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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镇西

在提倡全民阅读的今天，许多学校都
致力于打造“书香校园”。与此相类似
的，还有“书香家庭”“书香社区”等。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阅读了，这无论如
何都是一个好现象。

但是，经常参加一些学校读书活动的
我，对不少做法总感到有些不对劲。比如：
一场阅读分享会，弄成小品表演或歌舞演
出；让所有学生或老师读同样的书，并且以
每天“打卡”的方式督促检查；把所读的书
设计成知识竞赛，让参与者抢答；要求阅读
者以思维导图的方式展示阅读收获，彼此
交流……

为了鼓励师生阅读，学校想方设法地
组织一些有关阅读的活动，无可厚非。问
题是，阅读应该是一种心灵震撼、思想启
发、情感飞扬的精神体验，而这本应是外表
宁静而内心激荡的过程，绝不应该是肤浅
的热闹。同时，每一个读者的体验绝不可
能是一样的，怎么可能整齐划一地被“检
阅”？将阅读成果以“知识考试”的方式来

“验收”尤其糟糕，本来是以素质教育思想
为指导的阅读活动，最后还是走进了应试
教育的胡同。

种种“娱乐化”“知识化”“肢解化”“一刀
切”的阅读现象说明，尽管对于阅读的重要
性，我们似乎已经达成“共识”，但究竟应该怎
么读，却还存在许多似是而非的想法和做
法。这本《培养活泼泼的阅读者：校园阅读的
道与术》正是关于“阅读”的正本清源之作。

本书作者张圣华博览群书、学识渊
博，曾任 《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 主
编。在读本书的过程中，我赞叹他独具慧
眼，善于从一些司空见惯的“阅读”中发
现问题，并表达出他的真知灼见。

比如，许多学校都倡导学生读经典名
著，但很少有人思考过——所有经典都适
合孩子读吗？张圣华直言不讳地说：“对孩子来说，某些经典可能有
毒。四大名著哪一本书适合未成年人读？《西游记》是勉强能给孩子
看的一本书，其实它的内容背后有一个非常复杂、严谨的宗教体系，
孩子们是很难读懂的。好在里面有很多故事，可以改造一下给孩子
读。《红楼梦》不适合小孩读，甚至也不适合青春期的人读。我17岁
读 《红楼梦》，读完了一星期不高兴，特别伤感，走不出来。再说

《水浒传》，‘少不读水浒’，也不适合小孩子。里面的暴力美学很容易
感染小孩子去试试。《三国演义》呢？里面有勇的化身、义的化身、
智的化身、德的化身，不是挺好吗？但孩子们会看到，里面有太多的
阴谋、复杂的关系，其中也不乏阴暗。开头结尾，表达的情绪其实也
非常消极。”（《关于阅读的糊涂账》）

他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四大名著的经典性，而是想提醒人们，倡导
读书没错，但具体的人该读什么书当因人而异。用我这个四川人的比
喻来说就是，火锅好吃，但如果谁要给婴儿吃火锅，那他就是存心害人。

针对某些仅仅是为了“嘚瑟”而读书的“读书人”，作者借用宋
代程颢的话提醒大家要警惕阅读的“玩物丧志”。他说：“游离于道外
的读书，就是显摆一下记忆力好、博学，这就是玩物丧志……人一辈
子读过很多书，也悄悄化解了自己内心的诸多纠缠、矛盾、疙瘩，达
到仁和畅达的状态。每个人都要安顿好自己的心灵，读书，与智者对
话，这本身是个求道的过程。”（《阅读升级的几个关口》）

为读书而读书，为考试而读书，为炫耀“博学”而读书……就叫
“玩物丧志”。读书，应该是与心灵相关，与生活相联，与人生相接，
与天地相融。

作者还提出“以阅读的方式储藏童年”。他说：“如果孩子们没有
精彩的童书，谁陪他们度过黑夜、孤独和说不明白的焦虑？最能理解
孩子、最能与孩子沟通的，还是童书。如果说某些经典童话过时了，
孩子们真的不喜欢了，意味着现实世界的孩子正在接受‘现代污
染’，正在被变得功利、世故，变得不会感动——难道这不正是一种
灾难吗？”（《把童年储藏起来》）

