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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需要阅读？
加拿大作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他的名著《阅读

史》中写道：“我们每个人都阅读自身及周遭的世界，俾以

稍得了解自身与所处。我们阅读以求了解或是开窍。我

们不得不阅读。阅读，几乎就如同呼吸一般，是我们的基

本功能。”在他看来，阅读如同一种本能。如果不将“阅

读”的概念局限在文字书籍的狭义范围，实际上我们时时

刻刻都在阅读。

我们捧读一册纸质的书籍，或者从手机的屏幕上读

一条微信、一则新闻或者一篇小说，也不过是一种“了解

自身与所处”的行为，在“阅读”的本质意义上并无差别。

从某种程度上讲，阅读是一种生存的需要。

正如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名言：“阅读是为了活着。”但

阅读对于人的意义，不仅如此。在百科全书的定义中：

“阅读是一种从印的或写的语言符号中获得意义的心理

过程。”森林里的野兽，也能够在流动的气味中解读猎物

的方位，判断出正在靠近的威胁；地底角落中的虫蚁，也

能够从温度和气压的细微变化中准确地预测天气的转

变。动物也通过身体或声音的各种语言进行交流，但是

只有人类，才具有自己的符号体系。这种主要以文字、图

画等形式呈现的符号体系，让人类的经验得以超越空间

和时间的限制。

凡尔纳未曾真的周游世界，但是他写出了《八十天环

游地球》；我们并不认识凡尔纳，但读他的书，足不出户就

能体验遥远之地的神奇冒险。动物不能理解过去和将来，

不关心生活范围之外的事物。但是人类可以，因为人类有

文字和书籍。以阅读的方式，人类的经验从远古时代延续

至今天和明天，从最繁华的都市传递到最偏僻的乡野。

诗人狄金森写道：“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也没有

一匹马，能像一页跳跃的诗行把人带向远方。”经由阅读，

我们与古往今来所有的书写者倾情交流；一个阅读者，同

时也是人类文化的吸收者和传承者。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即使并不缺乏获得书

籍的机会，却并无阅读的习惯或者阅读的能力？或许，其

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童年阅读的缺失。俗谚云：“三岁

看大，七岁看老。”现代儿童发展心理学研究已经表明，儿

童智能的发展存在不同的敏感期或关键期，其中语言发

展的敏感期出现在2岁左右，3岁半至4岁半会出现书写

敏感期，而阅读敏感期则出现在4岁半至5岁半左右。

语言、书写和阅读，是相互关联的。在敏感期内，儿

童学习相应的技能会比较容易，而错过这个时期则会发

生学习困难，甚至影响终生。

6岁之前的阅读经验至关重要
每个孩子，都只有一次2岁、一次4岁、一次6岁。当

他错过了这唯一的一次，到了12 岁、14岁、16 岁的时候，

已经与许多美好的东西失之交臂，而且将永远无法弥

补。童年阅读，除了基本沟通的需要和文化传承的自觉，

还有更为实际的作用和意义。与独立自主的成年人不

同，儿童的成长环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世界为他提

供的条件。

受能力等条件所限，儿童不能像成年人那样随心所

欲地安排自己的行动，但他们可以在图书和故事所营造

的虚构世界里天马行空，从而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他们

乘着想象的翅膀，高高地飞翔，能感受到阅读带来的无法

比拟、无法替代的愉悦。

童年阅读的经历，会成为一个人足以回味终生的美

好记忆。儿童文学作家彭懿曾经诗意地概括过童年阅读

的意义：“因为有了童年阅读，当我们回到童年的时候，在

我们朦胧的记忆中，就有一片明明暗暗的萤火虫，闪烁着

诱人的光芒。”

