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是一次情感的交互，是一场思维的旅行。在第 28个“世界读书日”即将到
来之际，我们走进校园，约请名师，就青少年如何开展阅读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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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婉婉
本报通讯员 刘银燕

“武松打虎、黛玉葬花、大闹天宫，草

船借箭……随便拉我们班哪个孩子，都

能跟你聊上一大堆名著故事……”阜阳

市清河小学语文教师张文献开心地告诉

记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把小人书《三

打白骨精》带到了班里。书中孙悟空腾

空跃起重棒抡下，降妖除魔的画面瞬间

燃爆了学生的阅读热情，学生们争相传

阅。张文献心头一热，随即把自己的小

人书藏书全带来和学生分享。从那以

后，师生们聊天话题的就离不开火烧赤

壁、桃园三结义、刘姥姥逛大观园……

小人书虽小，教育价值却不小。低

年级孩子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恰巧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空城计》等名著

小人书去掉了书中生涩难懂又不适宜

孩子阅读的部分，摘选经典精彩篇章，

用通俗易懂的文字、简洁明了的画面、

深刻隽永的寓意给了学生高起点的经

典阅读启蒙。

张文献参照《全日制义务教育小学

语文课程标准》，从小人书中选择适合

儿童的阅读内容，把班级阅读主题分

为：历史故事、寓言故事、哲理故事、名

著故事等几大类，挖掘出亲情关系、友

谊关系、生命教育、环境教育、人格发展

等不同的教育意义。师生们利用阅读

课和延时服务时间，畅游书海，说人物

特点、聊故事情节。一个个精彩的故

事，使学生的阅读情趣更加浓厚，逐渐

吸引他们能独立阅读完一本书，进而去

探寻原著，扩展阅读的空间。

在阜阳市，另一所小学——东清小学

也在用连环画推动阅读上动起了脑筋。

“我们刚开始推行校园阅读的时候，老师

最为关注的是‘什么样的图书最能被孩子

们接受’。校园阅读的最佳效果就是让孩

子在不知道被教育的情境中接受了教

育。”校长齐卓然说。她坦言，光靠学校走

廊上悬挂的科学家名言不足以唤起孩子

们足够的学习热情。原因是“名人的符号

感太强，不够立体，缺少生活化的东西，大

多数学生都是走过看过就淡忘了，对科学

家们的励志、向上和勤奋精神印象模

糊”。后来老师们无意中发现图书馆里中

国古代科学家连环画借阅率很高，书中的

科学家不畏艰辛、顽强奋斗、勇于探索的

故事加深了孩子们对名言警句的理解，达

到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

小人书蕴含大道理，在阜阳市颍州

区，越来越多的小学把小人书作为一种

教育资源进行利用。早在“双减”落地

时，阜阳市六里小学就把小人书变成传

统文化教育的载体。阜阳市六里小学教

师康晓黎计划用一学期的时间带着孩子

们读完《东周列国故事》系列小人书，让

学生深入理解“一鼓作气”“图穷匕见”“退

避三舍”“负荆请罪”等这些耳熟能详的

典故成语，同时从《管仲拜相》《晏子相齐》

中认识推动社会进步，保持政治稳定、推

动历史前进的人物。康晓黎还敏锐地发

现孩子们在阅读过程中容易过分关注故

事情节，同学们之间比的是谁读得多、读

得快，就以“图说东周 500年”班会活动让

同学们交流分享阅读后的感受，引导学

生孩子们在阅读中抓住画面信息和文字

信息之间的联系，完成了一次以儿童阅

读兴趣为导向、以图画读物为核心的阅

读主题教育活动的成功尝试。

小人书蕴含大道理

■ 本报记者 陈婉婉

高中生正值风华正茂，对现实有着

无限的好奇与热忱，对未来有着无限的

期盼与遐想。当前高中教育正值“三

新”课改期间，新时代对高中生的思维、

素养、能力均提出了新挑战。高中阶段

的学生阅读应该怎么开展？宣城市泾

县中学结合即将到来的“世界读书日”，

在本月开展“最美人间四‘阅’天”系列

阅读活动进行探索。

高中生处于未成年人向成年人转变的

过渡期，他们即将成为国家与社会的建设

者，未入社会而先知天下，可以为将来担负

重任打下良好基础。为此，在阅读中引导

学生树立全球视野，关心国家大事，结合时

代使命，勇立鸿鹄之志，成为该校开展阅读

活动的底色。“我们时刻铭记‘为国育人，为

党育才’的宗旨，针对学生关注的时事热点

开展读书活动。”校团委书记吴琪老师告诉

记者。在学校最近举行的一次共享共读活

动以“团员思想交流会”的形式开展，重点

在鼓励学生关注社会、思考人生。“通过阅

读时政类书刊，引导学生思考社会这本‘无

字之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在这种思

考中被学生主动接纳、深深牢记。很多孩

子在分享中，都将个人理想与时代使命相

结合，表现出了‘立志高远，行则将至’的革

命乐观主义精神。”吴琪说。

高中阶段的学生直面高考选拔压力，

该校把阅读推广作为关注学生身心健康

的抓手，通过推荐书目、举办“读书分享

会”等方式，引导学生调节焦虑心情，疏解

学习压力，正确认识自我。“《看见、看不见》

《非暴力沟通》《考试心理学》《唤醒学习力》

等书籍是近来学生之间经常传阅的书。”

