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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意义
北京市十一学校特级教师 雷其坤

语文 编者按：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本报特推出“有组织的阅读”主题策划。从语文、英语学

科到课堂外的拓展，从校园主阵地到为家庭和社会助推增益，读书——已经成为我们每
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值此佳日，让我们一起品书香、道悠长。

中学生学习语文固然须

要注重听、说、读、写，但阅读

无疑是核心。多读经典名作

是提升语文素养的不二法

门。通过阅读，与古今中外

贤哲精英对话，能提升自身

的精神高度与思想境界，让

人生丰富充盈。

阅读的重要意义大致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积累语言材料，促进语言建构

“语言建构与运用”是最

基本的语文核心素养，其形

成与提升有赖于阅读实践。

中学生正处在语文核心素养

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要

多读经典文本，积累较为丰

富的典范的语言材料，并梳

理整合，融会贯通，从而逐渐

掌握语言运用的规律。

有的经典文本要熟读 ，

“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

“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

自然会有收获，“不待解说

自晓其义也”（朱熹）。随着

积累的语言材料越来越丰

富，“建构”也就越发重要。

不要让语言材料孤立地储存

在大脑里，而要融会贯通，

灵活建构，把不同的语言材

料关联起来。例如，《论语》

中“君子”是一个高频词，出

现 100 余次，含义大致有二：

有 德 之 人 ，有 位 之 人 ；“ 小

人”与“君子”往往对举。海

淀区高三语文一模中要求分

析下面划线语句孔子回答的

艺术：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

“ 如 杀 无 道 ，以 就 有 道 ，何

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

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

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

上之风，必偃。”

由“问政”“为政”可以确

定，“君子”指有位之人。那

么，对应的“小人”就是无位

之人，即平民百姓。明乎此，

分析才能准确到位。

【答案示例】孔子以“风”

