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北京朝阳区东四环南路55号 查询电话：（010）87622114 邮编：100122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松榆里支行 账户名称：《中国新闻出版报》社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账号：110060900012015027658 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16号
发行单位：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发行方式：邮发 国外总发行：北京399信箱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每份1.37元 录入组版：本报机房 印刷：经济日报印刷厂（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采风04
■2024年11月18日 ■星期一 ■责编：李子木 ■版式：王书亮 ■责校：吴琪 ■邮箱：zbs404406@163.com ■热线：（010）87622067

■嫣然思语

“不知道如何检验自己的阅读效果”
“不知道读什么样的书”“不知道好的读书
方法”“没有找到自己的阅读兴趣和方
向”“读到一半就不想读了”，青少年及儿
童的这些阅读困惑，来自去年中国新闻出
版传媒集团与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开展的

《2023 年青少年及儿童图书阅读调研》。
虽然这个调研时过快一年，但是问卷中反
映出的青少年及儿童渴求阅读指导的呼
声，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帮助孩子们解决这些困惑，记得去
年12月我们还为此专门召开了相关研讨
会，邀请各方阅读专家乃至中小学教师献
计献策，今天想来中小学生渴求的阅读方
法问题，仍可看作未找到有效的答案。最
近，这个答案在笔者看来找到了。前不
久，笔者在纪念叶圣陶先生诞辰130周年
座谈会上收到一本 《叶圣陶语文教育文
集》，书中叶老谈阅读的5篇文章，虽然
写于上世纪40年代，可细读下来感觉阅
读理念并不过时，不只对今天的教师有引
领，就是对家长同样有指导作用。进一步
而言，中小学生渴求的阅读指导将有方可
循。为此，领悟80多年前叶圣陶提出的
阅读理念是有必要的。

做好精读的几个步骤

叶老倡导精读和略读。对于精读，他
认为教师指导学生阅读前，需让学生先通
读全文，这一过程中遇到不认识的字词要
查字典。叶老认为，多认识一个生字、生
词，就好像攒钱，会增加一分财富的总
量。然后是做笔记、写阅读感受，最后全

班讨论。讨论之后，并不意味着精读结
束，课外还需有几个环节加以巩固。

第一个环节是吟诵。在叶老看来，吟
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
法。吟诵是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负担，一
遍比一遍读来入调，一遍比一遍体会更
深，自然而然地便进入纯熟的境界。

第二个环节是阅读相关文章。怎么阅
读相关文章？叶老推崇夏丏尊先生在《阅
读什么》 中关于寻找相关文章的方式方
法。夏丏尊先生说，各位在语文（新中国
成立后，叶圣陶先生再次提出将“国语”
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教
科书里读到陶潜的《桃花源记》，这篇文
字是晋朝人写的，如果想知道晋代的文字
情形，就去翻《中国文学史》，这时《中
国文学史》就成了相关参考书。《桃花源
记》写的是一种乌托邦思想，英国的社会
思想家马列斯写的《理想乡消息》和《桃
花源记》性质相近，这时《理想乡消息》
就成了相关参考书。《桃花源记》是记叙
文，如果想了解记叙文的写作格式，就去
翻阅记叙文的作法类图书。还有这篇文章
的作者叫陶潜，如果想知道他的为人，就
去翻《晋书·陶潜传》或陶集，这时《晋
书》或陶集就成了参考书。

叶老慨叹，读了一篇 《桃花源记》，
就可带出许多相关图书，学问大家的知识
广博与精深，差不多都是从寻找相关文章
的方式方法中得来的。

做好略读也需几步骤

强调精读重要的同时，叶老也大力倡

导略读。叶老认为，学生们在精读方面获
得了种种经验后，可以自己去读长篇巨著
或者短篇文章，不再需要教师的详细指导
（不是说不需要指导），这就是叶老所说的
略读。

叶老指出，精读是主体，略读只是补
充；但是就效果而言，精读是准备，略读
才是应用。如果只注意于精读，而忽略了
略读，功夫便只做得一半。因此，略读不
是“粗略地”阅读，也不是“忽略地”阅
读。略读的“略”字，还需教师提纲挈领
地指导。

