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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
富，少年强则国强”，如何通过读书
学习夯实基础，系好人生的第一粒
扣子，关乎青少年学生的成长成
才。前不久，教育部、中宣部等八
部门印发 《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
动实施方案》，全国妇联、中宣部、
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妇
儿工委办公室联合印发 《关于开展

“书香飘万家”全国家庭亲子阅读行
动的实施意见》，切实引导少年儿童
从小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激励他们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在全社
会营造人人爱阅读、家家有书香的
良好环境。

《读是一种幸福：梁晓声谈读书
与人生》《阅读力决定学习力：提高
阅读力的 11 堂课》 等图书分享名家
学者的阅读经验、行之有效的青少
年阅读方法，相信这些书中的观点
和建议，对师生和家长，以及青少
年阅读推广人等都会有所启发。

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

“读书的目的，不在于成为什么
‘了不起’的人，而在于当你被厄运
和挫折打入低谷，陷入悲观的泥潭
苦闷异常时，给你一种内在的力
量，让你安静从容地去面对。”当孩
子问到为什么要阅读的时候，作家
梁晓声的这段话或许说出了其中一
种答案。

在《读是一种幸福：梁晓声谈
读书与人生》（商务印书馆） 一书
中，作者梁晓声用真诚质朴、温暖
幽默的文字讲述他在读书、创作以
及成长过程中有关阅读的思考与感
悟。“从听故事、看小人书到读名
著，可以说这是一脉相承的——没
有听过故事的人很难对小人书发生
兴趣，长大以后自然也不会爱读
书。”书中不仅有作者与书相遇、与
阅读结缘的珍贵回忆，还让读者从
字里行间意识到家庭环境对培养子

女阅读习惯的重要性，收获写作的
“窍门”与“规律”。

“我们读书时，会对书中的正面
人物产生敬意，继而以其为榜样，
他们怎么做，我们也会学着做。”这
本书让我们看到了书籍对于作者生
命“底色”的影响；“只要你曾经花
过十年或更多的时间去读好书，无
论做什么，都有自信。”作者梁晓声
用亲身经验勉励广大学生尽可能多
读书，因为“好的书、好的文章给
读者带来各种美好的可能性”，会在
不经意间开始塑造孩子们强大的内
心。对青少年学生群体来说，这本
书生动诠释了一个道理：“读书是最
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

阅读力决定学习力

理解阅读这件事，认识到阅读
的价值，需要个人长期的实践，也
离不开别人的经验，而从理论的高
度对阅读进行总结提炼，能帮助我
们更有方向感。为此，韬奋基金会
理事长聂震宁提出了“阅读力”这
一概念，他在 《阅读力决定学习
力：提高阅读力的11堂课》（现代
教育出版社） 一书中，从启蒙、兴
趣习惯、速度、记忆和思辨等方面
讲述了提高阅读力的方法，旨在辅
导老师和家长更有针对性地提高中
小学生的阅读水平。

聂震宁指出，从国家发展、社
会进步来看，社会的阅读力决定着
社会的学习力，不仅有力推进学习
型社会建设，还能提高全社会的思
想力、创新力。从人才培养、个人
成长来看，青少年强烈的阅读兴趣
可以增强他们的学习动力，良好的
阅读习惯可以支撑他们的学习毅
力，增强阅读能力则直接提高他们
的学习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阅读力决定学
习力，是针对所有学科的学习。每
一门学问都从阅读开始。阅读能力

不仅在语文学习中是核心，在任何
学科中都是最重要的基础。

要提高阅读力，首先要提高阅
读兴趣。阅读兴趣主要从好奇心而
来，进而培养阅读能力。而阅读时
要学会联系实际、联想创新、举一
反三。聂震宁表示，青少年阅读一
定要“动心”——读别人的书想自
己的文章，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
的学习力也就得到应有的提高。

