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現今的學習生活中，你是否同意「唯勤是岸」？試談談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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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言：「學海無涯，唯勤是岸。」是的，學問像海洋一樣浩瀚無窮，惟有勤奮，

方能有所成就。不過隨著社會變遷，教育方式與學習方式都有別從前，便有人對「唯

勤是岸」的說法提出質疑，認為勤勞的人並不一定都能成功。可是，在我看來，「勤」

才是學習中的核心。 

 都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這句古話帶出來的意思無非是「勤」。可能會

有不少人會說，如此勤奮讀這麼多書有甚麼用？讀不了書的人讀再多書也不可能考

上大學或取得成功。這個想法就錯了，這世上沒有讀不了書的人，只有懶的人，「一

勤天下無難事」，說勤奮讀書無用之人，定是那些自欺欺人，實際是懶惰，見不得他

人有成就罷了。就像是兩個同樣資質的中學生，一個勤學苦讀，另一個無所事事，

那成功的人必定會是「勤」的那人。學習是需要不斷積累知識，提高文學修養的，甚

麼都不做，等著成功從天上掉下來，根本是無稽之談 

 有人也會認為，學習能成功的都是天才，而自己只是平庸之輩，就算再勤奮，

也比不過那些天才的，那又為甚麼要勤苦學習呢？那麼我同樣會問一句：天才就不

需要學習嗎？就如王安石所寫的一篇《傷仲永》，文中提到一名天才，天資十分聰慧，

五歲便能寫詩，但沒有了後天的學習，最終只淪落成平庸之輩。這不正正說明了就



算是天才，沒有勤學，便只會後退，得不到成功。 

 同樣，在歷史上，哪個出名的天才文學家、科學家不是每天廢寢忘餐，才得到

成功的，無論做甚麼，勤奮總是最有效的方法。再看現今社會，學生的學習多數是

以自學為主，為甚麼呢？這正是因為社會的改變，我們無法像古代一樣，由教師們

言傳身教，更多的是在課後自習，如果沒有了「勤」的態度去堅持，只依靠在學校短

短八、九個小時的學習，是遠遠不足夠的。所以，才說「勤」對我們十分重要。 

 但是在現代教育中，重視思維訓練，讓學生通過合作、溝通，完成學習任務，單

靠勤勞不能保證能取得預期的學習成果。這個說法看上去十分有說服力，畢竟再如

今多元化學習的時代，「勤」或許不再是成功的唯一條件，但是往深一層想，便會發

現問題所在了。例如學生在小組學習中，不努力，只依靠組員去完成，那麼就算他

能完成那一項功課或討論，他實際所學習到的是十分少的，而反過來，在小組中出

力最多的，更勤勞去尋找資料、分析、討論的學生，收穫的才是真正的學問。如此看

來，勤奮依舊是學習中重要的存在，不勞而獲，一味走捷徑的人，最終都是比不過

那些腳踏實地，勤奮學習，努力不懈的人的。 

 十年樹木，幼苗需要漫長歲月，漸漸長成參天大樹；求學也是漫長的歷程，只

有透過勤奮，一點一滴積累學問，才會學有所成。「水滴石穿」，勤奮使我們邁向成

功，所以不論在古或是今，「唯勤是岸」都是至理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