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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读者在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中读到的
不仅是故事本身，更关乎童年时对生命的
理解。纵观 2025 年上半年优秀原创儿童
文学作品，不难发现，它们正日益回归儿
童视角、回应时代命题，从家国情怀到生
命哲思，从文化传承到成长塑造，创作者
们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人文关怀，为
少年儿童构建出一片温暖、厚重、灵动的
文学天地。这些作品或以奇幻为径，探寻
自然与生命的奥秘；或以现实为基，书写
成长与信念的历程；或以地域为魂，传承
文化与乡土精神，让文学成为儿童感知世
界的重要方式。

坚定信仰 接续奋斗

现实主义题材的儿童文学，始终承担
着记录社会现实、塑造少年人格的功能。
杨志军的《拉萨的美驼与骏马》，聚焦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题，通过两位藏族少
年护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回归森林的
过程，展现了青藏高原上的信仰与坚守。
杰布骑着美驼平措，带着兔狲阿永，从拉
萨出发踏上前往昆仑山野生动物保护站的
旅途；宇妥则骑着骏马格列，带着小藏酋
猴罗布，走向金沙江中转站。

两位少年沿着祖辈们曾经建设的青藏
公路和川藏公路跋涉前行，在高海拔牧区
的艰苦环境中聆听祖父、曾祖父的奋斗故
事，理解那段“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
历史。这部作品以少年与祖辈精神的接力
为主线，不仅描绘了一场物理意义上的长
途行走，更是一场精神上的回归与接续。
少年们在自然中学会敬畏，在历史中体悟
韧性，最终坚定了承担使命、建设美丽家
园的决心。

《男孩长大》则是一部立足现实的成
长小说。主人公刘立宪出生于军人家庭，
从小耳濡目染英雄事迹，在兴趣爱好中找
到了自我方向。他喜欢画画，喜欢出黑板
报，这一特长最终成为他走向梦想的桥
梁。小说围绕出黑板报这一具体情节展
开，通过他的坚持、努力与思考，展现出
兴趣如何转化为优势，最终引领他朝着军

营梦想前进。
《男孩长大》延续了刘海栖的幽默风

格与富有张力的语言，人物鲜活生动，如
王小东、易凡凡、胡宝根等形象的塑造，
增强了故事的现实性与亲切感。在成长这
个永恒主题之下，作品展现出一种质朴而
昂扬的精神风貌，让孩子明白：兴趣、坚
持与信念的结合，就是他们迈向人生更高
阶段的真正力量。

守望传统 照见未来

在关注个体成长的同时，一些文学
作品将目光投向民族文化的传承与精神
家园的寻根之旅。《萤火谣》以非物质文
化遗产“客家山歌童谣”为线索，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讲述一位老人
和一个女孩的传承故事。作品结构匠心
独运，人物生动饱满，情感丰沛真挚，
通过代际对话展开关于“故乡、记忆、
文化”的深层探讨。

作品中既有对时代变迁的细腻呈现，
也有对人文情感的深度表达，将客家风
情、地域特色、文化守正创新融为一体。
在女孩追寻精神故乡的过程中，文化的根
不断生长并向上延展，体现出文学对传统
的保护力量与时代的共鸣意识。温燕霞将
文学、哲学等命题融入轻盈的语言之中，
表现出儿童文学在守望传统、照见未来方
面的探索。

“万物有信书系”则诠释了人与自然
的对话。作家鲍尔吉·原野用书信体架构
起一个童趣横生又哲思深邃的奇幻王国。
在这个世界里，万物皆可书写与思考：
云雀、斑啄木鸟、金雕、黑桦树、睡
莲，甚至沙粒、雨水、黏豆包、笊篱，
都是信件的主角。他们在信中诉说生
活，在思想中吟唱草原的灵魂。蒙古栎
树在信中称赞车辙如蒙古族长调落地，
金雕说它见过格萨尔王，笊篱给黏豆包
讲述家族美食的传承……语言如长调般
悠远，草原气息扑面而来。

