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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在名著阅读受到极大重视的今天，
有的家长说：语文教学的引导真好，孩子
越来越喜欢读书了，甚至吃饭、睡觉都书
不离手。但是，部分家长也可能会说：孩
子一天就那么多时间，除了上课就是各
科连篇累牍的作业，哪还有时间读课外
书呀？学生呢？除了上学，还有那么多
课下作业、课外活动牵扯他们的精力，要
想读大部头的作品，真的是很难。但是，
同学们还是要读下去，跨越困难才能成
就未来的理想。

首先，要静下心有计划地读起来。
“静下心”就是要心无旁骛、气定神闲，不
要为一些小爱好、小功利或者读不懂所
困扰，耐着性子读下去。特别是读一本
相对来说比较艰深的书，耐着性子读下
去，还会培养我们坚毅、执着、淡定等好
的品格。“有计划”就是要给自己制订一
个阅读规划，读哪本书，每天读多少，多
长时间读完，读的过程中完成一些什么
任务，等等，这样才能朝着既定的目标迈
进，才会每完成一项都有一定的满足感、
幸福感。“读起来”就是要进入阅读的状
态，让“读着”始终处于进行时，也就是说
随时处于阅读过程中，不要时断时续，不
要中途退缩，要坚持不断地做下去。语
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说：“经典因为有时
代的隔离，年轻人阅读比较困难，要不断
克服某些阅读障碍，其丰富的内涵也需
要认真反复地发掘体味，这是不会像阅
读流行小说那样痛快的，必须先要有‘啃
书’的思想准备，克服那种浅尝辄止的毛
病，才能真正进入良好的阅读状态。”我
们要记住这个教诲。

其次，要有一定的阅读策略。略读、
跳读、浏览，特别是先关注前言、目录、后
记等，对于快速感知一本书的整体内容
非常重要，可以让我们获得整体阅读感
受，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确定有无读下去
的必要；精读、深入局部重点阅读、反复

品味斟酌鉴赏，可以带我们进入深度阅
读，阅读带来审美愉悦，提升审美品位；
当然，也还有圈点勾画、做批注、摘抄积
累等，不一而足。此外，还要关注一类作
品的阅读方法，比如小说和诗歌阅读方
法不同，文学类作品和科普类、实用类阅
读方法有异，中国的和外国的、古代的和
现代的也都有一定的区别。像这样的阅
读策略，统编初中和高中语文教材多有
涉及，学生可以根据提示的要点，结合自
己的阅读经验，尝试着去运用。运用多
了，慢慢就会成为一种自觉，从而形成自
己的阅读习惯、阅读风格。

再其次，要寻找自己的阅读兴奋
点。相较于单篇文章的阅读，名著都是
大部头作品，内容多而复杂，置身其中
总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感觉（统编高
中语文教材推荐的《红楼梦》就是典型代
表）。但是，中学生阅读不是为了搞研
究，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因此不可能面面
俱到，把所有内容、所有特点都把握到
位。这就需要有一定的阅读策略，寻找
到与自己心灵相契合的阅读兴奋点。这
个兴奋点可能是某个人物、某一情节、某
种结构、某个观点、某种启迪，等等，总之
是让自己有触动、有启发或感兴趣的内
容。有了自己的兴奋点，再围绕这一点
或几点去找到文本中相关记叙、描写或
阐释的重点，字斟句酌，精读深思，深度
剖析，读出自己的个性化思考。

最后，不妨为自己布置点任务。这
一点与上一点密切相关：有了阅读的兴
奋点，一层层给自己布置一些由小到大
的任务，每完成一个任务就跨过了一道
门槛，就会有小小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就
会有更大的兴趣去阅读更多的内容。布
置任务，完成任务，这是自我激励，也是
自我管理，这样，阅读名著本身也就成了
一种生活的历练，对培养自己的品格也
会有莫大的助益。

学生应该处于“读着”的状态

4月 23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
院在北京发布了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
读调查结果。调查显示，2020年我
国成年国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
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
81.3%，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0
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 3.29 本，
较2019年均有提升。

受数字阅读冲击，近年来，纸质
图书阅读量增长放缓或有所降低，但
2020年我国成年人人均纸质图书的
阅读率、阅读量、人均阅读时长三项
重要指标均有提升。2020年我国成