略读和精读的区分在于，精读的时
候，教师给学生纤屑不遗地指导；略读的
时候，教师给学生提纲挈领地指导，其目
的也是培养学生阅读习惯，“一个人有了
这样的习惯，一辈子读书，一辈子受用。”

教师（笔者认为还应包括家长）如何
提纲挈领地指导？第一，版本指导。叶老
认为这方面的指导宜运用校勘家、目录家
的知识，“学生受了这样的熏陶，将来读
书不但知道求好书、读好书，而且能够抉
择好版本图书，会受用无穷。”

第二，序目指导。序目指序文和目
录。读书先看序文，是一种好习惯。叶老
认为，“对于具有提要和批评性质的本书
序文怎能忽略过去？所以在略读的时候，
必须教学生先看序文，养成他们的习
惯。”看序文之后，看目录也是学生阅读
前需要养成的阅读习惯。

第三，参考书籍的指导。叶老说，一
般学生读书，往往连字典词典都懒得翻，
更不用说跑进图书馆去查阅有关书籍（原
来80多年前的学生也不爱查字典）。这种

“读书不求甚解”的态度，一时可以马马
虎虎地混过去，但是养成了习惯将不能从
阅读中受益，将来如果做专门的研究工
作，更难有满意的成就。

不过，叶老也指出，参考书指导需考
虑学生的阅读能力，比如想了解某个史
实，不必查“二十四史”，阅读一部现代
人编的通史即可。再退一步，阅读所学的
历史课本也行。教师或者家长千万不要把
自己所知的书目洋洋大观地开列出来，否
则学生会望洋兴叹。

第四，阅读方法指导。这是笔者最为
关心的内容。叶老除强调精读的方法外，
指出略读必须脚踏实地，毫不苟且，才有
效益。否则“过目辄忘”，“展卷而无所
得”了。

第五，做读书笔记。叶老认为，做笔
记是阅读过程中不得不做的一种记录。他
简单归纳为几个疑问以示重要：阅读中看
到的能够触发灵感的文字，怎能不记录？
阅读中看到的重要的解释与批评，怎能不
记录？阅读中看到的有助完整的理解与认
识的内容，怎能不记录？

如果用今天的考量，领悟叶圣陶的阅
读理念，无论是精读还是略读，笔者仔细
揣摩后认为，其在解决青少年及儿童阅读
困惑方面都有指导价值。从中，我们不难
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并非泛
泛之谈。如果再往前追溯，一代又一代先
哲们的读书哲思也是个宝藏，也值得今天
的我们去深挖、去体会，并积极而有效地
应用于中小学生阅读辅导中。倘若此，当
今青少年及儿童急需的阅读指导或许会早
日解决。

怎样解决孩子阅读困惑
□章红雨

农村老家的院子外有一棵柿子
树，是我几年前的春天，利用星期天
的业余时间栽种的。因为我工作很
忙，平时很少回老家，对柿子树照
料、管理不够，所以长得较慢，高度
只有三米左右，树干只有鸡蛋粗，却
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去年结了许多
柿子，约有100来个，有的枝条也被
许多果实压断了。一个个柿子又大又
甜，令人百吃不厌。

今年春天以来，我每次抽空从城
里回老家，无论多忙，几乎都给柿子
树浇水。有时还给它上点鸡粪、草木
灰之类的肥料，希望它还能像去年那
样结出许多果实。然而，我秋天回老
家看了几次，却并没有看到树上结出
柿子。我以为可能是由于去年结柿子
太多，消耗了果树的大量养分，导致
今年养分严重缺乏，花芽形成很少，
影响了今年的开花结果，遇到了果树
的“小年”。到了明年果树的“大
年”，又会结出许多柿子。用农村老
家一些上岁数人的话简单地说，就是
柿子树由于上一年结的果子太多，消

耗亏损很大，累坏了，今年就歇息一
年，不再结果子了，只好明年再结。
许多其他种类的果树，也经常会出现
这种“大小年”的情况。

上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加班完成
撰写新闻等阶段性工作后，就忙里偷
闲，马不停蹄地从城里赶回几十里外
的乡镇老家。一到老家，就迫不及待
地走到柿子树旁，一只栖息在树上的
小鸟受到惊扰，立即扑棱棱地飞走
了。于是，我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
照着柿子树，仔细地观察起来。没想
到，竟然看到茂密的枝叶间，结了一
个比保温杯盖子还大出一圈的柿子。
颜色橙黄，已经熟了，但又没有完全
熟透，等到熟透时就变成红色的了。
它像一盏小巧玲珑的灯笼一样，在枝
条下随风轻轻地晃动，真有诗中“孤
树独柿意脆熟”和“稻熟鱼肥柿子
黄”的意境。它还散发出浓郁的香
气，沁人心脾，非常可爱，真令人喜
出望外。

