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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阅读在整个语文体系中是尤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

主要阐述了广泛阅读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阅读中规避一些容易出现的问题，以期为阅读打下良

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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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ading is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part of the entire language system, and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for people to acquire knowledge. This article mainly explains the importance of extensive 

reading, and how to avoid problems in reading, in order to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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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发现 早的文字是甲骨

文。早在殷商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

在兽骨上进行了文字记录，将人类的文

明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文字的产生，

是为了信息的传递，从文字产生的那一

刻起，一个全新的理念也随之产生并运

用至今——“阅读”。它是人类获取一切

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更是人类文明进

步的重要阶梯。它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

年变迁的历史轨迹，作为现今社会的人

们，更应秉承这一优良传统，并薪火相

传的一直发扬下去。 

1 阅读的重要性 

当今社会中，各种媒体层出不穷，

无论是网络、电视抑或自媒体，各种各

样的形式百花绽放，争奇斗艳。而 为

原始的书籍却逐渐被冷落，渐渐淡出人

们的视线。试想一下，自从我们放下课

本，从学校步入社会后，有多长时间没

有好好的阅读过文章或书籍了？电视

剧、电影、抖音、微博等多媒体充斥着

我们的业余时间，很多有用或者无用的

信息都是通过声音和图像直接地传递到

我们脑子里，而真正的文字信息传递却

越来越少。我们在工作学习中，往往自

己的一些想法或者表述的一些东西，总

是脑子想得清楚，嘴巴却说不明白，动

手更是写不出来，这种情况的产生就是

长久不进行文字阅读造成的。一首优美

的乐章是依靠一个一个音符排列组合而

成的，一篇华丽的文字，同样也是一个

一个的文字排列组合而成的，音乐家常

常在优美的音乐声中寻找灵感，作家则

是在浩瀚的书海中寻求突破，二者相互

映衬，更能体现出阅读的重要性。 

2 阅读中的词语积累 

中国的语言丰富多彩，中国的词语

更是绚丽夺目。但现今我们大多数掌握

的词语都是相差无几的，在我们写文章

的时候，十个人中有八个人用到的词语

都是相同，导致文章色彩千篇一律，毫

无特色可言。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

将掌握的各种词语大量用于句子中，必

能使得文章增色不少。例如，用“珠履

三千”代替“宾朋满座”；用“一夕千念”

代替“思绪万千”；用“岁聿云暮”代替

“年关将近”，用“叩桥不渡”代替“小

心谨慎”等，诸如此类的词语会使得一

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瞬间有耳目一新的

感觉，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但是此类

词语也不可乱用，在不知其含义的时候

生搬硬套，往往适得其反，有时甚至会

贻笑大方。那么我们该如何才能正确熟

练地使用这些可以使人眼前一亮的词

语呢？广泛阅读就是它的不二法门。只

有在阅读中的不断斩获、不断积累并熟

知含义和用法，才能把它们正确的运用

至自己的语言之中，使其发挥出独特的

魅力。 

3 阅读中的句式积累 

在清代孙洙编辑的《唐诗三百首》

序言中曾写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

作诗也会吟”。这句至理名言直接指出了

经常读阅读，即使不会自己写作也会吟

诵诗歌。通过反复诵读不仅能够在不知

不觉中吸收作者的智慧，更能体会作者

的内在思想感情，从而提升文字表达能

力。不同的文章同样叙述一件事情，有

的人写的妙笔生花、行云流水，而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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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则是像一篇流水账一样平平无奇。这

