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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阅读不简单

《水浒传》让初三学生王彩仪叫苦不迭，论
成绩，她的总成绩能稳定在年级前二十，但语文
总是忽上忽下、底气不足。语文教材里的名著
更是一翻就头大，而名著里的古典小说简直就
是死穴——明明是白话，但就是读不懂。

王彩仪的遭遇恐怕是近几年不少中学生学
习语文的缩影，网上时不时也能听到一些人对
语文名著阅读教学和考试的吐槽。如果家长还
只以应考做题的思维来看待名著阅读，靠报补
习班刷题解决，那么无疑为孩子的人文学习与
成长挖了个大坑。名著阅读当然是考试问题，
它是中高考的重要题型，但我们把眼光放长远，
透过名著阅读教学、考试的种种现象，可以看到
的是语文学习目标与方式的重大转型，以及转
型过程中的摩擦。

去年和今年发生了两件影响义务教育方向
的大事，一件是 2021 年提出并影响至今的“双
减”，另一件是 2022 年发布的义务教育阶段“新
课标”。这两件大事背后共同的潮流就是：未来
的学习方式将从重复性、机械性转为创造性、实
践性，从被动记忆理解到主动探究发现，从零敲
碎打缺少学科系统到整合与综合性学习。减少
负担，提升效率，活用知识，提升素养，整本书阅
读在其中所能够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也就
远不止读懂几本书、答出几道题，甚至不是成为
课标中一个独立的学习任务群那么简单，它是实
践以上变革目标的重要途径，说是根本途径也不
夸张。毕竟说到底，从整体来看，语文学习就是
阅读、实践、写作的闭环，而阅读，特别是书册阅
读，是语文学习闭环中最重要的输入环节。

三拳打退拦路虎

王彩仪读不下去《水浒传》，她的自救办法
是找彩绘本来读，有图有文，文字又是经过改写
的，更加晓畅易懂。但对很多语文老师来说，这
可能不是一个好的读书办法，属于没有办法的
办法。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杨早却对此
表示理解，他认为孩子在整本读古典名著之
前，不妨先有名著故事打底，然后更从容地品
读整本书中更精彩与丰富的细节与写法。比较
理想的古典名著整本书进阶之路可以是先读绘
本、小人儿书，然后读配有插图更为充实的缩
写本、青少本，到了中学阶段再正式读整本原
著。在这个过程中，王彩仪看中的图像是很重
要也很符合孩子阅读规律的——直观生动，可
以辅助记忆与理解，也可以与自己的阅读体验
对比思辨。

但王彩仪也表示，中学阶段再以彩绘本替
代原著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彩绘本只能
提供基本的故事梗概，但提供不了人物的深度
分析，以及小说的笔法分析素材。最近一次月

考，她的名著题分数就没能拿满，那道题是让学
生通过教材单篇课文《智取生辰纲》关联整本

《水浒传》，分析杨志的悲剧。这是一道中规中
矩的题目，但如果没有将杨志这个人物读出自
己的见解——既能够把人物放在原著众多人物
与情节中看到矛盾与发展，又能够将人物的命
运变化从错综的梁山人物谱、故事线中剥离出
来进行专题研读——那么想把答案要点答全，
确实不容易。

像这种情况，如果建议她重头梳理一下原
著，那肯定来不及了，直接读市面上汗牛充栋的

《水浒》解读书，又怕良莠不齐，即便是名家解读，
中学生没有对原著的个人理解就生吞活剥现成
的分析，多半无力消化。又要读原著，又要了解
故事前后语境，又要有名家点拨⋯⋯思来想去，
侯会老师以“三重读法”为理念编写的《侯会给孩
子讲古典文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最适合推荐。“三重读法”的第一重是导读，主要
是对整本书书名、成书、结构、重要人物等关键问
题的导引，让小读者对书的艺术特色有总体性的
了解；第二重是速读，顾名思义，作者通过概述故
事情节的方式，引领小读者迅速把握全书的主线
脉络；第三重是精读，也就是选取全书最精华的
片段若干，并在选文前增加作者的阅读提示，点
出阅读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要点，小读者品读原
著的同时阅读的焦点也更明确。

王彩仪读了之后除了对“三重读法”赞赏有
加，还认为书里的插图特别有意思，有意收集不
同时代对原著情节人物的绘画作品。这些插图
不仅让读者眼界打开，而且暗藏着相应名著的
阅读接受史，也就是这部书的沉浮命运。同时，
对原著选文精到的注释，不仅让她读起古典白
话不再那么磕磕绊绊，还意外纠正了不少望文
生义的错误，原本拗口的表达一下豁然开朗。