更可怕的是，许多教育者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灾难”的发生，他
们用成人的语言、思维和习惯“教育”着孩子，让孩子在小小年纪便
学会了讲大话、套话，他们的演讲和作文，充斥着空洞乏味的“宏大
词汇”，于是越来越多的孩子失去了童年的纯净、稚气、清新、梦
幻，或者说，童年正在被“成人世界”污染甚至侵吞。张圣华提出的

“以阅读的方式储藏童年”，极有见地。
关于给孩子们开“成长书单”，作者也有自己的看法：“‘成长书单’应

是随着成长过程而逐渐建立起来的，老师和专家的推荐只在其中起了部
分作用。有时，同学之间的推荐会比老师和家长的推荐更有效。实际
上，每个学生的‘成长书单’归根结底是他自己最后选定的。它应该体现
出孩子们成长的精神历程。”（《今天怎样设计“成长书单”？》）

的确，读书是很个性化的事。这里的“个性化”不仅仅是指不同
的读者有不同的阅读习惯，还包括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与之相应的阅
读需要和趣味。当然会有一些经典是超越人群和年龄的，所以有些

“共读”也是必要的；但如果因此忽略了每一个孩子的独特口味而强
行“吃大锅饭”，效果只能适得其反。现在不少孩子之所以反感阅
读，许多所谓“成长书单”应该说“功不可没”。

如何进行有效的阅读引导？如何培养真正的读书人？作者近年一
直在推广他的一个主张：唤醒阅读主体。只有唤醒阅读者的主体角
色，进入“我觉故我在，我思故我在，我爱故我在”的“我”的发育
状态，阅读才成为阅读者的主动需求，成为塑造自我体系的有效积累
的过程。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读者心里有了强烈的探究欲望的时
候，也就是阅读主体觉醒的时候，阅读就成了一种满足自我探究需求
的必需。所以，从提高阅读兴趣入手来引导阅读，率先培养阅读者与
书的亲密关系，帮助阅读主体的发育，这才是培养读书人的正道。

以上我仅仅是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作者富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阅读思
考，而他的思考远不止上面这些。本书呈现了作者关于阅读的一系列独
到见解，有他对一些阅读现象的观察与批评，有他对如何阅读的思考与建
议，有他自己阅读的感悟与收获，还有他与名家围绕阅读的对话与交流。

相比过去除了教科书外几乎不读其他书的状况，现在越来越多的
教师重视读书，并积极引导学生读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是，
究竟应该如何阅读？特别是如何防止“虚假阅读”“无效阅读”甚至“有
害阅读”？读了这本书，或许读者会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作者系新教育研究院院长、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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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活泼泼的阅读者：
校园阅读的道与术》

张圣华 著
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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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阅读为犁 深耕生命

——“中国教育报2024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交流会”发言选登

封面·话题

在第30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由中
国教育报、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中国语
言资源开发应用中心协办的“中国教育报
2024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交流会”在北
京举行。这些行走在教育一线的阅读推广
人分享了在各自岗位推动读书的思考与实
践。本期，我们编发部分发言，期待对读
者有所启发。

——编者

福建省莆田市市域推进“书香校园 智慧阅读”
工作，已形成“一个理念，两套资源，三个机制，四
大特色，五维发展，六方参与”的“莆田模式”，阅
读已在全市60多万名师生中蔚然成风。该实践成果
曾多次被中央和省级新闻媒体宣传报道，案例入选教
育部全国首批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区域优秀案例、全
国基础教育优秀工作案例等。“莆田模式”已在全国
多个地区推广。

莆田市以校园阅读带动家庭阅读，家校社协同深
入推进“全民阅读”。阅读推广之路漫漫，在一座城
市打造全民阅读的氛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
需要经年的积累与坚持，需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
必定有我”的信念。在书香校园建设过程中，我们清
晰地认识到，阅读本身不是目的，培育既有中华文化
底蕴又能驾驭未来的创造者，培养更多能担当民族复
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才是我们的使命。如果一座城市把
阅读刻入基因，那么书页的每一次翻动，都是在为未
来积蓄力量。■