年国民纸质图书阅读率为59.5％，较
2019年增长了0.2个百分点。人均纸质
图书阅读量为4.70本，高于2019年的
4.65本；人均每天读书时间为20.04分
钟 ， 比 2019 年 增 加 了 0.35 分 钟 。
11.6％的成年国民年均阅读10本及以
上纸质图书，较2019年增长了0.5个百
分点。有43.4％的成年国民倾向于“拿
一本纸质图书阅读”，比2019年上升了
6.7个百分点。深度阅读人群规模持续
扩大。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认
为：“这是多年来罕见的一种趋势，可

能和2020年疫情有很大关系。疫情期
间，居家的时间多了，读书的人也多
了。我个人觉得，图书的阅读是获取系
统知识最主要的方式。”

从不同媒介接触时长看，成年国民
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间最长，达
100.75分钟；人均每天互联网接触时
长为67.82分钟，比2019年增加了1.77
分钟。手机阅读和网络在线阅读成为成
年国民数字化阅读的主要方式，中老年
群体在数字化阅读人群中的占比增高。
成年国民有声阅读规模持续扩大，听书
介质日趋多元化。

从未成年人的图书阅读率看，
2020年我国0—17周岁未成年人图书
阅读率、阅读量均高于上年，其中图书
阅读率为83.4%，较2019年提高了0.5
个百分点；人均图书阅读量为 10.71
本，比2019年增加了0.35本，超七成
未成年人接触过数字化阅读，其中听书
率为32.5%。

据了解，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
查从2020年8月启动，采用网络在线调
查和电话调查方式，在167个城市进行
样本采集，覆盖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有效样本量为46083个。

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

纸质书阅读量有所回升，深度阅读人群规模扩大
赵亮

“名著阅读”，现在时髦的叫法是
“整本书阅读”，虽然很准确，也客观，
包含了所有装订成册的书籍，没有遗
漏，但我还是喜欢“名著阅读”的叫法，
感觉这里边有温度、有质地，能引人联
想，给人启迪。

“名著”，不是一般的图书，不是
随手一本就可以，而是经过时间淘
沥、被世人所公认、蕴含普遍意义和
真理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才值得我们
去阅读。有人可能把“名著”仅仅理
解为文学名著，其实不然，不同学
科、不同领域都会有沉淀下来的、为
人所共知的、值得传承发扬的优秀作
品，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品读、去
玩味、去探索的。

同时，我这里限定的是“中学”名
著阅读。基础教育阶段读名著，不是
自今日始，传统教育是非常重视的（如
古代读“四书五经”，民国时期新学制
以后对此都有要求），也不只是语文学
科所独享，历史、英语，甚至数学、物
理，也都有了“名著阅读”性质的阅读
倡导。所以，今天统编小学、初中语文
教材里都有名著阅读内容的安排。小
学叫“快乐读书吧”，引导孩子们自由

自在快乐阅读，培养兴趣，形成习惯；
初中叫“名著导读”，“导”字就有了十
足的中学特色，不要那么随性了，要让
教师导一导，学点儿方法技能，掌握些
阅读的策略。这是对《义务教育语文
课程标准（2011年版）》相关要求的具
体落实：“九年课外阅读总量应在400
万字以上。”“要重视培养学生广泛的
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
提高阅读品位。提倡少做题，多读书，
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

为了切实推进学生的名著阅读，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还通过课
题的形式，在初中阶段进行了名著阅
读课程化的探索，倡导将名著阅读作
为课程规划的一部分，从而将学生的
阅读落到实处。高中阶段就不是“倡
导”了，因为《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2017年版）》将“整本书阅读与研讨”
放在18个语文学习任务群之首，所以
统编高中语文教材顺理成章地将整本
书阅读设计成特定的单元，要求将这
一内容放入整体教学规划。因此，从
课程内容设计上说，到高中阶段，整本
书阅读即名著阅读，已经取得了“合
法”的教学地位。

