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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们，翘首以盼的寒假
悄然而至，爱阅读的你一定不会错过
这个“充电”的好时机。大家熟知的
儿童文学作家冰心奶奶曾在代表作

《忆读书》中写道：“我永远感到读书
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寒假与日
常上学的时间相比，更具完整性和计
划性，特别适合读“大部头书”，即
整本书阅读。老师整理了一些关于寒
假期间阅读整本书的方法和建议，希
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首先是要享受阅读的乐趣。读整
本书时，可以先挑自己感兴趣或容易
理解的书籍入手，再慢慢加大难度，
这样阅读会更有趣，也会更有效率。
读自己感兴趣的书固然值得鼓励，但
也不能只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书
目，比如一味选择漫画类的书籍。我
们阅读最好涉猎广博，文学类、自然
科学类、军事类、历史类……可以参
考学校和老师推荐的阅读书单进行阅
读。寒假期间，也可以结合传统文化
习俗多读一些传统文化类的书籍。
高年级的孩子可以多看人物传记，
因为榜样带给我们最好的成长力
量。伟人、诗人、画家、运动员、
大国工匠……无论是哪个领域的榜
样都会给你带来拔节成长的启示。

其次是要养成阅读的习惯。要
设定明确的整本书阅读目标，制订
可行的阅读计划。可以通过制作阅
读记录卡等来督促自己坚持阅读，
也可以与爸爸妈妈约定一个“每日
家庭读书分享会”来养成阅读的习
惯，更需要持之以恒。可以给自己
设定一定的阅读时间，建议一、二
年级的同学们假期里每天阅读 30 分
钟，三到六年级的同学们每天阅读
40 分钟以上，阅读时要注意用眼健
康。读书时要把注意力放在书上，
在聚精会神的状态下读书，这样大
脑能够对眼睛看到的文字迅速作出
反应，进而积极思考，才会沉浸式
感受到阅读的乐趣。被书中内容吸
引，才能形成阅读的习惯。

最后是要掌握与书对话的技巧。
与伟大的作品对话，也需要一些阅读
方法和阅读技巧。阅读前，可以先看
看目录或者是相关书评，也可以借助
网络查一查这本书的创作背景，大体

了解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在阅读中提
出问题，再思考和探讨，带着问题去
阅读。例如低年级的同学们可以给喜
欢的故事配音，和好朋友一起演一
演、说一说、编一编、画一画。中年
级的同学们可以在阅读时练习速读技
巧，例如跳读、关键词定位等快速阅
读法，逐渐增加文字量和文章难度，
边读边记，加深对文本的理解。高年
级的同学们在与整本书的对话上，不
要只局限于复述故事情节、记忆主要
内容，要跳脱出内容进行更高层次的
思考。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曾这样
谈论读书：“读书没有合宜的时间和
地点，一个人有读书的心境时，随
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读书，如果他知
道读书的乐趣，他无论在学校内或
学校外，都会读书。”孩子们，阅读
为你带来的不仅是外在的风度翩翩，
更是丰盈的内在灵魂。愿你从此成为
一个爱看书的孩子，心有乾坤，成长
路上不迷茫。

《中国文化常识：二十四节气与
节日》

李一鸣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舌尖上的博物学》
吴昌宇 著
明天出版社

心有乾坤
成长之路不迷茫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第二实验小学校长 万莉

《四季读书歌》 中“冬”一节里写
道，冬读书，年去忙，翻古典，细思
量。围炉向火好勤读，踏雪寻梅莫乱逛。

实在是好风景，也是好境界。
随着同学们期待日久的寒假来临，

又得一段休养与调整的时段，我想，恰
如近来“尔滨”之火爆，同学们照着心
意，在大人相伴或同学相携中，“踏雪
寻梅”，随便逛逛还是可以的。不过，

“翻古典，细思量”，这样的好事情也能
适当安排。寒假，也是阅读季。

说到寒假阅读，总归从计划开始。
假期开始，甚至开始之前，可以给自己
定一个小小的规划，这个假期，除了学
校安排的必读内容，还有哪些书籍、哪
些作家是自己想研读、想涉猎的，开头
就框一框，列个单子。这样一来，书名
或作家就有了。然后，查查资料，通过
对这些书与作家的了解，有个相应的时
间投入比，每本书 （每位作者） 打算多
久读完，这样一来，时间分配也有了。
寒假的时间不算长，所以数量、种类选
择不必贪多。

这里可以多说几句的是，书籍与作
家的选择如何决定？语文课程标准有相
应的类型与范围，像小学高年级同学，

“阅读文学、科普、科幻等方面的优秀作
品”；中学生“独立阅读古今中外诗集、
中长篇小说、散文集”等文学名著，课
标里都有明确指引。当然，这两句的容
量很大，可以说无所不包。这时候，一

来直接关注经典，那些被时间淘洗后的
智慧结晶恰好捡拾起来；二来，如果想
读新书，寒假读书有个很大的优势，正
逢年末，会有各种好书榜单，能从中找
到这一年太多重要与优秀的作品。