青少年阅读谁说了算

在明代或者清代，王彩仪的同龄人们可能

很难想象会有人读不下去 《水浒传》。明清图
书市场中，销量最好的除了 《四书章句集注》
这种名家解经之外，就要数 《儒林外史》 中马
二先生 《三科程墨持运》 这类贴近考生应考需
求的教辅书以及说部闲书了。学生的阅读消费
力不容小觑，在今天也相同。童书市场一直是
图书市场的热门，而统编教材对名著的学习要
求，特别是中高考的加持，又催生了一股青少
年阅读浪潮。这股浪潮的早期，以名家解读与
选编为主，比如“给孩子”系列，可以称为青
少年阅读 1.0 时代。

在名著阅读热潮兴起之后，另一路以学校
名著教学为主要依托的图书被陆续编写出来。
这类书的编写成员以一线教师以及各区教研员
为主，在名著应考与名著素养之间找到平衡，
通过对整本书进行课程化的设计，将学生的自
主阅读与课堂老师的阅读教学统一起来，把名
著原著拆解为可供课堂实操的教学序列，可以
称为青少年阅读 2.0 时代。

但对我个人来说，前两类图书都不够令人
满意，“给孩子”系列固然是名家云集，但内
容本身与“孩子”的匹配度并不都很高，不少
书与其说是“给孩子”，不如说是“给青年”，
格调有余但不够接地气。“课程化”丛书很接
一线教学的地气，但总给人一种读书如做练习
册的感觉，名著教辅化，还是少了几分读书该
有的从容与随意。

相比而言，侯会老师给孩子讲的一系列文史
作品，兼具了前两类图书的长处又有新突破：由
学者讲授，确保了这套书拥有着第一流的专业水
准，也切合学生应考的实际需求且超出应考视
野，真正面向人文素养。更可贵的是，写作语言
都是在侯老师的小孙女多次审核下才过关的，
尤其平易近人，真正贴近孩子的阅读口味。在
我看来，青少年阅读的 3.0 时代正应该是回归青
少年口味与需求的时代，侯会老爷爷第一个俯
下身了，更多年轻有为的学者们呢？

（作者系北京景山学校语文教师）

呼唤青少年阅读3.0时代
孟岳

读家报道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昼出耘
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每天早上 8
点，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甘泉街小学的校园里
传来琅琅书声。这是该校的晨诵活动，每个年
级都有语文教师精心挑选编制的古诗词诵读内
容。

“孩子们每年诵读、识记 100 首经典古诗
词，6 年就是 600 首，这将成为他们靓丽的人生
底 色 ，转 化 为 他 们 走 好 人 生 路 的 不 竭 精 神 动
力。”谈及古诗词诵读，学校“书香校园”建设奠
基人、原校长王岩锁言辞间透着自信。

阅读铺路
用书香擦亮梦想的眼睛

“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书籍是全人类
的 营 养 品 。”“ 书 犹 药 也 ， 善 读 之 可 以 医
愚 。” ⋯⋯ 在 甘 泉 街 小 学 校 园 的 楼 道 和 教 室
里，有关读书的名言警句都在醒目处闪烁着智
慧的光芒。

自 2020 年 8 月建校起，学校在运转资金紧
张的情况下，毅然挤出 19.4 万元，建成 113 平方
米的图书室、阅览室各 1 间，并在 32 间教室图书
角配置了组合图书柜。师生们“八仙过海各显
神通”，每个班级的读书角常年都存放 400 本左
右适合年龄段孩子阅读的书籍。

每到课间，教室的课桌、书柜前总有学生捧
本书在津津有味地阅读。课外活动、课后延时
服 务 时 间 ，图 书 室 和 阅 览 室 里 总 是 坐 满 了 学
生。“我喜欢历史书，读史可以使人明智，我想通
过读历史书，了解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了解我
们国家的灿烂文化。”六年级（4）班学生王希哲
指着正在读的一本《中国通史》说。

同时，学校按“两个统一、一个特色”的规划
布置教室，即统一在教室文化墙留有读书成果
展示的专栏，统一在教室内配置符合学生年龄
特点的图书柜，教室的墙面或黑板报须有自己
的班级特色，并在校本课程中设置每周一节阅
读课，通过指导、欣赏、交流等多种形式，教给学
生阅读方法。

为大力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学校通过家

长培训会、致家长的一封信、书香家庭评选等活
动，倡导亲子阅读，唤醒家长的阅读意识。通过
同读一本书、讲故事比赛、书签制作等丰富多彩
的读书活动，激发学生读书兴趣。同时，建立书
香班级、书香家庭、书香学子、书香教师等评价
制度，每学期评选一次“读书之星”，以评价促进
师生、家长读书热情。