其中之区别，就在于平时阅读的积累。

从“楚辞”的创立者屈原到唐宋八大家，

再到近现代的鲁迅、巴金、老舍、莫言

等文坛大家，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孕育

出了无数的文坛巨匠，创作了数之不尽

的经典之作。他们已经将中国的语言文

字运用的炉火纯青。有这些前辈留给我

们的文化瑰宝，我们更要从中汲取“文

学养分”，体会作者们文中的精髓，积累

优秀的文学底蕴于己用。如不这样，我

们只能写出似白开水一般的文字，毫无

波澜。 

4 阅读中的写作方法积累 

在前文中曾提到，现今社会中，大

量多媒体信息占据着我们的业余时间，

其一是因为多媒体可以较快接收信息，

另一原因就是许多传统文字阅读无法快

速地将读者思想带入。一篇好的文章，

首先在文章开始阶段就要将读者的思绪

带入其中，并按照文章结构逐步“引人

入胜”，才能达到完整阅读的目的，也就

是我们经常说的“虎头、猪肚、豹尾”，

说起来简单，但在实际中，往往大所数

人都做不到。因为在一篇优秀的文章中，

有着许多的“扣”，这些“扣”往往是隐

藏起来的，不容易被发掘，却在潜意识

中扣住了读者的注意力，使其一直阅读

下去。就好比评书一样，在每一章节的

结束部分，总会有一些悬念，让人迫切

地想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从而继续听

下去。在文章中亦是如此，一篇优秀的

文章，往往像一个心理学家一样，能够

准 快地把握住读者的思想，通过不断

地起承转合，一次又一次地提起读者继

续阅读的兴趣，不仅使读者有继续阅读

下去的欲望，更能让读者集中注意力，

记住文章的内容，这是作者所具备的特

殊写作手法。每个作者都会运用这种手

法来吸引读者，只不过手法因人而异，

才导致文章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可以通

过大量阅读经典文学作品，体会其中意

境，感受各个作者写作的手法，不断地

借鉴，直到找到自己擅长的方向。这与

阅读量是成正比的，只有大量阅读，才

能逐步地提高完善自己写作手法，创作

出经典的文章。 

5 阅读中的口语积累 

大量阅读不仅可以提升自身的写作

水平，而且还能提升口语交际能力。因

为，在语文体系中，不仅仅是“写”。毕

竟在生活中，除了作家，大多数人主要

是靠口语来交际的。所谓“语文”也不

能仅仅局限在写作水平中，“哑巴语文”

是不提倡的。“腹有诗书气自华”用来形

容胸中有学问气质自然光彩夺人。文学

气质主要体现在一个人语言是否得体，

见识广博。在人与人的交谈中，有着不

俗的谈吐，对一件事情分析拿捏得恰到

好处，能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必定会

得到别人的赞赏。但这一切并不是与生

俱来的，是要通过大量的阅读而积累形

成的。正如前面所说的“熟读唐诗三百

首，不会作诗也会吟”，通过大量的阅读

积累知识，再用得体的语言表示出来，

才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文学素养。有的人

认为在现今社会中一个人的文学素养没

有那么重要，这一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法国小说家阿尔丰斯·都德在他的短篇

小说《 后一课》中有这么一段，学生

们都不愿意学习法语，老师韩麦尔对他

的学生小弗朗士说，当德国人来了会问

你们，你们还说自己是法国人呢，连自

己的语言都不会说，不会写……同样的

道理，我们的祖先留给了我们世界上

美丽的文字，如果我们拿起笔错漏百出，

张开嘴词不达意，还何谈自己的国家源

远流长的文化历史呢？打开书去阅读，

才能提升我们的口语交际能力，准确地

表达我们心中所想。 

纵观整个语文体系，并不仅仅是一

方黑板，几本书。在校园中简单汉字认

读，仅仅是一把钥匙。当我们走出校园

后，不应把这把钥匙丢弃，而是应该用

它去开启语文体系的大门，遨游在文学

的海洋中。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语文是在我们生活中的

重要一环，而阅读是提升语文修养的关

键手段。阅读是对知识的渴望和积累，

也是自身素质的提升。阅读可以保持大

脑活跃起来，防止它失去能力；阅读可

以减少压力，在读书的过程中可以阅读

来自不同文化或背景的，了解他们的看

法，重新审视原有的偏见；阅读可以让

人滤除浮躁，撇开喧嚣，拨开冗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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