有了选择，有了规划，其实最重要
的就是执行——读书这件事，说一千道
一万，“读”起来就是。经常有人问我
好的读书方法有哪些，在我看来，最
好的读书方法就是打开第一页，老老
实实边读边思边记，读到最后一页。
这就是最踏实、最笃定的读书法。有
同学常常说没有时间读，这实际上还
是有没有读书习惯的问题，每天毫无
例外地保持一定的阅读时间，哪怕只
是二三十分钟，坚持下来，这个寒假的

阅读就不会落空。
最后想说，任何时候，读比不读

好，深读比浅阅好。寒假里，选一两本
大书、艰深之书，静下心，慢慢啃一
啃，少即是多。用自己的眼光，长自己
的见识，这也是读书的法门。

围炉向火好勤读，祝愿同学们都有
一个自在爱阅的寒假。

《三步上篮》
刘海栖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舌尖上的博物学》
吴昌宇 著
明天出版社

《江南郎中》
金曾豪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讲了100万次的中国神怪故事》
任大霖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万亚历险记》
〔德〕奥德费雷德·普鲁士勒 著
新世纪出版社

围炉向火好勤读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和平实验小学语文教师 冷玉斌

师生们共同期待的寒假终于来了。时
间就这样慢了下来。写完假期作业，可以
整理房间打扫卫生，可以准备过年的物品，
可以做好出行的计划……还可以静下心来
专注阅读。

虽然开卷有益，但根据不同的书籍，要
区分略读与精读。有些书籍与孩子们更亲
近，内容简单，适合快速阅读。有的书籍内
涵丰富，内容精彩，但阅读起来稍有难度，
这就需要圈点批画、联结生活进行回味思
考。在人生的长河中，恰恰是这样的书籍
会带给我们深远的影响。“慢品人间烟火
色，闲观万事岁月长。”慢品，才可以看见风
光，闲观才能看淡眼前功利，思考长远的发
展。阅读这样的书，就需要这样的态度，慢
下来，用心读进去，甚至日后还会一读再
读。有一类图书特别适合这样阅读，就是
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书籍。

在寒假里，有中国最盛大的传统节
日。古人把对生命的思考，对周遭环境变
迁的感悟融入传统节日之中，展现了中华
民族的智慧。可以让孩子们阅读《给孩子
们的节日之书》，书中开篇就写春节，其
中把过春节的仪式分了三类。在春节前好
好读一读，在节日里学着书中的礼节去做
一做。让孩子们跟着这本书体验每个中国
节日，在大扫除、吃饺子、猜灯谜等活动
中，发现中华传统文化就在日复一日的生
活中。

在冬日和煦的阳光下，一家人可以一
起欣赏艺术作品。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
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幅宋代青绿山水画。

然而孩子们看到没有人物、故事的山水画，
就不知从何来欣赏。可以让他们阅读《千
里江山图（绘本版）》。在这本书中，绘者叶
露盈带读者追随王希孟的脚步，走进一幅
幅中国名画中，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
中国美学的熏陶。

寒假里应该有计划地读一部文学经
典，最适合孩子们阅读的是 《西游记》。
看过 《西游记》 的似乎不少，但看过原
著的不多，能精读的更少。细读每每省
略的大段景物描写，仿佛看到吴承恩笔
下神奇瑰丽的世界，绝不亚于春节档的
魔幻大片。要利用寒假时光阅读这部经
典著作，沉浸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读
懂其中的精髓。

阅读，作为一种载体，是学习、传承中
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工具。假日时间充裕，

让孩子们多阅读一些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书籍。在文学中去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在艺术中去领悟传统美学，在生活
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温度。在闲暇时光
沉浸式阅读，边读边实践，边读边探索，边
读边对比。孩子们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中日
增月益，深入了解古人的智慧和思考方式，
与古人的情感和心境产生共鸣，文化底蕴
就这样丰厚起来。

《千里江山图（绘本版）》
叶露盈 绘 小树 著
中信出版集团

《桃花源记：小渔儿》
子源 菲菲 编绘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给孩子的节日之书》
余世存 著 林帝浣 张乐家 绘
台海出版社

《少年雅集》
李海波 主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西游记》
吴承恩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闲观慢品 日增月益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语文教师 焦玫

同学们，忙碌的一个学期又结束了，
我们迎来了2024年的寒假假期。

在这段时间里，你们既可以在家与
家人一起欢度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春
节，感受浓浓的传统文化氛围；也可以
走出家门去旅行，领略不同城市的风光
美景；还可以充分利用冬季这一特殊时
期去享受冰雪运动的快乐。然而无论你
独自居家还是出门在外，老师都希望你
能时时与书为友，让我们徜徉在无边无
际的书海中，去涉猎不同类型的书目，
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涵养我们的精神
世界。

