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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式理论与读写模式的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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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图式理论是认知心理学家用以解释心理过程的理论。许多研究者应用该理论探析第

二外语学习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思维模式及阅读理解产生的过程。阅读和写作不是两个分离的行

为，而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以图式理论为基础，结合教学实例，建构阅读图式有三种途径：抓

住单元主题丰富内容图式，分析篇章结构建立结构图式，操练语言丰富语言图式。将阅读图式应

用于写作的“读写结合”模式，可有效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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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学习任何语言都离不开阅读，所谓“读书破

万卷，下笔如有神”就是强调阅读和写作之间的

紧密联系。这是因为阅读和写作是一个过程的两

个方面［１］，而不是两个分离的行为，读与写互为

前提、互为对象、互相作用。“读”为“写”提供所

要表达的内容和所需语言材料等，“写”有助于巩

固阅读中学到的表达方式，两者相得益彰，缺一

不可。

然而，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在“读”和“写”两

个教学环节中普遍存在以下两个弊端：第一，重语

言轻篇章。我国传统的英语教学是对句子进行详

尽的语法解构和词汇的解释，以及脱离上下文语

境的句型、词组的操练，片面地强调语言要素而忽

视了文化介绍和对语篇进行分析、阐释［２］。第

二，阅读和写作的脱节。在传统的英语教学中

“读”归读，“写”归写，阅读和写作之间存在严重

脱节。大学英语的课程设置不像英语专业那样

听、书、读、写、译各设有专门的课程，而只是设置

“精读”和“听力”两个分册，归属于《大学英语》

一门课程，由同一位教师承担所有教学任务。在

教学过程中以精读为主，精读占去教学总时数的

８０％以上，没有时间也无相应教材用以写作教学。
写作教学往往只是教师布置一个与精读课文无关

的题目，由学生在课下自行完成。即使题目与课

文话题相关，也因教学中缺少对篇章结构的分析，

学生写作时经常无章可循，写出的文章要么词汇

贫乏、内容空洞，要么段落结构松散、布局零乱，教

学效果欠佳，这样久而久之，写作不仅成了教学计

划中“不得已而为之”的任务，更是挫伤了学生的

写作积极性，往往应付差事，甚至对写作产生了反

感。写作成了各种考试中的头号难题。

要克服以上问题，提高写作能力，必须从阅读

入手，在教学中把阅读和写作融合在一起，做到读

中有写，写中有读，读写交融。在“读”与“写”的

结合方面，由郑树棠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的《新视野大学英语》是一套好教材。本文

以这套教材中的主干教程《读写教程》为例，从图

式理论角度探讨阅读和写作相结合的大学英语教

学模式。

二、《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

的编写特点

　 　 《新视野大学英语》这套教材共 ６ 级，每一级
分别有《读写教程》、《听说教程》、《综合训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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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用书》。其中《读写教程》是本系列的主干

教材。下面笔者结合自己近四年使用本教材的体

会，分析其主要特点。

（一）注重词汇的共核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的作者之一
Ｑｕｉｒｋ曾经指出：“我们的眼光应该重点放在词汇
的共核上，该共核构成了任何英语语体———无论

多么专业的语体———的主要部分。不掌握词汇的

共核，对于任何语体来说，都无法达到比学舌水平

稍好一点的流利程度。”［３］《读写教程》的编写充

分体现了词汇的共核：首先，每单元的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
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Ｂ所列词汇均是语言中的最常见词形；
其次，词汇表中所列词语在课文中的语义均属词

汇的核心用法，复现率极高；再次，紧随词汇表之

后列出了典型的词组搭配；另外，本教材一级的起

点为 １８００ 单词，１—４ 级教材覆盖了全部四级核
心词汇，５—６ 级教材覆盖了全部六级核心词汇，
熟练掌握这些核心词汇，学习者定会在听说读写

译各方面具备大纲所规定的能力。一个英国农夫

的词汇量仅在 １０００ 左右，可他在生活中无任何语
言障碍。而我们的大学生在毕业时一般掌握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 单词，成绩好的学生可能掌握 ６０００—
７０００ 左右的单词，可是聋子英语、哑巴英语现象
普遍存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对词汇掌