“物以稀为贵”，整棵树的养分都
倾注于这个柿子上，可谓万千宠爱集

一身，一定营养更加丰富，味道更加
甜美。我不由得伸出手去，想把这

“独生子女”一样的柿子摘下来品
尝。但是，转念一想，我又不缺吃
的，家庭和单位附近的商场、超市里
几乎什么水果都有，能非常方便地买
到，随时尽情地食用。还是把它留下
来吧，等到天气寒冷，草籽吃光，虫
子绝迹，鸟雀难以觅食的时候，给小
鸟当充饥、救命的食物也好。鸟儿是
人类的朋友，也是生态卫士，能捉树
林和农田中的害虫，帮助人类保护生
态环境。救助鸟儿，就是救助人类自
己啊！

想到这里，我就顿时打消了摘果
品尝的念头。慢慢地缩回了只差几寸
就能摸到柿子的右手，让这仅结一个
的珍稀、宝贵的柿子原封不动地留在
了小鸟经常栖息的树上。

也许这个留下喂鸟的孤零零的柿
子，能够成为“压树”的镇树之宝，
保障柿树的茁壮成长，甚至还能成为
柿树果实的“引子”，为明年招引来
更多甜美的果实呢！

只结一果留喂鸟
□崔敬之

风儿渐冷 落叶飘零
霜白笼罩着大地
田野开始沉睡
初冬的序曲悄然而起

老屋门前的松树
轻摇着枝丫
诉说着季节的故事
客厅的小暖炉
热气蒸腾
温暖着我们的身心
路边的摊位
传来的吆喝声
打破了冬季的宁静

拥抱初冬
走进烟火气中
生活的温度蔓延
远方的灯火阑珊处
是家的方向
照亮游子的归途
走向春日的暖阳

冬日暖阳

清晨的阳光
穿透云层
洒落在田间小径上
街边的树梢上
金黄与橙红交错
映照着冬季的静谧

午后小院里
老人围坐晒暖
孩子欢笑嬉戏
快乐温馨的场面
驱散了冬日的寂寥

冬日暖阳下 万物沉静
光与影交织出美丽的画卷
书写着大自然的诗篇
行走在季节的风光里
岁月的流转留下甚多美好
让心中充满温暖与光明

拥抱初冬（外一首）

□翁桂涛

四季更迭，晚秋悄然退场，自然界由繁华喧嚣
缓缓步入宁静深邃之境。尽管冬日寒风凛冽，却也
带来了一份难得的安详与平和。一年即将到头，闲
暇多了，悠然自得成为生活常态。冬天总是被当成

“躺平”休憩的季节，而于读书人而言，这寒冷季
节却是读书的好时光。

诗人翁森在《四时读书乐》中以“地炉茶鼎烹
活火，一清足称读书者。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
花天地心”之句，细腻勾勒出了冬日读书的无限乐
趣。于我个人而言，冬天捧书而读，恰似手捧一壶
热茶，让周身沉浸在温馨而惬意的怀抱之中。指尖
轻轻翻动书页，每一次呼吸间，都仿佛能捕捉到丝
丝缕缕的书香，它们缠绵于鼻端，令人心旷神怡。
我细细品味着那些诗句与文字，它们宛如被沸水激
活的茶叶，在心间缓缓舒展，欢快地翻腾跳跃。在
这过程中，心底深处的思绪也随之“咕噜噜”地冒
泡，生机盎然。而当这些文字经由唇齿间轻轻流
转，更散发出一股难以言喻的雅致幽香，让人沉醉
其中，流连忘返。