诵读滋养
用书香丰盈梦想的羽翼

飞花令诗词大会是学校持续开展的传统项目，
每次学术报告厅内几无虚席。今年重阳节前，学校
五年级 6个班级的代表队员以分队对抗吟诵古诗
词为主要形式展开了激烈角逐。台上学生对答如
流、妙语连珠，比分你追我赶、气氛热烈，台下观看
的师生、家长掌声不断。

“太精彩了！没想到孩子们居然能背诵那
么多的古诗词。把孩子交给这样的学校，我们
家长放心。”五年级（5）班学生徐番的家长现场
观看完活动后激动地说。

实际上，像这样以庆祝传统节日文化为背
景开展的诵读活动该校已连续举办了 6 场。该
校教科室负责人刘霞介绍，如今校园内古诗词
诵读蔚然成风，教师、学生、家长每天抢着做校
园课间广播的“主播”。此外，语文教师每学期
要进行“古诗词”模块课堂教学展示活动，以此
不断提升全校古诗词课堂教学水准。

不仅读古诗词，学校还将着力点放在“写”
上。“如果我们的学生读了很多书，而没有内化
为表达自己思想、情绪、经历的能力，这是书香
校园建设的遗憾。”在习作育人模块课堂教学研
讨时，副校长刘爱兰一语中的。

针对习作模块，学校每学期组织分学段、题
材、类型展示的研讨活动，不断找寻更适合各学
段、题材、类型的个性化、系统性的习作教学案
例。同时，设置习作社团、筹办文学刊物，每学
期都分年级举办作文竞赛，并把优秀作品推荐
到省市级报刊杂志刊发，积极动员、组织学生参
与教育部门开展的各类征文活动，越来越多孩
子爱上了写作。

写字助推
用书香增添梦想的色彩

每天下午 2 点 20 开始，有 20 分钟的时间是
该校学生固定的集中练字时间，各班语文教师
都会准时到班级指导孩子们书写。利用学生配
套的写字书，教师一边讲解汉字的结构布局、
笔画走势，一边示范书写，再让学生练习体
会，一遍遍、一步步指导学生写正确、工整、
美观的汉字。

张兴东是六年级（4）班的学生，对于写字带
来的改变，他深有体会，“上四年级时，我不爱学
习，写字歪歪扭扭、似是而非，学习成绩也不理
想。后来，在老师反复引导鼓励下，我静下心来
练字。现在，我每天最先完成的作业就是练字，
也爱上了学习语文，爸爸妈妈看到我的变化都
很惊喜。”

为提升学生书写能力，学校专门安排有书
法功底的老师担任书法教师，上好各班每周一
次的书法课，并设置了硬笔、软笔各两个书法社
团。如今，书法课成了学生们最爱上的课程之
一，书法社团也是学生们喜欢参加的社团之一。

“撇捺写人生，点提天地间。汉字书法作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内在的育人功能不
言而喻。我国历史上的无数文人雅士善书，他
们一身墨香、书香万古流芳，用书法给甘泉街的
学 子 们 人 生 梦 想 添 彩 ，我 们 必 须 一 定 要 做 下
去。”该校五年级（3）班语文教师、书法爱好者管
鹏说。

此外，学校还一直将教师三笔字书写作为
教师能力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每学期安排专
门的书法指导培训，学期末，组织全体教师进行
三笔字基本功考核和展示。在校园文化布置
中，师生的优秀作品都会被装裱制作后挂在楼
宇楼道和功能教室墙壁上展示，激发了师生写
作的积极性。

“愿每一位甘泉学子坚持学习传统文化，吟
诵古典诗词，打好精神底色。期许穿枝拂叶而
来的书香盈袖，让孩子们眼中更美好，心中更诗
意，人生更光芒。”该校校长张发明说。

6年600首古诗词，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本报记者 尹晓军 通讯员 蒋振峰

童年需要童话，苏霍姆林斯
基 说 ，童 话 与 童 年 有 着 不 解 之
缘。每一个孩子都生活在童话的
世界里，那是个万物有灵的世界，
他们听得懂鸟语虫吟，看得见风
舞花笑。