阅读能帮助孩子从小养成思考的习惯，建立良好的

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学会与这个世界友好地相处。在

阅读中，一个孩子也在寻找着前行的方向。面对宽广的

未来，他们不停地探求自我的边界，不经意间读到的一本

书、听到的一个故事，便可能让他们找到自己梦想的目

标，让人生从此改变走向。

当然，阅读永远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行为。阅读之

所以重要，与其说是因为书籍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好处，不

如说是因为阅读为我们提供了与世界沟通和交流的一座

桥梁、一条通道。通过阅读，我们获得了一种生活方式，

表达出一种生活态度。童年阅读更是如此，每一个孩子

阅读的背后，都伴随着父母、师长们关切的身

影；童年阅读的经验，必然也是童年生活全部

经验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后记：对父母们而言，在孩子成长

的路上，或许还有许多比阅读更重要的

事情。但我们知道，一个儿童读者，也

将会是一个终身阅读者；帮助一个孩子

亲近书本、爱上阅读，就是送给他一份

珍贵的礼物。这份礼物，足以让他享用

一生。 □ 据《新教育观察》

新家教

小知识

识字是孩子认识语文的第一扇窗户，但是多数小学生都认为汉字太多，要记忆非常困难。特别是形近字，长得就

像双胞胎，一点点差异，意义和读音却完全不同。小小的一个汉字，为什么总是记不住？原因在于：记忆过程太枯

燥！今天，给大家推荐14首小学语文识字顺口溜，将小学生常见的形近汉字一网打尽！ □ 江亚萍/整理

直接交代开头法
用直接交代的方法来开头，寥寥数语，告诉读者，这

篇作文要写的是谁，和作者是什么关系，这个人有哪些特

点，等等。如：

1.我们班有位同学，他叫姚锦东，他学习不是很好。

（宋佳芸《姚锦东》）

2.我在学校交了个朋友，他叫王小悠。（周嘟嘟《我的

好朋友》）

3.我们班沈熔是个名副其实的“隐形人”。来往一个

人，玩耍一个人。朋友寥寥无几。（林诗语《她是这样一

个人》）

4.我们班级有一个爱打架，不愿帮助人的家伙。他叫

林嘉康。（沈叙含《我的同学》）

这样的开头方法，开门见山，简洁明了！弊端是，用

得多了，难以见出新意。没有新意的开头，往往不太容易

引起人的注意。

回忆引出开头法
用回忆的方式，引出要写的人物。

如：春天又到了。柳枝染上了嫩绿，在春风里尽情摇

摆，舒展着自己的腰身。蓝天上，一只只风筝在同白云戏

耍，引动无数的人仰望天穹，让自己的心也飞上云端。每

逢这时候，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刘老师，想起他放

上天空的风筝。刘老师教我们历史课。

（《理想的风筝》）这是一篇写刘老师的文章。开头没

有直接写刘老师，而是先描绘了春天的风景，再由风筝引

出了文章的主要人物——刘老师。

再如：1.又一个教师节到了，我不由回想起和老师在

一起的点点滴滴。（黄荷黄《和老师在一起》）

2.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冬天又要来了。每到

冬季，我都要到滑雪场去滑雪。来到雪场，我便不由自主

想起我的滑雪教练。（张凯尧作文《滑雪教练》）

问题引出开头法
有些小作者，在写人作文的开头，喜欢提一些问题，

与读者互动。

1.如果你问我，我最喜欢的同桌是谁？那么，我毫不

犹豫地告诉你，我最喜欢的同桌是匡宇杰。（《我的同桌》）

2.大家都看过川剧绝活变脸吧？演员一低头白脸就变

绿了，再低头绿脸又变蓝了……我家就有一位这样的变脸

大师，那就是我的妈妈。（杜雨陈《变脸大师——妈妈》）

开头提出一些问题，与读者互动。这些小作者心中