清晨，第一缕阳光悄然穿透窗帘的细缝，轻轻
洒落，带来一抹温柔而细腻的暖意。我安静地倚坐
在床头，手执一卷书，沉醉于鲁迅先生那篇意境深
远的《雪》。字里行间，冬日的静谧与深邃跃然纸
上，我细细咀嚼着每一个文字，仿佛能听见雪花轻
盈落地的细语，感受到寒风中那份坚韧不拔与傲然
不屈的精神。阅读这样的散文，就如同品饮一杯清
新淡雅的绿茶，那茶韵幽香之中蕴含的勃勃生机，
让人心旷神怡，仿佛瞬间置身于一个美好的世界。
书页间流淌的暖意，足以驱散周遭的严寒，让心灵
在冬日的凛冽中也能沐浴到温暖与希望。

中午了，阳光变得炽烈而明媚，慷慨地洒落在
书桌上，将室内的寒意一扫而空。我手捧一本好
书，悠然沉浸于冬日暖阳与书页间构建的奇妙世界
里。这和煦的阳光下，我随性读书，或坐或躺，正
如陆游所言，“四傍设几案，坐倦时徙倚”，这份自
在与惬意，实乃人生一大乐事。我钟爱路遥的《平
凡的世界》，那自然质朴的文字，勾勒出一个个平
凡甚至微不足道的人物形象。他们凭借不懈的奋斗
与坚持，书写出了一段段非凡的生命篇章，令人为
之动容。阅读这部小说，宛如品尝一杯浓郁的红
茶，香气馥郁，色泽深邃，每一口都充满了深沉与
厚重。而这份茶香，更像是一种无形的鼓舞，让我
在字里行间找到了前行的力量与无畏的勇气，激励
我在平凡的生活中追寻非凡的意义。

傍晚时分，夕阳的余晖洒满整个房间，为这个
冬日镀上了一层温馨而浪漫的色彩。我放下手中的
书，凝视着窗外那片被晚霞染红的天空，心中充满
了感慨。片刻之后，我再次拾起书本，继续我的阅
读之旅。白天负暄，夜晚围炉，不一样的温暖，一
样的读书。此刻，我正沉浸在张宏杰的《曾国藩的
正面与侧面》中，作者以冷静而细腻的笔触，深刻
剖析了人性的复杂多面，那些奇特、匪夷所思却又
合乎情理的情节，在他的笔下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原本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在作者的重新诠释下，
焕发出了新鲜而迷人的光彩。品读历史书籍，犹如
品尝一壶陈年的普洱，色泽深邃，味道浓郁，初尝
时或许略带苦涩，但细细回味，舌根间却会泛起一
丝甘甜，令人回味无穷。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
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在这清冷单调的冬
天里，我爱窝在温暖的陋室里，趁万物俱寂的冬
日，翻阅几本书籍，在书中感受冬日的韵味。生命
在阅读中厚重，灵魂在书香中丰盈。我的冬天也因
此变得温暖如春，岂不快哉。

“偷”得书香暖寒冬
□彭宝珠

才铺开试卷，就有
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地前来命题
雪中伴食，苦中求乐
人间多了几分烟火气
一枝红梅也来填词
抖落一身尘埃
超凡脱俗地走进唐诗宋词
也可以返璞归真，香满人间
大地的版面发布了头条消息
冬季号列车正点
我是游子也来命题，雪花飘飘
是一道旨谕，请送我一程

雪孩子

没爹没妈，身世迷离
总有一段心酸的历史
感人的故事
冰天雪地中分娩
北风接生，一展
冰山雪莲的坚韧顽强
冰为魂，雪为魄
与一枝热恋中的红梅
沾亲带故，一诉衷肠
北风萧萧，练就了
冰雪严寒的意志
却割不断无尽的乡愁
即使有一天默认为云
也不忘，含泪
重返人间，认祖归宗

小雪，想起回家的路

北风一约再约
这份情真有点招架不住
人心都是肉长的
这份执着，谁又好意思拒绝
看一看皇历，哎呀妈呀
有点想家了，这一走就是一年
想爹想娘，想雪里红鞭
还有那枝含羞的蜡梅，我的初恋
说走咱就走，酝酿一下情感
订好机票，背着行囊
拿捏一下蒲公英的身段
一路跟头把式，开启精准定位
盼啊盼，母亲围着红泥小火炉
问寒问暖，喜出望外
唠唠叨叨，小雪雪满天
再大一点，再大一点
白雪喂养的冬日，一定是丰年

小雪试题（外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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