语文课程对名著阅读的要求

人间四月芳菲，适合打开一本
书，在书香流转中穿越古今，洞察
中外，回眸间遇上一朵花开、一只
燕来……4月23日，伴随着北京市
大峪中学分校附属小学学生们《少
年行》的歌声，第十六届文津图书
奖发布暨北京公园阅读文化季启动
活动在颐和园霁清轩举行。文津图
书奖今年首次走出国家图书馆，来到
山水相依、清雅幽静的霁清轩，旨在
让阅读走出传统书斋和图书馆，让读
者既感受园林的书香韵味，又体味历
史之美、思辨之美、阅读之美。

现场揭晓了第十六届文津图书
奖获奖图书《史前的现代化：从狩
猎采集到农业起源》《医学的温度》
《汉画故事：刻在石头上的记忆》
《深海浅说》《纽扣士兵》等20种，
推荐图书49种，涉及少儿、科普和
社科三个类别。

科普类评委、中国科技馆原馆
长王渝生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信
息爆炸的时代，互联网的发展让我
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变得前所未有的
便利。我们必须提高自己的科学素
养，拥有独立思考、辩证质疑的科
学精神，才能在浩瀚的信息洪流中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阅读优秀
的科普书就是帮助我们提升科学素
养、培养科学精神的一种必要而有
效的方法。”

“每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一本又
一本书记录着不同的世界。我们在
物质与精神的世界中穿梭而行，书
把我们心中的美好唤醒，又赋予我
们能力去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少儿
类评委、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呼
吁，在阅读之中，要给予儿童更多
的光芒。这种外在的光芒将与儿童
内心的光芒交相辉映，产生一种蓬
勃的希望、一种源源不绝的力量，
这将成为改变世界的火炬，引领我
们不断向前。

活动中，主持人在霁清轩的不同
景点朗诵沈从文《霁清轩杂记》中相
关片段，实景与文字交相呼应，展示
了颐和园阅读文化新空间——“颐和
园书院·霁清轩”的独特魅力；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林晨在清琴峡演绎古琴经典曲目《流
水》，为清幽的自然景色增添了高山
流水的人文之美。现场还展示了代
表性北京市公园阅读空间和全国图
书馆特色主题阅读空间，其中，北海

公园快雪堂展示了王羲之《快雪时晴
帖》在内的四十余方书法石刻，香山
公园双清别墅为游人准备了丰富的
革命历史书籍，紫竹院公园内的友贤
山馆依托国家图书馆丰富的文化资
源，打造出一个阅读文化气息浓郁的
综合性公共文化空间。

据了解，中国图书馆学会联合各
省级图书馆学（协）会在全国范围内
推荐了53个由图书馆在馆区以外探
索建设的特色阅读空间，包括：将
藏书阁和民宿主题结合的浙江省青
田县图书馆“坐而忘忧”民宿书
屋；将灯塔与船舶造型叠加的广东
省深圳市盐田区灯塔图书馆；建于
275米高空，可360度旋转观景的天
津“天塔西岸书斋”；设在世界文化遗
产河南嵩阳书院内，既是考古遗址又
是皇家行宫的郑品书舍。还有其他
数十家风格各异、功能多样、适合不
同阅读需求的特色阅读空间，让阅读
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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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著名作家陈之藩在《在春
风》里这样评价胡适：“并不是我偏
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
春风中不陶醉的。”感受到胡适春风
之魅力的不仅仅是陈之藩，历史学
家何炳棣在他的《读史阅世六十年》
中讲述了一个故事：1958年何炳棣
接受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任务，前
往香港澳门洽购一个5万多册线装
书的私人收藏。返美途中在胡适家
里做客六天，这是胡适担任中央研
究院院长后接待的第二位客人，第
一位客人是数学家陈省身。何炳棣
在港澳时每天海鲜小吃大宴，致使
胃部不适。在胡适寓所的第一天晚
上就频频出入卫生间，习惯于夜间
写作的胡适听见他的夜间动静，第
二早上亲自到厨房吩咐自己的徽州
厨师为他准备些面条等素净软食，
不可多用青菜，因为肠胃不好的人
不易消化植物纤维。这件小事足以
看出胡适对青年后辈的关心。

1957年10月15日胡适在写给
陈之藩的信中说：“我借出的钱从来
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
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
人间的。”胡适对青年人的关心既体
现在生活上，更体现在学问和事业
的提携和鼓励上。耿云志、宋广波
编选的《胡适书信选》让我们如闻謦
欬，感受他的耳提面命。