握的深度不够，盲目背诵所谓的“词汇宝典”、一

味地追求扩大词汇量，忽视了对核心词汇的核心

用法的学习。

（二）以题材为中心组织单元

《读写教程》在选材上注重趣味性、信息性、

可思性、时代性和前瞻性，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主

要涉及语言、文化、习俗、伦理、信息、科学、社会焦

点等等。以题材为中心组织单元是本教程最突出

的特点之一。每一单元有三篇文章（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Ｂ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集中讨论一个共同的主
题，但体裁不尽相同，侧重点也有区别。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
是作为精读的主干课文，Ｓｅｃｔｉｏｎ Ｂ 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 主
要用于阅读技巧的训练，可用于学生的课外阅读

或快速阅读训练，教师可在课堂上进行必要的检

查。无论三篇文章侧重点有何不同，它们都最终

服务于一个目的：为某一话题提供足够的语言基

础、信息内容以及相关背景知识。

（三）“读”与“写”有机结合

《读写教程》的另一突出特点在于把课文当作

语篇分析素材和写作范本，从而做到了“读”与

“写”的有机结合。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 是主干课文，课文后
附有结构分析（Ｔｅｘ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和写作练习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结
构分析部分对课文中的某一个或几个段落进行分

析，指出篇章结构和写作的特点，然后从课文中选

出结构相仿的段落，让学生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

掌握某一种写作手段；写作部分根据已分析认定的

篇章结构特点，在提纲的提示下，让学生依据提纲

写作，写作的题目一般与已学过的课文内容相关。

《读写教程》１—４ 级的四册教材中，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
部分总计收纳了 ４０ 篇文章，笔者根据所涉篇章结
构类型，作了详细统计，发现有部分类型有交叉重

复出现的现象，故统计表中的篇数大于 ４０。最后
总结出 ６ 种结构类型，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读写教程》１—４ 册篇章结构分布表

篇章结构类型 篇数

ＣａｕｓｅＥｆｆｅｃｔ ４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Ｔｉｍ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５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ｓ 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ｏ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１５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４
Ｌｉｓｔｉｎｇ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６

三、运用图式理论优化读写

结合的教学模式

　 　 图式理论是认知心理学家用以解释心理过程
的一种理论，其主要论点是：人们在理解新事物的

时候，需要将新事物与已知的概念、过去的经历

（即背景知识），联系起来；对新事物的理解和解

释取决于头脑中已存在的图式，输入的信息必须

与这些图式相结合。认知心理学家 Ｂａｒｌｅｔｔ 把图
式描述成“一种积极的发展模式”，并由此提出了

研究阅读心理的图式概念［４］。他认为图式可用

于语言理解中，读者借助记忆中被激活的知识结

构来填补文本中未被表达出的细节内容，从而达

到阅读理解的目的。读者对读物的理解之深浅、

期望之高低，取决于读者自身先期知识经验积累

的厚薄，即图式。图式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语言

图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ｃｈｅｍａ）、内容图式（ｃｏｎｔｅｎｔ ｓｃｈｅ
ｍａ）和形式图式（ｆｏｒｍａｌ ｓｃｈｅ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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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所要达到的目的，首先是获取信息，其次

是培养语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最后是扩大词汇

量［５］。所以阅读课堂教学也应该遵循这一自上

而下的原则，引导读者先掌握整体然后处理局部。

下面笔者试从内容图式、形式图式、语言图式三个

方面探析在《读写教程》的教授过程中阅读与写

作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一）抓住单元主题，丰富内容图式

Ｃａｒｒｅｌｌ认为内容图式是“指有关文本内容的
背景知识”［６］。Ｔｒａｂａｓｓｏ 把内容图式称为阅读理
解的“内部机制”［７］。阅读理解的过程就是首先

输入一定的信息，然后在记忆中寻找能够说明这

些信息的图式，当足以说明这些信息的图式被找

到以后，就可以说产生了理解。读者所掌握的与

文本内容有关的内容图式越多，他们的阅读理解

能力、信息储存能力以及记忆能力就越强［８］。

“Ｇｏｏ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ｔｅｐ ｔｏｗａｒｄ ｇｏｏ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 ｓｋｉｌｌｅｄ ｗｒｉｔｅｒ 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ａ ｓｋｉｌｌｅｄ ｒｅａｄ
ｅｒ．”［９］阅读使我们能够与别人的思想感情沟通，
得到自己意想不到的见解和掌握不到的信息，从