倡导经典阅读

“少读书、不读书就是当下‘语
文病’的主要症状，同时又是当下
语文教学效果不理想的病根。在中
小学阶段培养读书的兴趣与习惯，
是为学生的一生打底子。”作为教育
部统编本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
编，山东大学教授温儒敏长期关注
中小学生的阅读培养，《温儒敏谈读
书》（商务印书馆） 一书从学生、教
师、社会三个层面谈读书，“读书浸
润人生”的核心观点贯穿全书。

温儒敏表示，要让学生在阅读中
体会到快乐，反对把读书变成孩子负
担，这一点年级越低越重要。小学阶
段不要把读书功利化，否则，学生会
倒胃口，对读书心怀畏惧。让孩子在
想象中阅读，不要拿那些沉重的大概
念作为“标准答案”去考学生。从兴
趣的角度出发，应该成为低年级学生
阅读的基本原则。

对于小学高年级和中学阶段，
温儒敏提倡学生要读经典，而且要
区分精读与略读，课内阅读与课外
阅读。他建议学生尽可能多读一点

“闲书”，可以让学生自由选择。
温 儒 敏 强 调 ， 无 论 是 网 络 阅

读，还是纸质书阅读，首先都要重
视经典阅读。经典是经过历史筛选
沉淀下来的，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年轻时多读一些经典，可以为精神
成长夯实基础。他希望语文老师起
到领读的作用，成为“读书种子”。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打好精神底色
□本报记者 韩萌萌

童年建立起对阅读的热爱将会影
响人的一生。近年来，亲子阅读理念
越来越深入人心，家长们越来越关注
与阅读相关的服务和指导，幼儿园和
学校也把阅读纳入日常教学，积极开
展家校联动的阅读活动。阅读从娃娃
抓起，日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在阅读中培养对母语的热爱

一位文学研究领域声望极高的
学者，一位一生为孩子写作的作
家，关于童年、孩子的天性和儿童
文学，他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钱理群、金波合著的《我与童年的
对谈》（青岛出版社） 的问世，引发
了广大读者，尤其是家长和老师对
儿童阅读的重新审视，提出小学阶
段的阅读要重在培养对母语的热
爱。钱理群发现，金波的文字中有
一种“俗白中的精致”，用日常生活
中的语言讲出“味儿”来，是引导
孩子亲近母语的好教材。两位作者
认为，父母要尊重孩子阅读的选
择，和孩子共读他喜欢的书籍，根
据孩子的兴趣点提问、讨论，既锻
炼孩子的表达、思辨能力，又在家
庭中形成交流的氛围。他们提出，
阅读要“读”出声来，唯有如此才能
充分体会汉语的文学性、音乐性和色
彩画面感。金波以自身创作为例，每
写一段，他总要回过头放声朗诵，反
复感受来确定是否适合给孩子阅读。

钱理群、金波二人还提出“诗
教”的重要性，现在的父母对“诗
教”也许陌生，然而这却是中国几千
年的文化传统。对幼儿和低年级孩子
来说，父母为他们读诗，声音大于意

义，孩子在潜移默化中会有“被抱着
的感觉”；中年级学生适合读叙事
诗，让“声音之流伴随着感情之流一
起流动”；高年级和初中孩子更适合
读抒情诗、哲理诗，他们的“情感会
更丰富，思考会更深刻”。

把握阅读启蒙关键期

阅读是让孩子受益一生的财富。
儿童阅读，从亲子共读开始。让孩子
爱上阅读，是阅读的关键和前提。

0—6 岁阶段是人生的起步期，
这段时间是孩子习惯启蒙、知识启
蒙、情感启蒙以及教育启蒙的关键
期，而这一切启蒙都可以通过阅读的
启蒙来实现。可以说，0—6 岁儿童
的阅读是一门科学，涵盖生理、心
理、认知、社会等多个领域，需要把
握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作为《阅读力
决定学习力》 的姊妹篇，《爱上阅
读：学龄前儿童分级阅读》（大象出
版社）被视为作者聂震宁在早期阅读
理论和方法上的有益补充，从家长的
困惑出发，列举鲜活实例，深入剖析