1944 年 11月 27日胡适在致
王重民的信中说：“近日已读《杨廷
筠》《毕拱辰》《王徵》诸传，与前册
《徐》《李》诸传合看，甚感觉那个时
代一班有心人的严肃诚恳的态度至
可敬爱。”从胡适书信中我们也能够
形象地感知他那“严肃诚恳的态度
至可敬爱”。

1921年 8月胡适应邀到苏州
作讲演，时在中学读书的吴健雄也
聆听了这次讲演。这次讲演使吴健
雄立下宏愿。时隔22年，即1943
年吴健雄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信中
说：“你的讲演最动人，最有力
量。……譬如说，我听到了你那次
在苏州女中的演讲，受到的影响很
深。后来的升学和出洋，都是从那
一点出发的。虽然我是一个毫无成
就的人，至少你给我的鼓励，使我满
足自己的求知欲，得到人生的真正
快乐。”吴健雄后来跻身世界著名物
理学家之列，助力杨振宁、李政道获

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和胡适的鼓励有密
切的关系。

1936年10月30日，胡适在致吴
健雄的信中如此诚恳地说：“凡治学
问，功力之外，还需要天才。龟兔之
喻，是勉励中人以下之语，也是警惕天
才之语，有兔子的天才，加上乌龟的功
力，定可无敌于一世。仅有功力，可无
大过，而未必有大成功。……我要对
你说的是希望你能利用你的海外住留
期间，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读文史的
书，多读其他科学，使胸襟阔大，使见
解高明。我不是要引诱你‘改行’回到
文史路上来；我是要你做一个博学的
人。……凡第一流的科学家，都是极
渊博的人，取精而用弘，由博而返约，
故能有大成功。”如何处理聪明和勤奋
的关系，如何处理文史和数理的关系，
在今天阅读胡适给吴健雄的书信，仍
然有醍醐灌顶之感。

1943年前后寓居美国的胡适倾
尽心力研究《水经注》，为徽州大学者
戴震辩诬，洗去戴震剽窃全祖望、赵一
清《水经注》研究成果的恶名。著名学
者王重民当时任职于美国国会图书
馆，整理馆藏中国善本书籍。胡适在
日记中说：“在纽约做考证文字，无人
可与讨论，故我每写一文，就寄于王重
民兄，请他先看。”1943年5月30日胡
适在复信中提出“勤、谨、和、缓”的治
学方法，这个四字治学法就是现在看
来也堪称治学金针。

胡适对年轻后学既是诚恳的，也
是严肃的。《胡适书信选》中收有1933
年12月14日胡适写给吴奔星的一封
信，吴奔星因为屡次投稿不中而有怨
愤之气。胡适说：“虽然有时是主笔先
生瞎了眼，但我们自己总以自省和自
责为最有益的态度。受一回挫折，应
该加一番功夫，总要使我们自己的文
学和思想都有长进。不可但责人。你
的文字还缺少磨炼，还芜杂不干净，还
有许多浮辞不扼要的话。求人不如求
己。世间无有‘登龙术’；若有，只是这
一句话。”现在的社会不缺聪明人，恰
恰缺少“自省”和“自责”。

《胡适书信选》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出版，选录胡适书信320通，最早的
一封写于1908年，那一年胡适不满17
岁；最晚的一封信是胡适写给他的朋友
程靖宇的，距离胡适病逝只有25天。

（作者系安徽省绩溪中学语文特
级教师）

在 春 风 里
——我读《胡适书信选》

程根祥

名师在读

书海观潮

编者按：
“整本书阅读与研讨”因被列入《普通高

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而成为中小学
语文教学的热点，受到广泛关注。如今，不
仅高中在开展“整本书阅读”，中学、小学也
搞得如火如荼，各种教学研讨会纷至沓来，
网上各种必考书目满天飞……

“整本书阅读”和名著阅读有什么区
别？哪些是统编教材推荐的书？不同年龄
段名著阅读的要求是什么？教师应该怎么
教？学生又该如何学？为了更好地帮助读
者理解这些问题，本版特约义务教育统编初
中语文教材执行主编、普通高中统编语文教
材分册主编王本华进行解读，希望启迪师生
思考，也欢迎来稿，将自己的经验、探索和困
惑与大家分享。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供图供图

3.