对于阅读的书目，大家可以根据自
己的兴趣爱好自由选择，但“旧书不厌
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读书不在
多，而在精。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将自己
喜欢的书目读深、读透，常读常思，当
然在读的同时，能够多做笔记就更好了。

在此我给大家推荐几本值得阅读的
图书，书目涉及不同科目，大家可以自
由选择。

第一套是“甲骨文学校”系列，在该
系列图书中，你们可以跟随着几个小主人
公穿越到不同历史时期去与那个时代的人
们共同生活，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
经历当时的事情……在惊心动魄的探险历
程中不知不觉地学习历史，了解文化，感
悟人物。

第二套是“写给青少年的古文观止”

系列。文言文历来是学生最难学、最头疼
的部分，那怎么才能学好文言文，不怕文
言文，甚至爱上文言文？这本书的形式、
编排、内容，无一不是为了青少年学生好
学、爱学文言文而设计。全书精选《古文
观止》的历代名篇，按照写人、记事、书
信、写景和议论五个方面进行归类，既方
便我们阅读，又能在无形中提升我们的语
文素养。

第三本是《奇妙的数王国》，这本书
的作者是我国著名科普作家李毓佩，他几
十年如一日，潜心研究用文学的形式普及
数学，因此在这套书中他用少年儿童喜闻
乐见的童话、故事形式，将抽象、枯燥的
数学知识讲得深入浅出、趣味盎然，使小

读者在有趣的故事中接触数学，并从此爱
上数学。

第四本是《小王子》，作者是法国的
圣-埃克苏佩里。这是一本无论哪个年龄
段阅读都会让人爱上的童话故事，也是老
师非常喜欢的一本童话故事书。

好的图书值得我们反复阅读，愿大家
能够珍惜美好的假期时光，在阅读中增长
智慧，在与家人朋友的分享中收获快乐，
在书籍的陪伴中茁壮成长！

“甲骨文学校”系列
黄加佳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写给青少年的古文观止”系列
伊泽 编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奇妙的数王国》
李毓佩 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小王子》
〔法〕圣-埃克苏佩里 著
树才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阅读悦享 快乐成长
□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附属校尉胡同小学语文教师 高婷婷

一年一度的寒假生活又拉开了帷
幕，愿大家能够在这个冬天潜心阅
读，从书中汲取营养，让生命在阅读
这片沃土上绽放。

假期读书，建议进行整本书阅
读。在人们已经习惯了碎片化阅读的
今天，读整本书可以提升人文素养，
夯实文学功底，还可以提高明辨是非
的能力，相信会使你在阅读方法上有
章可循、有法可依，收获拨云见日之
明朗。

假期读书，经典的中外名著不得
不读。这些名著如同璀璨的星辰，跨
越千年仍熠熠生辉。“观三国烽烟，
识梁山好汉，叹取经艰难，惜红楼梦
断”，四大名著在每个年龄段读，都
会有不同的收获。经典的 《小王
子》《老人与海》《假如给我三天光
明》 等书籍，可以在每个假期进行
重温，你会发现经典的书籍常读常
新，百读不厌。

在各地文旅激情上分的热潮中，
我们不仅看到了全国各地不同的美
景，也对自己生活的城市有了全新的
认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
人孕育一方文化”。阅读一个地方的
文学作品是了解这个地方文化的重要
方式之一，这个假期，建议大家进行
一次本土阅读。

本土阅读其实是一种寻根阅读，
通过本土阅读，了解城市历史，积淀
文化厚度，寻根问祖，追本溯源。你
会因为了解，倾心这座城，爱上自己
的家乡。这类书籍不一定会在书店买
到，可以去当地的图书馆中地方史志
图书架看看，也可以在游览当地景点
时在文创产品售卖处找到。

我的家乡在河南安阳，“洹水安
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说的就
是这里，世界文化遗产殷墟所在地、

世界记忆遗产甲骨文出土地、早期
华夏文明的中心之一、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在我们的城市里
有100多座遍布城市每个角

落、具有安阳特色的甲骨

文书屋。寒假期间，同学们多读一读
关于本地的书籍，会蓦然发现，那一
砖一瓦、一山一水间都蕴藏着家乡独
有的温情和风韵。希望每一次的阅读
都会变成一点点的热爱，爱家乡，爱
祖国，这份热爱会将我们的心填满。
家乡的一草一木，会成为我们每个人
生命中最美的定格，滋养我们的生
命，将来我们无论走多远，都知道自
己的根在哪里，哪里可以盛放我们的
乡愁。

愿假期的阅读，在心里播下成长
的种子，打开一本书，便拥有了扎
根、发芽、抽枝、成长的内在源泉，
让生命在阅读中以花儿的姿态绽放。

《西游记》
吴承恩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老人与海》
〔美〕海明威 著
作家出版社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美〕海伦·凯勒 著
译林出版社

让生命在阅读中绽放
□河南省安阳市钢城小学语文教师 王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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