原因，提供专业建议，不仅能够学到
行之有效的亲子阅读方法和策略，而
且能够了解 0—6 岁儿童的认知发展
规律和身心发展特点，是一本值得学
龄前儿童家长经常翻阅的工具书、参
考书，为儿童的阅读启蒙注入科学的
力量，也为家长成为孩子阅读领路人
开辟了一条路径，在小朋友心中播下
阅读的“种子”。

注重理论指导与阅读实践相结合

对阅读启蒙的重视，直接拉动了
童书板块的销量。随着图画书阅读热
潮的兴起，形式多样的图画书阅读活
动越来越丰富，如何讲好图画书成为
出版社编辑、老师、阅读推广人等普
遍关心的问题。

《儿童图画书的阅读与讲读》（长
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从理论阐释和阅
读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探讨图画书的
多角度讲读，为家长、教师和研究人
员提供了理论支持、实践方法及讲读
策略，进一步推动幼儿阅读事业的良
性发展。

作者陈晖表示，本土文化对于儿
童的成长及文化自信的从小培养具有
重要意义，家长既要让孩子阅读世界
各国引进版的图画书，更要重视优秀
原创图画书的阅读。该书精选了 50
部中外儿童图画书作为鲜活示例，其
中有 25 部各种风格的中国原创图画
书，通过专业细致的分析和讲解，将
本土图画书的文化内涵、民族精神等
传递给图画书讲读者，助力为小读者
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儿童阅读推广之路，若脱离了理
论和学术研究成果，则无法长远发
展。《绘本为什么这么好？》（新世纪
出版社） 从探讨“绘本是什么”出
发，揭示出“绘本究竟好在哪里”，
从定义到解读，讲透小绘本中的大乾
坤，让读者一次了解101本经典绘本
的叙事逻辑、艺术表达方式及精神内
核，从而理解绘本这种文图相结合的
独特形式所散发的文学性、艺术性和
思想性，全面提升家长和老师在陪伴
幼儿阅读绘本时的掌控力，对于进一
步发掘绘本在亲子阅读中的作用大有
裨益。

这些方法帮助孩子练好阅读“童子功”
□本报记者 韩萌萌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哪怕时隔经年，我们总会
对年少时读的一些书记忆犹新，甚至即刻就能背出
其中片段，或者不经意的一个场景，脑海中突然浮
现出某一本书中的一句话，令我们惊讶的不是自己
的记忆力，而是发现原来有些书其实一直都深深藏
在心里。正是这些久违的以及更多已经叫不出名字
的书，塑造了我们的灵魂。

有人说，你读过的书，终将成为你的气质和风
骨。阅读产生的作用从来都是“缓释”的，是一种
慢慢渗透的营养。从咿呀学语到幼时开蒙，阅读是
童年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孩子们从书中认识世
界，书籍为他们插上想象的翅膀。对青少年而言，
读书能够帮助学生树立远大志向和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养成良好的心性、健全的人格和
聪慧的大脑。

作家梁晓声在《读是一种幸福》中说，有那么
多的好书就摆在那儿供你选择，与其怨天尤人，

“不如看看眼前这条路，路上铺满了书”。
读书，不仅可以排遣寂寞，更有助于自信心的

增长，这种自信是金钱和地位无法替代的，也许这
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光芒。青少年静下心读
书，慢慢体会被书一点一滴地滋养、改变，无论是
驱赶迷茫，还是对抗平庸，读书都是最简单、最实
用的方法。更重要的是，阅读给了我们面对考验时
的底气，不仅来自书中那些榜样人物的敬意，在不
断的阅读中，我们学会了不盲从，拥有了独立思辨
的能力。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读是一个需要长期
坚持的过程。读书时间的长度，决定了生命的厚
度，所以，不要觉得读书苦，它是去看世界的路，
更是看清自己的镜子，真心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少年
在阅读中享受乐趣、感悟人生、获得成长，让读书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阅读滋养人生
□韩萌萌

■本期关注：青少年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