徐兰英（福建省莆田市
教育局市域阅读工作推
进负责人）

34年前，我初入教坛便深知：教育不仅是传授
知识，更是心灵的觉醒。而阅读正是那把钥匙。2004
年，我与朱永新的《中国新教育》相遇，书中“过一种幸
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的理念深深触动了我。从此，我与
阅读推广结下不解之缘。从“毛虫与蝴蝶”儿童阶梯阅
读起步，到“晨诵、午读、暮省”融入日常，从打造各学
段阅览室、绘本馆、藏书阁到营造书香校园，从亲子
共读到培育千个书香家庭，实践证明：阅读的种子
在最朴素的土壤中绽放出的花朵最耀眼。

近年来，临河区委、区政府以“书香临河”为
墨，绘就文化新图景：通过构建“1+6+28”三级服
务体系 （1 个区级智慧图书馆、6 个公益主题书屋、
28个社区图书），织就覆盖全域的“15分钟阅读生态
网”。这项创新实践不仅入选全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更让阅读突破校园围墙，成为
连接千家万户的文化纽带。

作为亲历这场文化蝶变的阅读推广人，我见证着
知识之光如何照亮边城。未来我将继续以书为媒，帮
助更多孩子因阅读挺拔成长、更多家庭浸润书香，让
遇到的每本书都能成为照亮未来的星火。■

杨百凌（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第五
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我一直认为：学校不仅是教书育人的地方，还是
书香飘溢的殿堂。所以，多年以来，我一直专注小学
阅读研究，实施阅读工程，开展书香少年、书香班
级、书香家庭系列评比，积极推进书香校园建设。比
如，推广“小组共读·循环日记”，首创的“一本好
书的旅行”活动持续开展18年。

我倡导“教师阅读工程”，组织教师每学期至少
精读一本教育经典，撰写“读书笔记”，将从书中获
得的营养融入课堂、融进生活。在课堂中，我们推
行“读写共生”模式：通过“主题阅读”，将单篇课
文扩展为系列探究，促进师生共同成长。我们还开展

“教师读书分享会”，定期分享阅读案例，畅饮“源头
活水”。

我创新推广形式、丰富活动载体，组织开展全民
阅读推广工作。参加仪征市“三名三美”宣讲、“家
教家风”大讲堂等活动，开设公益课及讲座80余场
次，惠及师生家长逾7000人次。

30多年来，从机关到社区，从企业到乡村，我和孩
子们聊阅读、讲绘本，和学生家长谈“亲子共读”，和社
区居民共读一本本书，用心、用情、用力带领更多人走
进书籍的世界，享受阅读乐趣，感受读书的美好。■

郭仕红（江苏省扬州市
仪征市实验小学校长）

我是有着30年教龄的特殊教育工作者，聚焦特
殊儿童阅读领域研究和实践10余年。

2015 年，我开始为重庆市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的
教师做阅读培训，并赠送给学校一批优质的绘本。在
这里，我撒下了第一批阅读种子。2016年，教育部
颁布三类特殊教育学校课程标准，对绘本阅读的重
视，坚定了我的信心和勇气。在领导支持下，2019
年，西南大学绘本阅读研究中心成立，先后举办三届
中国特殊儿童阅读教育研讨会，开展三届全国性特殊
儿童公益阅读活动，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引领作用。

2021 年开始，我们的研究团队用了两年半的时
间，为聋校、盲校、培智学校全学段的孩子们研制阅读
书目，还发起了“特殊儿童阅享计划”，先后为800多个
特殊儿童发放了专属的阅读包。去年9月开始，我带
着本科生、研究生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将特殊儿童邀
请到了大学的实验室，开展每周一次的绘本阅读活
动。通过实践平台浸润式的培养，学生们的创新思
维、团队协作、问题解决等能力获得长足发展。

特殊儿童阅读教育，任重道远，但我相信，行则
将至。我也愿意为特殊儿童阅读教育倾尽我的全力。■

江小英（西南大学教育学
部特殊教育学院副教授）

迫于学业压力，能够主动阅读的中学生可以说是
非常少的。我们学校的校训是“读好书，做好人”，
这些年我一直在想，如何能够真正践行这一言简意
深的六字真言，又如何能让学生懂得阅读的意义。
于是，我利用晚自习时间开展台灯下的“悦”读活
动，并把目标定为“三学会”（学会倾听、学会表
达、学会思考）“三热爱”（热爱阅读、热爱生活、热
爱自己）。

