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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指，如果学习

书本知识而不思考，就会不辨真伪，更不能融会贯通，学以

致用；如果只是苦思冥想却不认真读书，就会孤陋寡闻，才

疏学浅，更不能做到博见约取，标新立异。 孔子的这两句话

阐明了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 学习与思考是人们在获取知

识过程中，两个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思维活动。只学习不

思考不行，只思考不学习也不行。只有将二者正确地结合起

来，才算真正懂得了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 这里所说的学

习，主要指从书本上汲取间接经验。古今中外，凡成大学问

者，无一不是博览群书，读破万卷的。人非生而知之，只有

不断学习前人的经验、成果，充实自己的头脑，才能进一步

有所发现，有所创造。革命导师马克思为了完成《资本论》

这一巨著，曾在大英博物馆潜心研究，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可见认真读书是成才所不可缺少的。要勤于学习，必须博览

熟记，持之以恒。鲁迅先生说：读书"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

许多花，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

枯燥了。"另外，学习还要持之以恒，要"戒怠荒，戒无恒，

戒躁急，戒泛杂"，只有这样，才能学有所成。 然而，学习本

身并非目的，学会举一反三，灵活运用知识才是真正的目的

。为此，就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积极、认真的思考，

弄清知识的来龙去脉以及知识的有机联系。如果学到的东西

不经头脑加工，就好比吃下的食物未经口腔咀嚼、肠胃消化



，即便是美味佳肴，也不会被身体吸取一样，非但无益，反

而有害。法国作家伏尔泰对此有着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

书读得越多而不加思考，你就会觉得你知道得很多。而当你

读书思考得越多的时候，你就会清楚地看到你知道得还很少

。"可见善于思考是多么重要！ 要善于思考，需要有蜜蜂酿蜜

的精神。每一克甜美的蜂蜜不知凝聚了那小生命的多少的心

血。思考也需要我们下苦功夫，以"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探索

精神去钻研，切不可不懂装懂，浅尝辄止。 学习是思考的基

础，思考是学习的升华。在学习的基础上思考，思考才能深

入；在思考的前提下学习，学习才有效果。同时对所学的知

识必须结合实际反复运用，知识才能巩固，技能才可纯熟，

这就是我们掌握知识的必由之路。 愿我们大家都能勤于学习

，善于思考，去勇敢地攀登科学知识之颠。 10.珍惜劳动成果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

首脍炙人口的诗歌，我们每一个人也许都能背过，并深知其

中的寓意。 这首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优良传统的诗歌，不

仅表现了劳动者生产的艰辛，也从侧面教育人们要节约粮食

，珍惜劳动成果。 可是今天，有些人对严重浪费粮食的现象

，不但不深恶痛绝，而且还满不在乎，认为那只不过是一件

小事而已。如果这确是一件小事，那我们大可不必在意，可

事实证明这决不是一件小事！ 也许有些人认为，我国物产丰

富，土地辽阔，是个农业大国，浪费区区一点粮食，不会有

什么大碍，不过小事一桩。不错，我国确是物产丰富，土地

辽阔的国家，但在今天每一个有头脑的中国人，都是不会为

此而盲目地乐观的。因为他们知道，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一个

人口众多、相对资源贫乏的国家。且不说粮食的其它用途，



单就吃饭来说，中国要用占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来养活占世

界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能做到这一点已可以说是十二分的

不易了。试想，如果我们中国十三亿人口，每人浪费一个馒

头，一碗米饭，这十三亿个馒头和十三亿碗米饭，将会给我

们国家带来多么巨大而不可弥补的损失。这里，我不禁要问

那些盲目乐观者，浪费粮食还是一件小事吗? 还有一些人会说

，粮食是我用钱买来的，钱是我自己挣的，我吃掉也好，浪

费掉也好，还不是小事一桩吗?有这样想法的人，可以说是愚

蠢之极了。粮食是用钱买来的，可钱不也是用劳动换来的

吗?"几分耕耘几分收获"，把自己劳动所得的成果白白浪费掉

，岂不是愚蠢之极吗?退一步说，即使这些人钱来得很容易，

甚至可以不需要付出什么劳动，可也得爱惜他人的劳动成果

呀。正如开头诗歌里所描绘，劳动者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劳作

，付出了多大的艰辛，才收获到了颗粒粮食，这粮食又经过

多少人之手，才成为现成的食物拿到你的手中。且不说，如

果浪费得没有了粮食，即使你有钱又到何处去买呢？所以，

我又要问问，那些视自己及他人劳动成果于不顾的人，是否

还认为浪费粮食是一件小事吗？ 如今，从学校到餐馆，从家

庭到公共场所，浪费粮食的现象还是很普遍的，这应当引起

我们的警惕，决不能等闲视之。 " 浪费"这个词从一出现就是

以贬义存在于世的，也就是说它所体现的是一种不良的行为

。中国古有"俭以养德"之训诫，今有"勤俭建国"之口号。可见

，浪费粮食，就其精神方面讲，是种道德败坏；就其物质方

面说，是种财物的损耗，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危害，绝非

一件小事，而是有害于传统美德和国家建设的大事。 浪费粮

食的现象必须坚决制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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