一位２０岁的小伙子林涛，当邻居家发生火灾后，他
勇敢地冲进火海，救出了７９岁的孙夫人。这篇文章看似平谈无奇，但通过阅读活动，能
挖掘出文章所含的主题，这能给青少年极大启示———安全用火，机智救人。阅读后，笔
者组织学生进行了读后主题写作活动，写作主题是“我身边发生的事及启示”。学生在
学会叙述事件的同时，也学会了突出主题，帮助学生形成用英语表达思想、交流情感的
能力。

　 　 三、阅读写作一体化教学要注意的问题

阅读写作一体化教学设计应基于阅读文本特点，结合学生实际语言水平以及语言
教学目标而有机整合。设计时应注意以下几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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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读写内容应保持相对一致
读写课区别于纯粹的阅读和写作课，教师课前要分析阅读文章和写作目标的相关

度，正确处理不同课型的读写关系，恰当把握读写目标（张青青，２０１１）。译林版初中英
语教材每个单元都围绕一个话题展开，阅读文本的话题贴近学生生活，符合学生的认知
水平，教师可基于文本特点对教材进行二次开发，有效设计读和写的活动。另外，我们
还应关注读写活动目标的一致性。阅读的活动设计是为了更有效的开展写作的活动，
而写作的活动能促进学生对阅读的理解，每一活动之间互为关联。如果读写内容不一
致，一体化教学效果会受影响。
２． 读写活动要求应循序渐进
有效的语言学习涉及从少量语言形式的控制过渡到相对无限的语言形式的自动加

工（鲁子问，２００８）。读写能力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阅读与写作安排
应体现阶段性，否则会欲速而不达。起始阶段可以安排读后缩写、读后仿写等形式，待
学生形成一定的写作能力后，再组织读后续写、主题写作等活动。只要教师多实践，多
思考，一定会让学生感到读写结合的乐趣，形成良好的读写习惯。
３． 读写活动设计难易应适度
读写活动应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符合语言学习的规律，让学生觉得“我能写”。符

合学生最近发展区的读写活动不仅容易激发学生写作的欲望以及语言表达的积极性，
也能保障“以读促写”顺利进行的基础。难度过大的写作要求会打击学生的积极性。对
于理解都困难的语言文本又怎能组织写作活动呢？如果学生没有内化文本语言、结构
和主题，就不适合开展阅读写作一体化教学。另外，活动设计时应考虑学生的接受能
力，重视过程设计，给学生足够多的学习“台阶”。教师可根据任务要求，将其化为符合
学生实际的多个活动，让学生通过“过程写作”完成写作任务。
４． 读写活动时间分配应合理
在固定的教学时间内，要完成读与写两项任务，教师必须优化教学设计。教师应根

据阅读和写作的目标要求，有针对性地处理文章中的重点词汇和句型，引导学生理清文
章结构和框架。学生通过阅读获取语言知识、文本信息和篇章结构知识，然后通过写作
实现由输入到输出的转换，达到活学活用，自由表达思想，训练写作能力，从而实践阅读
写作两者的有机结合，提供给学生综合运用语言实践的机会。教师可以给学生布置预
习任务，让学生课前按照要求预习文章，这能节省文本阅读的时间，为写作活动留出足
够的空间。
５． 读写活动应充分利用小组合作
合作学习是一种有效的写作训练方式。它以学生的“学”为中心，把学生个人的写

作转换成各抒己见、集思广益的交互式过程。通过小组合作活动开展阅读写作，能促使
组内不同成员开动脑筋，积极思考，并让基础薄弱的学生在合作中体验过程，获得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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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技能，为独立写作打好基础。教师可在阅读讨论、写作前、写作中和写作后等环节
合理安排小组合作学习，开展诸如生生合作、小组合作、师生合作等活动。开展合作学
习的活动方式有利于降低学习的难度，可以帮助学习基础薄弱的学生提高参与课堂学
习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他们写作的积极性和写作水平。
　 　 结束语：

阅读写作一体化教学突出了师生互动，创设了和谐与平等的学习氛围。通过一体
化教学，学生从被动转为主动。学生阅读文章的目的性更加明确，能尽快地获取文章信
息，把握文章脉络，养成了良好的读写习惯。实施一体化教学后，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
来了快速提高，能很快地领会要求，抓住要点，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写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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