通过这些拟人化角色与富有节奏的
语言，书写草原的风俗、物象、审美与

精神，使民族文化以活泼灵动的方式进
入孩子的内心，也让他们在与万物的交
流中懂得爱与尊重的意义。这种独特的
审美体验，让孩子懂得“自然有灵、文
化有根”。

体悟自然 追问生命

幻想文学作为儿童文学的重要形
式，以奇异的构想和丰富的象征，为少
年儿童提供通往精神世界的桥梁。李东
华的《重返白垩纪》，是一部感悟生命与
爱的长篇幻想小说，讲述了小男孩星浩
在辽西大地展开的一段惊心动魄的白垩
纪之旅。这片被誉为“古生物化石宝库”的
土地，因一只小盗龙的突然造访而揭开奇
遇的序幕。星浩怀着对古生物的热爱，渴
望探寻恐龙消失的踪迹，在郝园长、夏宁
老师和小盗龙的陪伴下，他一次次穿越
险境、化解危机。

小说以“巨兽变飞鸟”为象征线索，
通过跨越物种的情感联结与并肩作战的
情节设计，将蜕变与成长融于冒险之
中。在这片孕育了红山文化的辽西大地
上，远古生命的印记不断唤起星浩内心
的勇气与责任感，使他在面对成长困惑与
内心迷茫时，获得来自生命演化本身的启
示与力量。

张炜的《狐狸，半蹲半走》，则将童
年记忆、自然哲思与成长叙事有机交融。
故事发生在渤海湾畔的林野小屋，主人公
以黄鼬、花猫为伴，在大海边、星空下展
开一段自然探险之旅。作者用细腻的笔触
描摹自然万物的静谧与神秘，以外祖母讲
述的传说串联起人与自然的联结，传递出
一种深层次的时间感与生命意识。“看狐
狸半蹲半走”成为儿童对自然最初的观测
方式，也象征着孩童视角中世界的陌生与
新鲜。

这类以幻想与自然结合的作品，不仅
拓展了儿童文学的表达空间，更在孩子心
中埋下一颗追问生命意义、理解自然法则
的种子，在故事的引导下获得关于对生
命、自然的深层认知。

儿童文学：

在故事中获得精神滋养
□本报记者 张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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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联句》云：“人皆苦炎热，我爱
夏日长。”在古人眼中，夏日正是读书好
时光。暑假来临，孩子们应该好好抓住机
会拓展阅读、探索新知，滋养心灵，让夏
日绵长书香点亮阅读灯塔，解锁更广阔的
世界，近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
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阅读推广人、出
版人、教师等，为孩子们奉上专属暑假的

“读书打开方式”。

科学分级+兴趣导航

教育部办公厅、中宣部办公厅日前联
合印发《关于深入实施全国青少年学生读
书行动的通知》，其中提到，“倡导家长每
天陪伴学前儿童阅读图画书或绘本，小学
生不断扩大阅读面，初中生学会进行深
度阅读，高中生能够进行研究性阅读，
大学生能够进行创造性阅读，为终身阅
读奠定坚实基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晖在接
受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记者采访时
建议，暑期青少年阅读最好做些规划，
除感兴趣的读物外，还可纳入各国经典
名著，保证阅读的总体数量及质量，完
成相应学段的阅读目标。

对此陈晖给小学低年级同学推荐她参
与创作的绘本《求五谷》：“这部作品改编
自中国民间故事，绘本里有孩子们感兴趣
的幻想元素和动物形象，故事线明晰，铺
陈中递进，高潮后反转，情节发展引人入
胜。画家田宇运用了剪纸等传统技法，在
造型、构图、色彩等方面下了功夫，读来
美不胜收、情趣盎然。”

有了好作品，如何“读得进去”？激
发兴趣被视为“破土”第一步。“适当的
阅读引导可以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而优
质的阅读又可以引发孩子的好奇和思考，
激发其继续阅读、拓展阅读、深入阅读的
兴趣，形成良性循环。”人民日报出版社
第三编辑中心主任毕春月举例道，比如爱
好传统文化的孩子，可以通过古籍阅读来
夯实。避免“浩如烟海，不得其门而

入”和“语言文字上存在疏离”两大挑
战，毕春月建议，可以选择一套极简的
古籍入门攻略。她推荐 《古籍原来这么
好看》 系列图书，既有趣味又有知识，
更能启发思考。

“唯有书籍与心灵共振，阅读才能
真正扎根。”对于阅读兴趣，江西省吉
安市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表
示，要捕捉兴趣“火花”，将航天梦、
侦探热等个体志趣转化为阅读动力。
对于暑期读书内容的选择，张青云认
为，应该遵循“科学分级+兴趣导航”
的双轨策略：“为不同学段孩子搭建成
长阶梯。低年级以绘本与桥梁书铺就
想象力跑道，中年级引入浅显社科与
文学经典启蒙思维，高年级聚焦名著
与思辨性文本。”