“草”为喻,形象说明了上位

者的德行对百姓的影响。用

通俗的比喻说明治国理政的

道理，使深刻的道理浅易而

又生动。

二、积淀良好语感，提高阅读素养

所谓语感，就是对语言

文字敏锐的感受能力，“见了

‘ 新 绿 ’二 字 ，就 会 感 到 希

望、自然的化工、少年的气

概 等 说 不 尽 的 旨 趣 ；见 了

‘ 落 叶 ’二 字 ，则 会 感 到 无

常 、寂 寥 等 说 不 尽 的 意 味

吧”（夏丏尊）。有良好的语

感，能够比较直接、迅速、准

确、灵敏、整体地感知和把握

语言文字。“芳树无人花自

落，春山一路鸟空啼。”（李华

《春行即兴》）诗中的“自”与

“空”，看似寻常，如果有良好

的语感，则会深切地感受到

作者笔下宁静、美好的山景

中透出的伤春、凄凉之情。

语感好的同学，解答阅读题

又快又准。

语感的积淀依靠阅读的

实践。“操千曲后晓声，观千

剑而后识器”（刘勰《文心雕

龙·知音》）。同样，要形成正

确、敏锐的语感，须诵读大量

语言典范的文本，让正确的

语言形式反复地刺激大脑，

在大脑皮层逐渐建立系统

化、熟练化、自动化的联系，

从而形成无须经过逻辑推理

便能准确理解判断的语言直

觉能力，这是获得语感的主

要途径。

在阅读过程中联系生活

经验，将语言文字同它所涉

及的客观事物、生活情景联

系起来，有助于具体、灵敏地

体会语言文字的旨趣。正如

叶圣陶先生所说：“要求语感

的锐敏，不能单从语言文字

上揣摩，而要把生活经验联

系到语言文字上去。”有时还

要展开丰富的联想、想象，让

语言符号在头脑中复原成具

体、生动的景象，以深切感

知、领悟文本。多进行语言

鉴赏，理性地分析、把握文

本，也有助于促进语感能力

的形成和发展。

三、深化思想认识，提升思维品质

语文核心素养“思维发展

与提升”也有赖于阅读实践。

阅读名著经典，与古今中外的

精英们交流，他们灵活的思维、

深刻的思想，会让我们获得感

悟，得到启迪，我们的思维品质

会不断提升，思想认识会不断

深化。

阅读自己基本都懂或基

本不懂的书都意义不大；大部

分能懂，但还存在很多问题要

经过思考、查阅有关资料才能

弄懂，读这样的书才是最有意

义的。有时候，碰上很难懂的

问题，一时间解决不了也没有

关系，“未晓不妨权放过”（陆

九渊《读书》），继续读下去，有

一天也许就豁然开朗了。“昨

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

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

流自在行”（朱熹《观书有感》

其二）说的就是这种情形。阅

读经典是必要的，但可用平常

心 坦 然 面 对 经 典 ，不 迷 信 书

本，有批判精神，能独立思考，

避免让自己的头脑成为别人

思想的跑马场。

我 们 通 过 阅 读 ，受 到 启

发，如果能产生新见、提出创

见，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

未言，更是难能可贵。海淀区

高三语文一模作文题，从“天

地人你我他”导入，要求考生

围绕“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写

一 篇 议 论 文 ，要 把“ 我 ”放 在

“天地”“你他”之间去思考。

如果将冯友兰《人生的境界》

中的“天地境界”、《论语》中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

人”等内容融会贯通起来，形

成自己的思想，对高质量完成

写作大有裨益。

四、体验丰富情感，促进情商发育

经典名作总是表现出作者

深厚情感的，诸葛亮《出师表》

之忠，李密《陈情表》之孝，林

觉民《与妻书》之爱……“缀文

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

入情”（刘勰《文心雕龙》）。阅

读经典作品，接受作品情感的

熏陶、感染，对一个人情感态

度价值观的形成和提升具有

重要意义。

人在成长过程中，不同的

情感、能力的发展都有一个关

键时期，错过这个关键期，往往

很难弥补。“狼孩”的例子就说

明了问题。有些文学名著，特

别适合青春年少的时候阅读。

歌德曾写过：“青年男子谁个不

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

春？这是我们人性中的至神至

圣。”我上中学的时候读《红楼

梦》，真是有些痴迷，见“一个是

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

木石前缘心有灵犀却最终好梦

破碎，往往情不自禁地怅惘、叹

息以至于流泪。现在去读，也

许有新的感悟，但不再有那样

强烈的心灵悸动了。一些细腻

的、纯洁的情感体验，对一个人

的情感发育十分重要，错过了，

也许就永远错过了。从这个意

义上说，及时阅读一些合适的

作品，是为了避免成为另一种

“狼孩”。因此，千万不要这样

想“等我以后有时间了再读，再

多读一些来弥补”。现在就读

当下适宜阅读的书吧。

五、吸收传统文化，传承文化基因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

具，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中

华文化源远流长，作为华夏子

孙，学好母语，感受汉语独特魅

力，吸收传统文化精髓，汲取古

圣先贤宝贵的思想与智慧，传

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这对

中学生健康成长无疑具有重大

意义：让我们无论身在何处，都

会有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归属

感，能增强民族凝聚力。

有些文本，从传承文化基

因这个角度说，具有“元典”的

意义。语文的大厦，要以此为

基石；语文的参天大树，要从此

生长出来。曾经有一位大学教

授做了一个课题，带领一些中

小学进行阅读实验，先从现代

文读起，结果是困难重重，因

为常常会遇到传统文化因素，

遇到蕴含丰厚的典故等，要让

学生理解这些，得下大功夫。

于是，教授决定从一些传统的

经典文本读起，这就比较顺畅

了。忽视具有“元典”意义的

文本阅读，会导致思想贫血、

精神缺钙。我们不难遇见这

样的学生：语言功底不错，表

达 能 力 较 强 ，但 听 他 们 的 表

达，看他们的文章，就会遗憾

地发现，空虚、苍白、干瘪，缺

情怀，少境界，空有语文的躯

壳，而没有内在的灵魂。吸收

传统文化精髓，可为终生可持

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六、发展审美能力，提升写作素养

语文核心素养“审美鉴赏

与创造”也与阅读息息相关。

大量阅读文质兼美的名著佳

作，在审美活动中感受汉语言

文学的独特魅力，养成高雅的

审 美 情 趣 ，不 断 发 展 审 美 能

力，这样，生活更加美好、更有

品味，人生更有趣味、更有境

界。一个人有较高审美能力

与高雅审美情趣，是审美创造

的基础。

诵读经典文本有助于写

作，巴金深有体会：“读多了，读

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

就慢慢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

就慢慢摸到文章的调子”（《赞

歌集·谈我的散文》）。对于中

学生来说，生活是写作的源泉，

阅读是写作的另一个源泉。阅

读经典、名著，进行审美活动，

有所感受，激发起灵感了，就写

下来，自己对美的感受就会越

来越敏锐；阅读佳作、妙文，对

巧妙的表达技巧、精美的语言

修辞感兴趣，也可模仿着去写

一写，自己的写作也就会越来

越有灵气。在阅读中受到古圣

先贤、人类精英思想的启迪，有

所感悟，就写下来，自己的思想

便会越来越深刻。蚕食桑而吐

丝，蜂采花而酿蜜；“人之能为

文，由腹有诗书”（韩愈）。含英

咀华，潜移默化，作文才能文思

泉涌，妙笔生花。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不

仅当下必须，而且终身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