而激发我们去思考、去感觉，并帮助我们开拓思

路、扩大视野、更新观点。通过阅读我们积累素

材，充实自己，弥补生活、知识的不足，这样，写作

时就容易避免内容空洞、言之无物的缺陷。如果

作者对要写的内容有丰富的背景知识，就说明他

具备了与该文章有关的内容图式并有可能成功地

激活该图式。因此，写作过程就是应用旧图式建

构新图式，最终达到成功写作的目的。通过阅读

去写作，目的是让读者首先对文章信息进行加工、

筛选、编码，使之与头脑中已存储的知识相互联系

和重新组合，不断建构新的内容图式。这样在写

作过程中作者就能不断激活头脑中已有的内容图

式，并加以充实，顺利地完成写作任务［１０］。

在写作过程中，许多学生认为没有东西可写，

无话可说。从每年两次的四、六级考试也可以看

出，很多考生勉强写来，内容空洞，言之无物。这

主要是因为知识面不宽，头脑中没有相应的内容

图式，或者头脑中的内容图式太简单，只能写出一

些无关紧要的论述。

为此，在使用《读写教程》过程中，笔者不断

尝试通过抓住单元主题来丰富学习者的内容图式

的教学方法。下面就以第三册第二单元有关 Ｅｘ
ｅｒｃｉｓｅｓ（体育锻炼）的主题为例，说明具体策略的

运用。

第一，Ｐ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读前讨论）。作
为课文导入部分，先是用两分钟左右的时间，以简

单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开动脑筋，让他们概括讲

述一些运动的益处。不过，在这个环节中，学生所

述内容一般比较空洞，而且他们也不善于表达自

己的思想。之后，通过视听或快速阅读让学生进

一步思考同一问题。在这方面互联网为我们提供

了便利。教师可以在网上找到一些相关话题的电

影片断、电视广播节目或录音材料，让学生看、听

过后或回答问题，或分组讨论，或做复合式听写等

听力训练。并不是每一个话题在网上都可以找得

到相关的影像资料，当运气不佳时，Ｓｅｃｔｉｏｎ Ｂ 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的阅读文章也是不错的选择。比如在
本单元中，笔者先让学生在 ５ 分钟完成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Ｂ
的快速阅读，找出运动给人们带来的意想不到的

益处。完成阅读后，再给学生 ３ 分钟左右的时间
分组讨论，最后教师进行点评并做出总结，这时学

生所掌握的相关内容就比较丰富了。就运动给人

们的带来的益处而言，Ｓｅｃｔｉｏｎ Ｂ 所涉观点包括：
ｐｏｗｅｒ ｕｐ ｔｈｅ ｂｒａｉ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ｓｅｌ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ｍｏｏｄ；ｂｅｔｔｅｒ ｅ
ｑｕｉｐｐｅｄ ｔｏ ｔａｃｋｌ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之后得出结
论：Ｍｉｎｄ ｉｓ ｂｏｄｙ，ａｎｄ ｂｏｄｙ ｉｓ ｍｉｎｄ。在讨论了“益
处”之后，指出运动也有偶尔的“害处”，就顺理成

章地进入了本单元的精读课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部分。

第二，Ｗｈｉｌｅｒｅａｄｉｎｇ（课文讲解）。通过对课
文内容的讲解分析，帮助学习者丰富运动害处

（尤其是 Ｉｒｏｎ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方面的知识（见表 ２）。
第三，Ｐｏｓｔｒｅａｄｉｎ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读后讨论）。

在结束整个单元之前，有必要设计一个比较宏观

的讨论话题并向学生提供相关的课外阅读资料

（可从网上搜查），从而让学生对某一话题有一个

更加全面的了解。比如，在本单元课文讲解结束

之后，笔者设计了这样一个讨论问题：Ｗｈａｔ ａｄｖｉｃｅ
ｃａｎ ｙｏｕ ｇｉｖｅ 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在这一问题上，
学生既要讨论益处，又要讨论害处，才能给出比较