学校心灵驿站（心理辅导站）站长李淑娟

老师告诉记者。高中生处在生长发育的

顶峰，情感上容易激动，情绪不稳定，易急

躁、冲动，所以高中阶段既是人人生观、价

值观建立的黄金时期，也往往是人生中最

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阶段。李淑娟表示，

引导高中阶段学生进行阅读，应该注意心

理方面的书籍推荐，并且要鼓励学生在阅

读后分享感悟，这样可以有效地舒缓学习

和生活中的压力。

正确的阅读方法可以训练出成熟

的思维方式，泾县中学相关负责人表

示，学校针对当前高中生在学科学习中

的困惑，持续开展“名师进课堂”活动，

与学生们分享各学科专业书籍的阅读

方法。近日，语文名师陈强老师在以

“厚植传统美德，共读经典名著”为主题

的讲座中，鼓励学生们在名著阅读中通

过“三遍阅读法”“绘制思维导图法”“借

助影视作品辅助阅读”来理解文学巨

著，帮助学生克服阅读“大部头”书的畏

难心理，收到了学生们的良好反馈。

最美人间四“阅”天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 2022 年

资源使用报告日前出炉。在这一年里，

谁最爱到访图书馆？哪本书被借阅最

多？哪个院系借阅热度最高？答案都

可以从报告中一探究竟。

据 悉 ，该 校 图 书 馆 目 前 除 可 借 的

120 多万册馆藏纸质图书外，还引进及

共享 190 多个中外文数据库（平台），提

供中外文电子期刊 11 万种，电子图书

300 多 万 种 ，硕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1345 万

篇，音视频资料 46 万小时，以及大量的

会 议 论 文 、专 利 文 献 、科 技 报 告 等 资

料。图书馆馆舍每周开放 7×16 小时，

15 个各类书库及阅览室每周开放 7×14

小时，实行开放式自助借还服务。

报告显示，该校图书馆 2022 年全年

纸本借阅量达 160628 册次。而在电子

资源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2 年

10 月，文献数字化和主流电子文献年访

问量达 2550 万余次，下载量近 3000 万

次，使用效率在全国高校名列前茅。

报告显示，2021~2022年该校各院系

读者到馆人次前十名分别是物理学院、化

学与材料科学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工程科学学院、管理学院、数学科学学院、

少年班学院、校学位办（所系结合融合学

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生命科学学

院。值得一提的是，物理学院和化学与材

料科学学院在各院系的图书借阅热度榜

单上也同样是分列冠亚军。

2022 年读者到馆天数最多的是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罗老师，时长达

354 天。而到馆天数最多的学生则是来

自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的本科生吴同

学，达 347 天。全校到馆天数前十名的

师生各自时长全部超过 300天。

近年来数字化阅读的增长速度明

显高于纸质阅读，但纸质图书仍然具有

重要的不可替代性。因为它“永远不会

没电，不慎掉落在地上也没关系，不用

调亮屏幕亮度，总是具有高分辨率，借

给别人也完全没问题”。

在 2022年读者借阅册次前十名排行

榜上，来自先进技术研究院的博士生曲同

学以 1262 本借阅册次遥遥领先，日均阅

读量达到了 3.46册次。榜单上的其余师

生年度借阅册次也均保持在220本以上。

报 告 还 依 据 借 阅 册 次 整 理 出 了

2022 年热门图书的前 16 名。社科类前

三名牢牢被《三体》《三体 2：黑暗森林》

《三体 3：死神永生》占据，科技类的前三

名 则 分 别 是《电 磁 学 千 题 解 . 第 2 版》

《力学:第五版》《机器学习》。

2022 年图书预约热度前十名排行

榜中，前三名的是《机器学习》《统计学

习方法 .第 2 版》《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

经济发展》。

据介绍，图书馆已经成为中国科大

师生们的精神食堂，散布在各个校区

中。其中东校区图书馆二楼设有英才

书苑教学学习中心，分为 8 个学科教材

教参书展示区、教学研讨区、出版社专区

和报刊阅览服务区。西校区图书馆开辟

有 4000 平方米的未来学习中心，共划分

为 20多个不同用途的学习和交流空间。

高新校区图书馆则会建设更多的公共学

习空间、学生研讨室、教师工作室、主题

空间、学习体验空间、科技成果和校史文

化展陈区。 （本报记者 陈婉婉 整理）

中国科大图书馆年度报告出炉

扫
码
阅
读

更
多
内
容

最是阅读能润心

4 月 19 日，在亳州市谯城区图书馆，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在老师的陪伴下阅读