没有一个孩子不爱听童话。
但是，仅仅爱听是不够的，只有把
孩子带到创作童话、编写童话故
事的境界，孩子们的创造性、思维
能力和语言能力，才能得到真正
的提升，尤其是语言表达的逻辑
性、条理性会进一步加强。苏霍
姆林斯基说：“童话是积极的美的
创作，包括了孩子精神生活的各
个领域：智力、感情、想象和意志。
创作始于讲述，其最高阶段是表
演。”这些年，新教育实验幼儿阶段
开展的听读绘说（儿童读写绘）课
程，就是把儿童的复述与创作童话
故事以及绘画等有机结合起来，取
得了积极成果。由此可见，童话在
教育上大有可为，它已经远远超出
了文学的范畴！

令我欣慰的是，近年来，江
苏已经在“童话”这片土地上默
默深耕，探索实践，将童话作为
对青少年进行艺术熏陶、美德教
育、情感培养、启迪智慧、发展
想象的重要载体，在校园和社会
大力推广。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
部、江苏省文明办、江苏省教育
厅等多家单位主办的“童话里的
世界”童话故事创作大赛已成功
举办了三届，今年的主题是“童
话中国 童梦未来”。尽管疫情
严峻，依然有来自 31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及海外投稿作品
10 万余篇参赛，作品数量再创
新高。

孩 子 们 用 童 话 歌 颂 美 好 生
活、抒发真情实感、表达纯真梦
想，展示了新时代青少年蓬勃的
精神风貌和向上的熠熠风采。如
江苏省沛县中学李鑫然同学的

《沁沁的精灵朋友》，讲述了一群
可爱的钢琴小精灵为帮助生病的
沁沁振作精神、战胜病魔，不惜将
自己变成雏菊的感人经历。这篇童话颇有安
徒生的《海的女儿》的神韵，清新唯美、令人动
容。再如江苏省无锡市和畅实验小学孙辰锡
同学的《池塘里的大眼》，讲述了一只叫大眼的
青蛙和一只叫大钳的螃蟹，在面对池塘被洪水
冲毁时作出的两种不同的选择——一个去看
世界，一个建设家园。小作者用辩证的思维告
诉我们：远行不是逃离，同样需要勇气；留守不

是懦弱，而是无私奉献。无论哪
一种选择都如作者所言：“这个世
界需要有人远行，但也需要有人
建设家园！”

传统文化也成为本次大赛的
热点。如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经
济 开 发 区 学 校 姚 博 伟 同 学 的

《“ 粮 ”字 遇 险 记》，通 过“ 粮 ”和
“狼”换了偏旁后一连串离奇的遭
遇，让我们感受到中国汉字的博
大精深。同样是写汉字，江苏省
常州市新北区奔牛实验小学徐锦
烨同学的《仓颉之国》，通过仓颉
王国里的一场病毒大战，告诉我
们汉字构造的严谨和丰富的内
涵，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本次大赛同样吸引了很多成
人作家，作家周彩虹的《太阳下山
33 次》，讲述了小野兔西西和妈
妈为了安慰失去妈妈的小兔子可
可，编了一个“太阳下山 33 次，妈
妈就回来”的善意谎言，帮助小兔
子可可自立自强的故事，情节动
人、语言细腻、感人至深。胡运玲
的《种面包》同样充满了教育意
义，通过小老鼠的妈妈为了满足
小老鼠种一棵“面包树”的梦想，
每天清早悄悄将烤好的面包挂在

“面包树”上，提醒我们成人应努
力呵护孩子的想象力，从小让孩
子有梦，长大他们才会追梦。篇
幅所限，太多优秀的作品在这里
无法一一表述，这些作品仿佛是
田野上金色的谷粒，颗颗闪烁着
丰收的光芒。

作为世界经典童话，《安徒生
童话》陪伴了无数孩子的童年。
中国的童话发展虽然不到一百
年，前景却不可估量。以曹文轩
为代表的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
他们的作品逐渐在国际上崭露头
角，“让世界读中国童话”已成为
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光荣使命。
从这一点看，“童话里的世界”童
话故事创作大赛立意深远，体现
了江苏的远大胸怀和文化担当，
作为江苏人，我感到无比自豪和
骄傲。

童话润泽童年。好童话培养好孩子。希
望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除了书写当代童话之
外，更加自觉地挖掘中国优秀的民间文化遗
产，让中国的孩子从小读“中国童话”，让“中国
童话”更好地滋养中国儿童。

（作 者 系 苏 州 大 学 教 授 、新 教 育 实 验 发
起人。本文为《第三届“童话里的世界”童话作
品集》序言，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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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新