合理的建议。分组讨论过后，学生在 ５ 分钟内阅
读完一篇有关 Ａｄｖｉｃｅ ｏ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的短文并回答
相关问题。通过讨论和阅读，学生总结的建议有：

（１）ｍａｋｅ ａ 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ｐｌａｎ；（２）ｂｅ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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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ａ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３）ｂｅａｒ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ｍｉｎｄ （ａｖｏｉｄ ｉｎｔｅｎｓ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ｐｒｏｍｐ
ｔｅｄ ｂｙ ａ ｓｕｄｄｅｎ ｉｍｐｕｌｓｅ）；（４）ｋｅｅｐ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ｉｅｔ．

由此，通过课前讨论、课文讲解和读后讨论，

学生对运动的好处、坏处以及如何趋利避害等方

面的内容图式就得以丰富。

（二）分析篇章结构，建构形式图式

形式图式又称修辞图式，指的是各类文章篇

章结构的知识。寓言、故事、诗歌和戏剧等体裁都

有各自的“标准样式”。这种“标准样式”并不先

验地存在于读者的大脑中，而是随着接触的文章

不断增加，读者在脑海中形成了“文章是什么”和

“文章怎么样”的知觉印象，这就是形式图式的雏

形。随着阅读的继续，读者接触到更多的新文章，

他要么用头脑中已有的形式图式来吸收接纳理解

这些新文章，要么改变原有的形式图式来适应新

的文章。前一种行为被称作“同化”，后一种行为

被称作“顺应”［１１］。经过无数次的同化和顺应，

读者的形式图式不断得以形成和完善起来，并对

写作发挥强有力的指导作用。

图式是在经验中形成的，不同社会有着不同的

经验。因此，以汉语为母语的社会和以英语为母语

的社会，人们的经验就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差异，形

成的图式也不例外。就形式图式而言，英语语段一

般以表达中心思想的主题句开头，然后从不同角度

对这一主题进行阐述，总体呈现出围绕一个主题展

开论述的多侧面、多层次的线性结构；而汉语的语

段往往没有明确的中心思想句，以反复而发展的螺

旋形模式对某一中心思想加以论述。另外，从语句

衔接方式来说，英语多用“形合法”（ｈｙｐｏｔａｘｉｓ），即
在句法形式上使用连接词（如 ｆｉｒｓｔ，ｔｈｅｎ，ｆｉｎａｌｌｙ
…）将句子衔接起来；而汉语多用“意合法”（ｐａｒａ

ｔａｘｉｓ），其语句的衔接并不需要一定的语法手段或
衔接词来连接，而是靠内容层次之间的自然衔接。

因此，中国学生的二语作文普遍存在“段落结构组

织松散、布局零乱，缺乏连贯性、逻辑性，词语或断

续、孤立，或重叠、拖沓”等现象［１２］。

这就向英语教师发出一个重要信号：在英语

教学中应从文章布局谋篇、段落结构角度使文章

图式清晰化，必要时可和汉语的文章图式进行对

比，帮助学生逐步丰富目的语的形式图式。《读

写教程》正如它的名字所示，真正做到了“读”与

“写”的有机结合，尤其是在语篇分析方面为广大

师生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下面笔者还是以第三册

第二单元为例对“分析篇章结构，建立结构图式”

的模式作进一步阐释：

第一，分析整篇文章的结构组织。在学生课

前预习的基础上，课堂上给他们 ５ 分钟左右的时
间，让他们或依据所给段落大意进行段落划分，或

依据所给段落划分来总结段落大意。这样一来，

学生对整篇文章的主要信息和结构组织就有了宏

观层面的掌握。

第二，重点段落的语篇剖析。在宏观层面分

析的基础上，语篇分析一定要重点突出，就某一种

写作结构进一步剖析。另外，中国学生写作方面

的突出弱点（即平铺直叙、缺乏论点、展开论述能

力不够）也要求教师在语篇分析过程中对重点段

落的重点论述方法（如怎样从不同侧面、不同层

次展开论述）做出更详尽的指导。本单元的课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是一篇典型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议论文，其中以“分析原因—影响”