图书。 本报通讯员 张刘艳 摄

筑梦航天

■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影报道

4 月 20 日，在世界读书日和中国航天日

即将到来之际，安徽向日葵公益助学服务中

心联合合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来到大别山

区，在宿松县佐坝初中举办“书香为伴，筑梦

航天”——汽车图书馆开进大别山活动，在该

校设立汽车团书馆分馆，为孩子们带去航天

相关书籍、带领他们制作航天模型，并邀请专

家作航天科普知识讲座，激励青少年知而促

行、不断求索宇宙奥秘。

▲ 孩子们制作航天模型。

◀ 孩子们阅读汽车图书馆带来的图书。

■ 姜莹颖

启蒙阶段的孩子，能从阅读中能感

受到世界的新奇有趣、知识的浩如烟

海。而步入青少年阶段后，会逐渐出现

愈发鲜明的独立想法，批判精神和创新

思维随之萌发，就在这种氛围下，学生

的阅读审美初步形成。引导学生在阅

读中主动思考，训练高阶思维能力的生

成，构建丰盈的精神世界，正是学校推

广阅读的意义所在。

营造情境

激发“我要读书”的热情

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课堂上，学生们开始习得如何

更好的阅读，阅读教学能够培养学生获

取知识信息的能力，并能在阅读中对信

息迅速再加工，长此以往，学生能够在

阅读中拓宽学习视野，提高思维能力。

但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热爱阅读的

孩子们，却未必能够在课堂提问环节和

阅读文本练习中拔得头筹。他们可能

擅长诉说自己从书中看到的各类风趣

幽默的小故事，也可以分享教材以外的

各类新奇知识，但对于课堂上抛出的

“作者用连续的反问表达了怎样的情

感？”“读了这句话你有怎样的体会？”这

类问题，他们的眼中常常透漏着疑惑或

者不确定。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一部

分源自于问题较为开放，而更重要的原

因可能是因为学生依然是文本的“旁观

者”，没有主动走进文本，用心感受作者

的情感，这时候，“兴趣”这个词就极为

重要。

高年级的阅读文本大多篇幅增长，

题材范围广博，问题更加深入，如若没

有阅读兴趣支撑，学生难免会望而却

步，课堂上过于直白的教学有时不仅无

法激发学生的思维，反而会在“强制回

答”和“奖惩机制”中让学生更加胆怯。

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应尝试放弃原本的

主导地位和知识输出，创新性地创设各

类情境，建立学生和文本互动沟通的桥

梁。例如在《祖父的园子》一课中，学生

往往容易被有趣的童年生活吸引，在读

文中获得情感迁移，进而衍生出深入思

考的兴趣；再例如在《太阳》一课中，教

师可以借助多媒体影像，也可以用关于

太阳的生活性常识，让学生感知太阳的

独特意义，对文章萌生兴趣，也对说明

文的说明方法有进一步了解……同样，

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可以通过生活情境

来引导激发孩子对于各类文章的兴趣，

也可以采用亲子共读的方式，让孩子能

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看到原本看不到的

文学风光。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能够模拟

情境、激发孩子们感官和想象力的方式

也越来越多元，但在运用的过程中不能

舍本逐末，应尊重孩子的个性化表现，

善于捕捉他们的生活细节和思考碎片，