10 多年前，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儿子就对
“大中华寻宝系列”非常着迷，连上厕所都带着
一本。而我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去全国各地采
访，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图书馆、书店，只要
有“寻宝记”出现的地方，总能见到一个或几个
孩子津津有味阅读的身影。每次聊起这套书，
孩子们都超级兴奋，对各地的历史、地理、人文
如数家珍。不少家长还带着孩子去书中所讲
的地方旅行打卡，特别开心⋯⋯可以说，我见
证了“寻宝记”的发展壮大：2012 年以来，二十
一世纪出版社集团陆续推出了“大中华寻宝系
列”九大产品线，包括地理漫画、知识小说、恐
龙科普、神兽在哪里、立体拼插等板块、共 60
余个图书品种，累计发行 5000 万册，受到家长
与孩子们的青睐。

如今，摆在我眼前的是最新推出的《大中
华寻宝记 知识小说》（8 册），这是一套原创知
识类儿童小说。全书以“冒险文学+漫画彩
图+寻宝知识”的形态呈现，通过幽默风趣的
文字、惊险刺激的情节，讲述了少年寻宝队探
寻全国各地宝物的冒险故事，别开生面地展现
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地理知识。

作为地理漫画版的延伸，《大中华寻宝
记 知识小说》 既保留了原有书系的共性，也
具有其独特性：

一、培育儿童的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青少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生力军，要做到文化自信，首先应培养他们
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落实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这套书正是以传播中华文化为己
任，巧妙地将读书和旅行相结合，让小读者们
跟随寻宝队的四名队员米克、月半、果果和卡
卡，还有学识渊博的秦博士以及千年神兽火麒
麟顶呱呱的足迹，认识祖国的大好山河，感受
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二、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和信心，建构自
己的知识版图。爱玩、爱听故事是儿童的天
性，好奇是儿童的本能，这套书深谙儿童的
心理特点，将祖国的地理风貌、历史遗迹、
文化艺术、物产资源等知识内容，巧妙地融
进紧张激烈、妙趣横生的故事情节中，让孩
子们在润物细无声中汲取知识，还能激发更
多的兴趣和求知欲。比如 《哪吒城探秘》 里
讲到北京有一个胡同叫“铜壶胡同”，从左向
右念，和从右往左念都是一样的；最有意思的
是《四合院奇遇》中的一段历险是源于一首童
谣：“望京楼，石塘造，包公长城砖缝找；中和
殿，跳三跳，鱼肠剑客殿中笑；石狮子，数不清，
大象顶着程咬金；龙脉北，敲大钟，夏侯将
军战双龙；银杏树，哥俩好，关公树洞睡大

觉；凤凰墩，莲花台，金镫银鞍配秦琼；七侠聚，
铜门开，富贵荣华滚滚来。”根据这首童谣，少
年们寻找到打开宝藏密室的七副面具，而面具
正好对应着中国京剧脸谱⋯⋯巧妙的设计令
人拍手叫绝。

另外，每册书的最后还附有一个藏宝箱，
里面是对小说中的重点名词进行讲解，内容涉
及各省的文明遗迹、历史沿革、著名建筑、地理
知识、社会习俗等，就好像一颗颗“珍珠”，以一
根丝线将零散的知识连缀起来，形成一个地区
的简明知识库。如果小读者对某一方面感兴
趣，还可以找其他相关图书进行主题阅读。就
这样一册一册看下来，积累多了，慢慢就会建
构出自己的知识版图。

三、遵循儿童的认知发展规律，从爱上阅
读到自主阅读。“大中华寻宝系列”共有九大产
品板块、60 余个图书品种，这种分级阅读式的
精细划分，充分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发展
需求。如果说漫画能让小读者更容易爱上阅
读，那么文字书则让他们更酣畅淋漓地体验阅
读的快乐。最新出版的知识小说更适合小学
高年段学生阅读，它延续了漫画版的主要人物
和经典神兽以及寻宝、夺宝、护宝主题，并将历
史文化知识普及与精彩故事结合起来，可以提
升学生的想象力、阅读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更好地理解世界。

童年阅读就像一粒种子播撒在孩子心中，
总有一天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今，读着

“寻宝记”长大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到过 20
多个国家，他的梦想是走遍 100 个国家。我相
信，读过 《大中华寻宝记 知识小说》 的小读
者们一定会爱上阅读，进而从“读一卷书，行万
里路”，真正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给童年一双寻梦的翅膀
——从儿童教育视角看《大中华寻宝记 知识小说》

本报记者 却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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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寻宝记 知识小说》（8 册）
家裕户晓 作品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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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老师就像好导游，引
导小读者更好地欣赏文字之
美，更深刻地理解作者的文
心，提升自身的美学修养及
写作能力。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 侯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