型的结构为核心。图 １ 为其篇章结构分析图（黑
体部分为重点段落结构）。

图 １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的篇章结构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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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补充有关英语衔接方式的知识。前面
已经提到过，英语是一种形式语言，句与句、段与

段之间的连接是依靠各种连接词来完成的。所

以，除了掌握文章宏观层面的框架之外，学习者还

应了解不同种类的连接词，使文章表达更加连贯，

从而更加符合本族语使用者的表达方式。笔者一

般是给学生介绍相关书籍，让他们自己搜集相关

词句，在课堂上共享之后，教师从中挑选出常用语

句或作进一步补充。如“分析原因—影响”型结

构已在前两册出现多次。本单元再次出现时，不

做重点讲解，而是以提问方式检查一下学生是否

掌握相关知识，同时复习巩固第一册第八单元和

第二册第九单元的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对比型）结构，引导
学生如何从正反两面分析问题。

这样，通过宏观层面的整篇文章的结构分析、

典型写作结构类型的剖析以及更为微观层面的衔

接方式等的介绍，学生就会逐渐建立起应有的形

式图式。

（三）操练语言点，丰富语言图式

语言图式指的是读者先前的语言知识，即关

于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的知识。缺少这方面

的知识，就会使读者在阅读中遇到障碍。语言图

式在外语阅读中的作用比在母语阅读中的作用显

得更为重要。这是因为语言在外语阅读中是一个

主要工具，甚至根据经验的推测也不能替代精确

的解码［１３］。

写作也是如此，没有一定的语言基础，写作就

无从下手。每年的四六级考试中的作文情况表明

很多考生因词汇贫乏而限制了思路，本可正常表

达的内容只好绕弯拼凑；选词不当，用词不准；以

词选意，而不是以意选词，所写非所想，所想写不

出，致使文章改变了原意，或苍白无力，或不知

所云。

要想夯实学习者的语言功底，单凭背几本所

谓的“词汇宝典”，是不可能做到的。笔者认为最

有效的方法是在上下文的具体语境中理解、记忆

单词。在每单元中，除了必要的单词、词组讲解

外，笔者往往在单元结束前挑出一些好词好句，以

汉语的形式给学生，让他们找出课文中相应的英

语表达方式，并要求背诵，以小测验的形式进行检

查。比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诸如：

Ｍｉｎｄ ｉｓ ｂｏｄｙ，ｂｏｄｙ ｉｓ ｍｉｎｄ；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ｉ
ｒｏｎ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ｐｏｗｅｒ ｕｐ ｔｈｅ ｂｒ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ｃ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ｂｅ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ｔｏ ｄｏ ｓｔｈ．；ｔａｃｋｌ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等使用频率颇高的好词好句。相信随
着阅读的增加和不断的积累，学习者的阅读写作

能力定会得到极大的提高。

以上所谈内容图式、结构图式和语言图式是

成功完成阅读和写作的关键。为了巩固所学知

识，作业必不可少。学生的课业负担较重，合理设

计课后作业也是一门艺术。为了既能节省学生的

时间，又能起到巩固知识的作用，课外作业最好以

能锻炼学生综合能力为主要目的。在本单元结束

后，围绕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这一主题，笔者给学生布置了
一篇题为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的作文练
习，并要求按如下提纲完成：分析体育锻炼给我们

带来的益处；分析体育锻炼带来的坏处；给出如何

参加体育锻炼的建议。要写好本篇习作，学生应

该充分利用本单元所学知识，同时激活这三种图

式并把他们有机地结合起来。

基于以上讨论，笔者对读写相结合的教学模

式总结如下图：

图 ２　 读写结合的教学模式

四、结束语

从输入理论来看，阅读是语言输入过程，写作

是语言输出过程；从图式理论来看，阅读是建构语

言图式、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的过程，写作是激活

这些图式的过程。所以，阅读和写作是一个过程

—７９—



的两个方面，读与写互为前提、互为对象、互相作

用。在外语教学中，只有把阅读和写作融合在一

起，做到读中有写、写中有读、读写交融，才能有效

提高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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