十年的坚持，让我看到了这一活动的意义。很多
学生在“悦”读中分享感人至深的故事，也流露着内
心的真情；表达理性的声音，也传递着人生的思考。
在最近的一期“悦”读中，一名学生说这是“迟来的
春风”。我想，这一盏灯已经在他的心中点亮。

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在一个午后的咖啡馆里，
在旅途的飞机上，在下班的地铁上，他们正读着一本
书，不由自主想起了高中时期的“悦”读，想起了台
灯下的那个晚自习，那么说明这盏灯已经使他们把阅
读作为一种生活习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人生
成长的主旋律。■

吴海青（江西省九江市
同文中学教师）

来到商务印书馆参加这次活动，我感到激动又亲
切。我读研是哲学专业，很多专业书籍都是商务印书
馆出版的，当年批注勾画得密密麻麻，记忆犹新。

我所在的山东省莘县是一个人口大县，在校学生
21.6万人。莘县还是一个农业大县，在乡村就读的学
生9.3万人。硬件和师资资源的限制，导致乡村孩子
的阅读存在诸多问题。

我们这些年通过搭建“小石榴读书”公众平台，
为师生读书写作服务，还成立了是光诗歌、叙事者、
乡村小学校长论坛等民间读写组织，通过种子教师引
领带动更多教师成为悦读者，取得了一些成绩。

这次能够获得“推动读书十大人物”的殊荣，我
将继续以“让每一位教师都成为悦读者”为目标，通
过种子教师的示范带动，引领更多教师深耕教育田
园，守望桃李芬芳。■

高光（山东省聊城市莘县
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

今天，孩子们似乎“知道”的越来越多，但“懂
得”的却越来越少。“知道”是信息的占有，“懂得”
是认知的重构，这种“知识饱足症”正在悄然吞噬孩
子们的思考力和感知力。我们不禁要问：当知识变得
触手可及时，如何让孩子保持对智慧的敬畏、对未知
的渴望？如何让书香真正浸润生命的土壤？

一位老师曾告诉我，在一次组织阅读分享、要求
大家静心阅读《朝花夕拾》时，一个孩子脱口而出：

“百度百科5分钟就能讲完的故事，为什么要花两小
时去读？”这句话像一记重锤——当知识变成即食快
餐时，精神的饥渴感便成了稀缺品。这就是“饱足”
背后的“饥饿”。学校老师必须重建孩子的“饥饿
感”，切实唤醒孩子心灵的味蕾。

构建家校社协同的“有温度的阅读生态”。在学
校层面，从“任务驱动”到“兴趣点燃”；在家庭层
面，从“监督者”到“共读者”；在社会层面，从

“旁观者”到“参与者”。愿每个孩子都能在书香中葆
有“精神的饥饿”，愿每颗心灵都能在阅读中找到

“自己的镜像”。■

叶良水（福建省南平市
邵武市教育局局长）

我来自沂蒙山区的沂水县。沂水自古有尊师重教
的优良传统。上世纪90年代初，为改变山区群众知
识匮乏、文化落后的面貌，我于1992年12月发起创
办了“沂蒙书屋”，以图书阅读为依托，对群众进行
科技、文化、乡风文明等方面的熏陶。

30多年来，沂蒙书屋在引领校园阅读、农民阅
读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为了让孩子从小沐浴到
传统文化的芬芳，我把经典名著进行改编，在保留经
典精华的基础上，剔除与孩子们认知水平不相称的内
容，先后改编、编写古典名著、现当代作品解读赏析

《快乐大语文》系列等1000多万字。
现在，我主要做青年教师的培训工作。应全国各

地教育局、学校、师范院校之邀，我先后为教师、学
生作“阅读，让你的人生更精彩”“弘扬教育家精
神，做新时代大学生”等报告600多场，引领近百万
人爱上了阅读。■

张在军（山东省临沂市
“沂蒙书屋”创办人）

（本版人物照片由张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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