让阅读自然融入假期生活

想象一下，暑假的清晨，凉风习习，
持书在手，耳清目明。这该是一幅多么沁
人心脾的场景。

“暑假是孩子们放松、休息的时间，
应该张弛有度，合理规划，为生命赋
能。既要行万里路，也要读万卷书。”儿
童阅读推广人耿玉苗认为，重视暑假阅
读，新学期的自己会变得不一样，眼界
会更开阔，思维会更活跃，内心会更有
力量。

到了假期，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自
主阅读，其影响也在潜移默化中。中科
大附中实验学校小学部教务处主任张国
平表示，自主阅读的价值远不止积累知
识，它是孩子培养专注力、想象力、独
立思考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情绪调
节、自我认知的“精神养分”。这种通过
自主选择、主动探索获得的成长是非常
宝贵的。

张国平表示，阅读是需要主动性的，
否则很难长期坚持。更好地沉浸于书香之
中，享受自主阅读带来的乐趣，孩子们要
耐得住性子、沉下心专注阅读，家长也要

调整心态，真正将暑假作为培养阅读能力
的契机，“在尊重孩子自主性的基础上，
让阅读自然融入假期生活。”

提升阅读体验及获得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指引下，不仅要关
注阅读的数量，更要关注阅读的质量。只
有掌握好的方式，才能让暑期阅读成效翻
倍。陈晖认为，同伴共读是很好的方式，

“同学及小伙伴在讨论中分享各自的体会
和看法，不仅能形成氛围、相互激励，提
升阅读体验及获得感，还能促进综合能力
与素养的全面提升。”

在自主性强、时间充裕的暑假，浙江
省温岭市新河中学原语文教师江富军建议
中学生进行深度阅读与研究性阅读：“深
度阅读指对作品的深度理解与体验；研究
性阅读要提出问题，进行深层探究，同时
实践‘行走阅读’。”

从孩子们自身出发，千法万法，不
如得法。哪种方法最适合就大胆选择哪
种。“比如，圈点勾画法，精彩处画一
画，困惑处问一问，难懂处想一想。不
动笔墨不读书，要在触动心灵之处写下
自己的感悟和思考。还可以去作家的故
乡、故居走走看看，对作品会有更深层
次的理解。”耿玉苗说，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暑假中可以经常去书店、图
书馆阅读，更有氛围感；还可以参
加一些线上或线下的读书会，寻找
更多拥有精神密码的人。

合力构建良好阅读生态

家庭、学校皆是孩子暑期阅读
的重要引导者与参与者，阅读生态
的构建，离不开各方协同发力。

“唯有家校携手，才能为青少年
筑起阅读的堡垒。”张青云尤其建议，
家 长 应 为 孩 子 创 造 “ 无 屏 幕 阅 读 时
段”，当父母捧卷静读，孩子更易将阅读

视为生活底色。学校则搭建“云端阅
读”，通过教师导读直播、线上读书圈互
动、优秀笔记云展览，让暑假阅读不因
时空隔断而“断链”。

不仅仅在暑假，从长远看，让阅读
成为一种习惯和生活方式，良好的家庭
阅读氛围营造不可忽视。家长不仅要鼓
励，还要以身作则，注重以诗书传家。
家长可以与孩子共同规划，用协商替代
安排，把阅读主动权交给孩子。

“具体做法是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讨
论假期计划，明确兴趣班、作业、休息
的时间边界，同时每天预留‘无目的阅
读时间’，也可设‘家庭阅读时间’。”
张国平认为，在“家庭阅读时间”里，
家长要放下电子设备，和孩子一起阅
读，共同探讨读书心得等，用行动传递
阅读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当然，家长的
鼓励和表扬也是必不可少的。

“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
好”，暑假阅读的价值不在于书目数量的
堆砌，而在于播下思考的火种。重新认
识暑假价值与阅读意义，将休息放松、
探索兴趣、自主阅读紧密结合，这个暑
期，期待孩子们与好书为伴。

为孩子解锁暑期“读书打开方式”
□本报记者 朱子钰

观点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