对于目前大力推进的名著阅读，
教师们各有不同的态度。那些本身就
喜爱读书、从阅读中获益良多的，可谓
跃跃欲试，他们趁着课程、教材的东风
热切带动孩子们读书，很多孩子也就
由此产生了阅读的兴趣。那些不怎么
喜欢读或自己基本不读的教师，分两
种情况：如果各种考试不考，那就听之
任之，由着学生自己去；如果考试要
考，则会有一定布置和引导，但带动性
不强，有的甚至会采取讨巧的办法，或
做简介，或读简本，或只是布置一些训
练，用来应付考试，如此等等。当然，
也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因为课程有这
样的要求，教材有这样的安排，那就尽
到教师的本分，按部就班地进行安排，
学生阅读进展怎样，阅读效果如何，可
能关注得不多。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教师尽可以
自主安排，并适当融入课程的要求、教
材的设计。初中尤其如此，因为这个
阶段课程对名著阅读没有具体的要
求；高中教师则要在个性化教学设计
和引导的同时，更多关注到课标和教
材对整本书阅读的要求。统编高中语
文教材根据课标要求推荐了《乡土中
国》和《红楼梦》两种，尽可能详细地做
了教学指导和设计，教师需要将这些

基本要求落实到位。
后两种情况的教师应该以更积极

的态度回应课程对名著阅读的期待，
做好相应的教学指导工作。

首先要有高站位，不仅自己要充
分认识名著阅读的重要性，也要引导
学生深刻理解名著阅读对今天的学习
和未来的生活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
有一句话说“阅读可以改变人生的宽
度和厚度”，这是个比喻，相信我们都明
白其中的含义。名著阅读更是站在巨
人的肩膀上学习知识，获得智慧，认识
社会，思考人生，比一般的阅读会给我
们更多的启迪。所以，初中统编语文
教材在第一次推荐名著时，就有一个
思想认识方面的引领，题目是“消除与
经典的隔膜”。解决了认识上的问题，
我们才可能摆脱畏难情绪、摆脱过于
功利化的思考，使名著阅读的开展有
趣、有效。

其次，要制订可行的阅读规划，使
其成为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可行的
阅读规划源于学期（甚至学年）教学计
划开始，要在整体规划时给名著阅读
安排适当的课时，从时间上予以保
证。一般来说，初中一部作品要在课
内安排3—5课时，主要是指导、交流
和分享；高中应该至少有9课时的容

教师应该积极回应课程的期待

1. 量，用以满足落实课标的最基本要求。
应该说，除了课上的指导、交流和分
享，名著阅读最重要的是让学生自己
读，而自己读主要应该是在课下完成
的。所以，教师还要做好每一本书的课
外规划，视名著长短、难易尽可能留足
阅读时间。

最后，要充分利用课堂时间，做好读
前激趣、读中指导和读后成果分享工
作。（1）在推荐阅读之初，可以精心设计
一些可行的环节或有趣的内容，激发学
生的阅读渴望和求知欲望；也可以将自
己的阅读思考、情感体验传达给学生，让
学生受到感染，产生共鸣。两种方式需
要避免：直接提出要求，布置任务；详细
介绍背景、内容、人物、主题等，提出种种
阅读方法。（2）在阅读过程中不能任其

自然，应进行有效的过程跟踪、检查与指
导，推进阅读，深化体验。学生的阅读进
度如何，阅读效果怎样，是否存在疑难，
是否产生了畏难情绪，等等，应当做到心
中有数，也便于根据阅读状况及时调整
阅读方案。（3）阅读完成后，要引导学生
形成有质量的阅读成果并通过不同形式
在不同范围内分享。阅读成果建基于阅
读的整个过程，教材中提供的专题探究
只是一个方面，可以学生自主形成多方
面、多角度、多形式的阅读成果。应该
注意的是，分享主体是学生，但教师要
发挥引导作用：创造条件，让所有学生
都有分享的机会；在分享中发现有价值
话题，使分享渐入佳境；适时分享自己
的阅读体验以带动、激发、提升分享的
质量，等等。

2.

名著阅读：要找到心动的感觉
王本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