进一步刺激主观能动性，让其养成善于

思考、独立理解的良好阅读习惯。

设计任务

促进思维能力提升

青少年的阅读主观能动性需要激

发，但教师和家长要做的，绝不能止步

于此。有深度的提问能够进一步的引

领学生探向思维的“最近发展区”，驱

动思维跃进，进而生成批判精神与创

新能力。

例如在教学《草船借箭》这一课时，

在梳理文章过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

考诸葛亮、周瑜、鲁肃之间的人物关系，

探究“诸葛亮为什么不告诉周瑜自己的

计策？”“鲁肃为什么愿意帮助诸葛亮，

甚至不告诉周瑜借船的事？”这些问题

能够让学生自发地从文字中提取相关

信息，也对《三国演义》这本书有了进一

步阅读的动力。

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设计一些开

放性的探究任务，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

的观点，例如在教学《圆明园的毁灭》

后，针对“要不要重建圆明园，再现当初

的文化奇迹？”这一问题组织学生进行

辩论，再次感受圆明园建成的不易和毁

灭的遗憾，也对现阶段的中国发展和中

国制度有进一步了解，提升思维的高

度。这样的任务，既包含分析性思维的

考察，又包含创新性思维的训练，能够

考察学生的高阶思维发展水平。

整本书阅读

强调个性化解读

如果孩子能够有效地完成课堂阅

读任务，也能独立解决各类阅读习题，

那就能说明他们的阅读是正确的、完善

的吗？当然，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阅

读不止于课堂，更在于平时。

案头读物不尽相同，有生动传神的

童话故事，有风趣幽默的儿童小说，有

知识丰富的科普读物，有风格各异的历

史读物……这些书籍看似只堆叠在房

间的某个角落，但却是孩子们广阔精神

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换一个角度来

说，仔细翻看孩子们经常阅读的书目，

其实就可以窥见他们的思维发展水平。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够

在一定时间内读完一本符合其学龄段

的优秀读物，他们有着不同取向的阅读

兴趣，也有着不同水平的思维能力。举

例而言，很多五年级的学生对历史开始

产生浓厚的兴趣，但是对部分学生而

言，他们更喜欢翻阅时下流行的漫画类

历史读物，而对于文字较多、文学性较

强的林汉达的《中国历史故事集》却很

难坚持读完。因为漫画类的书籍门槛

较低，对于学生的思维能力没有太高要

求，而纯文字类历史读本就要求学生具

备较高的专注力和思维发展水平。如

果阅读的书目中长期缺少文学性较强、

信息量较大的书籍，对于学生的思维发

展自然是不利的。

教师和家长可以向孩子推荐不同类

型的优质读物，拓宽学生的阅读范围。

同时，针对同一本书，安排不同层次的阅

读任务，激发所有学生都能在互动交流

中得到不同程度的思维训练。不同的书

籍可能适用不同的学习任务，例如经典

美文适合朗读、摘抄、品析；科普读物适

合思维导图梳理脉络；小说文学适合设

计阅读单……当然，这些方法在具体的

阅读教学中都可以灵活使用、融会贯通，

重要的是应当尊重学生的个性化解读，

注重培养善于思考的阅读习惯。

良好的阅读习惯能有效地促进青

少年思维能力的提升，推动他们精神世

界的生长。无论是在学校教育中还是

家庭教育中，都应该充分重视，运用多

种策略，激发孩子的内在潜能。

（作者为合肥市一六八玫瑰园学校

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