装着读者，都有一定的读者意识。

炫彩耀目开头法
开头用一连串的排比句、比喻句，先做个渲染，非常

炫耀，再引出自己所想写的人物。

如：1、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救死扶伤的医生；有不畏

风雪坚守岗位的警察叔叔；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

灰泪始干”的老师；有保家卫国的边疆战士们……而我，

最敬佩的都不是这些，而是默默无私的奉献者——清洁

工人。（蔡成成《默默无私的奉献者——清洁工人》）

2、老师就像辛勤的园丁，哺育了我们幼小的树苗；老师

就像一支蜡烛，燃尽自己照亮了别人；老师又像默默无闻的

春蚕，吐尽了最后一根丝……我们学校有许多老师，我最喜

欢的是古老师。（李卓恒《最棒老师》）

这样的开头，优点是一串排比，很有气势；不足在于容

易走向套路。建议初学者，或不擅长作文者，实在想不出更

好的开头时，可以适当运用。

外貌描写开头法
当你所要写的这个人的外貌，非常有特色，非常有特

点时，可以尝试用这个人的外貌描写作为开头。

如：1.我的同桌个子很高，人却瘦得像块排骨，一对细

细的柳叶眉，眼睛本来就小，还戴着一副200度的近视眼

镜，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看上去就只剩下两个玻璃

圈。（王伊依《我的同桌》）

2.一对蜡笔小新眉毛，一字眼的眼睛每天笑眯眯的，

一看就是天生的乐天派；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厚厚的

镜片，显示了他的知识渊博；不高不矮的个子，最显眼的

要数他的啤酒肚了，圆鼓鼓的，如同一只大西瓜。“砰，砰

……”用手弹一下，竟能同真瓜的声音混淆。你知道他是

谁吗？没错，他就是我的爸爸。（赵睿翀《我的爸爸》）

怎么样，一开头就将所要描写的人的样子，呈现在读

者的眼前，是不是很有趣，很吸引人呢？

语言描写开头法
一位孩子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尖刀嘴”班长》。看了

题目，咱们可以猜一猜，这篇作文描写的侧重点在哪一方面？

对，班长是尖刀嘴，说明了班长说起话来毫不留情。不

用说，作文一定是通过班长的语言描写，来刻画这一特点。

小作者非常高明，她在作文的开头，就让班长的声音

响了起来：你听，她又在教训人了：“黄强，

你作业做完了吗？”“殷震宇，你又在讲话！”

不见其人，只听其声，就知道这是她正在发

威。为了这事，我们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

“尖刀嘴”。（李昱娴《“尖刀嘴”班长》）

这样的开头方法，就是语言描写开头

法。当一个人的语言，能够刻画这个人的形

象时，可以试一试这样的开头法哦。

生活中，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他说的话，非常有特点，

能够反映出他的性格特点来。你就可以试着用语言描写

开头法，来写一写他哦。

场面描写开头法
抓住最能反映出这个人物特点的场面，作为开头。

将最精彩的、最后张力的场面，在开头中呈现出来。

如：1.“丁零零——”上课铃声响了，英语老师拿着一

沓考试卷进了门，刚刚把试卷放好，就火冒三丈地说：“这

些题目哪一道没讲过!为什么还考这么差！全班罚抄 50

遍！”这就是我们严厉的英语老师。许多同学都怕她。就

连在学习上非常出色的班长，被她骂也是常有的事。（朱

彬琪《我的英语老师》）

2.乱哄哄的教室突然安静下来。一个人立在教室门

口。啊！那不是薛老师吗！看样子，她已经站在那儿有

一段时间了。薛老师走进教室，把语文书重重地砸在讲

台上，犀利的目光扫过我们每个人的脸，似乎能看见我们

心底所想。我一想到自己刚才也参与了聊天，冷汗“刷”

地就下来了，因为这下肯定没好事。（诸葛嘉桐）

环境描写开头法
将人物生活的环境，展开描写，作为开头，引出人物。

最典型的是一篇课文《少年闰土》：深蓝的天空中挂

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

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戴银

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用力地刺去。那猹却将身

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少年便是闰土。（鲁迅

《少年闰土》）

在特殊的环境中，引出特殊的人物。这样的开头，是

不是很有画面感呢？

再如：1955 年 10 月 1 日清晨，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上，

一艘巨轮正劈波斩浪驶往香港。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

人，迈着稳健的步伐踏上甲板。阵阵海风不时掠过他那

宽大的前额。眺望着水天一色的远方，他屈指一算，已经

在海上航行 15 天了。想到前方就是自己魂牵梦绕的祖

国，他多么希望脚下不是轮船的甲板，而是火箭的舱壁

啊！他，就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钱学森》）

动作描写开头法
“嘚嘚嘚嘚……”随着一串熟悉的“枪声”，我们班的

科幻迷兼游戏迷马翰文一边倒退着进了教室，一边把手

当作枪对着他的假想敌人“开火”。

我鄙视地看了他一眼，继续写自己的作业。因为在

我眼里，他就是一个只会玩的“马大哈”！每天，他基本都

会忘带东西。今天忘了铅笔盒，明天忘了作业本，唯独不

忘的就是——玩儿！随手一抓就能找到“玩具”，一会儿

把铅笔或是本子当手枪，一会儿把橡皮当成手榴弹，还编

出各种古怪的顺口溜：“爆炸，要爆炸。请找苦力帕！”还

自带特效声音“轰”！可有一件事的发生，让我发现了他

原来也很“牛逼”。（蔡章睿杰《“马大哈”也“牛逼”》）

“马大哈”最喜欢玩。玩，侧重在动作。

作者一开头，就把镜头给了他玩耍的动作。这样的

开头，与刻画人物特点，联系得非常紧密，也是值得学习

的哦。

心理描写开头法
“原来他是这样的人！”我在心里想着，嘴里不住地念叨

着：“他以前可是，可是……”怎样的事让我有这么大的反应？

别着急，下面你就知道了。（范培峰《原来他是这样的人》）

在作文的开头中，描绘人物的心理活动，激发了读者

的阅读兴趣。 □ 据《教育周报》

“包”之歌
有水冒气泡，有火放鞭炮，

有足才能跑，有衣穿长袍，

有食能吃饱，有月是同胞，

有手来拥抱，有刀来把木板刨，

草头在上是花苞。

“喿”之歌
用水来洗澡，伸手来做操，

噪音惹人恼，有火能干燥，

脾气暴躁直跺脚。

“尧”之歌
有火才能烧，有水才能浇，

用丝来缠绕，有日见分晓。

“青”之歌
有水方说清，有言去邀请，

有目是眼睛，有心情意浓，

丽人留倩影，日出天气晴，

有虫是蜻蜓，有米人精神。

双“辛”歌
花瓣落了结大瓜，发丝来把小辫扎，

能言善语把理辩，竖撇辨字笑开颜。

遇“雨”歌
山字遇雨雪花飘，包字遇雨下冰雹，

田字遇雨雷声吼，辰字遇雨震九霄，

相字遇雨变成霜，务字遇雨雾茫茫，

每字遇雨粮霉烂，林字遇雨甘霖降。

插“言”歌
兑字插言把话说，仑字插言议论多，

吾字插言语言美，己字插言记心窝，

果字插言正上课，卖字插言就读错，

荒字插言爱说谎，若字插言常许诺。

连“心”歌
田在心上思想好，士在心上斗志高，

秋在心上真发愁，奴在心上怒火烧，

咸在心上谈感想，原在心上说愿望，

亡在心上爱忘事，非在心上要悲伤。

加“水”歌
酉字加水酒味香，工字加水变成江，

目字加水眼流泪，皮字加水起波浪，

主字加水要注意，先字加水洗衣裳，

寅字加水能演唱，也字加水成池塘，

少字加水变沙漠，羊字加水成海洋。

添“火”歌
土字添火垒成灶，尧字添火把饭烧，

因字添火炊烟起，少字添火炒菜肴，

页字添火爱烦恼，包字添火放鞭炮，

户字添火炉火旺，各自添火把饼烙。

搭“木”歌
干字搭木做旗杆，兰字搭木成护栏，

朋字搭木盖车棚，全字搭木上枪栓，

帛字搭木好重棉，甘字搭木柑橘甜，

白字搭木松柏绿，兆字搭木变桃园。

进“门”歌
木字进门正清闲，日字进门坐中间，

马字进门往里闯，才字进门紧闭眼，

耳字进门听新闻，兑字进门阅报刊，

心字进门说烦闷，市字进门闹喧天，

口字进门问为啥？一字进门上门闩。

坐“车”歌
井字坐车把门进，云字坐车把货运，

告字坐车造型新，先字坐车选先进，

兆字坐车快逃走，斤字坐车离得近，

狂字坐车逛市场，孙字坐车很谦逊。

坐、座、做
两人站土上，坐车擦土忙，

座位请加广，做事就用单人旁。

写人作文开头写人作文开头技巧技巧
给你给你灵感灵感！！

童年阅读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14首小学语文识字顺口溜，孩子再也不怕形近字啦！

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儿童阅读，我们渐渐认识到，童年阅读原本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那么，它到底有多重

要？在孩子成长过程中，需要关心的事情太多太多，而阅读只是其中不显眼的一部分，只有当它在我们心目中变得

足够重要，美好的书籍在孩子的童年生活占据一席之地，才会成为可能。 □ 江亚萍/整理

作文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人物作文，是孩

子小学阶段写得最多的一类作文。一篇好的作

文，其开头必定也是吸引人的。人物作文如何

开头呢？在孩子还不能做到由情而发，本身文

字功底很好的前提下，作文的写作技巧显得尤

为重要。今天就整理出一些技巧，相信孩子们

如果了解了这些写人作文开头法之后，对以后

的写作会十分有益。 □ 江亚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