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1月16日 星期三 09主编：王珺 编辑：梁杰 王珺 设计：丁京红
电话:010-82296505 邮箱:dushuzhoukan@163.com

读书周刊
“给老师的读书会”系列⑧

“一个适于儿童生活的城市才是有底
蕴、有魅力、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城市，适
合儿童生活居住的儿童友好城市的文化建
设，应以提高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服务水平
为重要抓手，共同努力让图书馆少年儿童服
务成为塑造城市文化、凝聚城市精神的美好
风景。”在11月10日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儿
童阅读发展论坛上，国家图书馆馆长熊远明
如是说。

2021年9月，国家发改委会同22个部
门制定并发布《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通过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100个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试点，
推动“儿童友好”理念深入人心，“儿童友
好”要求在社会政策、公共服务、权利保
障、成长空间、发展环境等方面充分体现。

此次论坛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指
导、国家图书馆主办，主题为“公共图书馆
与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来自图书馆和教育
界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通过
城市公共文化事业的优先规划、文化资源的
优先配置，推动“儿童优先”原则融入儿童
阅读领域。

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一级巡视员陈
彬斌指出，文化和旅游部高度重视未成年人
的文化权益，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
展进程中，充分考虑儿童的利益和诉求，将

“儿童优先”原则纳入相关法律法规和顶层
设计，不断扩大面向少年儿童的文化产品和
服务供给。

熊远明作了题为 《总结经验 开拓创
新——推动我国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服务
高质量发展》的主旨报告，梳理了我国公共
图书馆少年儿童服务发展现状，并从服务规
范建设、服务体系建立、资源共建共享、智
慧化转型、阅读推广拓展等8个方面，展望
我国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服务未来发展愿
景。

在专题报告环节，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
理系教授柯平、武汉大学二级教授黄如花等
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北京、深圳、上海等地
的少年儿童图书馆馆长，围绕未成年人服务
评估、少年儿童信息素养教育、公共图书馆
少儿读者延伸服务、未成年人阅读生态构
建、面向少年儿童的智慧图书馆建设、少儿
图书馆空间设计、未成年人服务体系化建
设、城市特色文化空间建设等话题，分享公
共图书馆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中的新理念、
新思路、新经验。

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馆馆长李晓明以中
美两国公共图书馆少儿读者延伸服务为例，
探讨公共图书馆如何参与儿童友好城市建
设。她认为，公共图书馆要关注特殊群体需
求，守护并传播“儿童优先，普惠共享”理
念；同时应多元参与，凝聚合力，建立公共
文化服务合作体系；因地制宜，探索创新，
开创图书馆儿童服务新模式。

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馆长宋卫说，“未
成年人阅读习惯与学习能力的培养是一个系
统工程，需要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只有
政府、学校、家庭、图书馆、出版界、民间
组织等各种力量以及儿童读物的创作、出
版、评论、使用等各环节协作推动，少儿阅
读推广才能有效地开展。”

宋卫介绍，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联合全
市各中小学图书馆于2014年启动“常青
藤”建设行动计划，致力于构建深圳市少年
儿童文献保障体系，方便中小学生多途径阅
读文献、就近借还图书。截至2022年年
底，共有150余所学校加盟。此外，深圳少
年儿童图书馆还开展了阅读推广人（作家）
进校园、“我最喜爱的童书”进校园等活
动，并为儿童建立阅读档案，进行阅读跟踪
和阅读测评。孩子们可以通过“阅读榜”了
解各校推荐书，了解其他孩子在读什么书，
让每种书都成为一个“社区”，孩子们可以
对自己喜欢的书发表书评和感想，以书会
友。

儿童友好的图书馆应该什么样？中国图
书馆学会未成年人委员会副主任卢秋勤介绍
了今年7月刚开馆的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新
馆的空间设计。该馆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
米，微微起拱的建筑犹如一拱虹桥矗立在湖
边，其设计理念取自莫奈的《桥》，寓意为

“图书馆是联系着人类的童年与成熟未来的
桥梁。”

馆内分布着大小不同、高低起伏的圆形
书架，一棵高大的“智慧树”与中庭、螺旋
楼梯连通，一本本整齐排列的书籍向上延伸
入开放式穹顶，展现枝繁叶茂的阅读生命
力。“以孩子为本”的设计细节随处可见：
根据不同年龄段需求，各层公共空间设置了
各类阶梯式阅读交流空间。不仅有全预约管
理、阅读账单、特色阅读信息引导等读者服
务平台，还提供特藏知识驿站、数字资源检
索等智慧空间。最令小读者喜爱的是被誉为

“图书高铁”的德列孚自助还书分拣系统，
它自地下一层贯穿至顶层，透过玻璃幕墙，
孩子们可清晰观看归还的图书被智能分拣和
自动递送到相应楼层的整个过程。

卢秋勤表示，未来，上海少年儿童图
书馆新馆将开展有针对性的、高质量的阅
读推广活动，让孩子们乐于参与和体验，
营造城市少儿阅读氛围，助力培育城市文
化精神。

以阅读赋能城市
——公共图书馆探寻“儿

童友好”发展新思路

本报记者 却咏梅

2022 年 9 月 28 日，是孔子
2573年诞辰日。作为一名公元21
世纪的新时代教师，在这个特殊的
日子里，恰好读完了成尚荣先生的
《儿童立场》，为这样的巧合欣喜不
已。

“一个匆忙赶往伟大事业的人
没心没肺地撞倒一个孩子是一件罪
行。”读《儿童立场》之前，就被
其中的这一段话吸引，恍惚中觉得
自己就是那个匆匆忙忙赶路的人。

这本书共分四辑：“教育的大
智慧是认识和发现儿童”“派到儿
童世界去的文化使者”“可能性的
召唤”“心灵的谷仓与那口藏着的
水井”。每一辑中又包含若干篇主
题鲜明的论述，文字清新，如春风
拂面。其中也不乏言辞犀利之观
点，让人额头冒汗，心生敬畏。

加入中国教育报读书会，在冷
玉斌老师的导读引领下，经历了
21天打卡阅读，每天都有新的收
获。此刻，当我合起书的时候，脑
海中还翻腾着些许感慨。

《写在前面》中的两件事令人
寻味。成尚荣先生在一节精彩的
音乐课后被邀请上台和孩子们说
几句。成先生征求孩子们的意
见：“我应该和你们一样坐在地板
上呢？还是应该坐在椅子上？”孩
子们说两种都可以，因为都有道
理。年近八旬的成先生选择和孩
子们一起坐在地板上，一场平等
的对话就开始了。“儿童沸腾的情
绪从哪里来？教师的态度，教师的
民主意识，教师的尊重、信任和鼓
励。”第二件事是在一节学生思维
相当活跃的语文课上，成先生被

“卷入”课堂，对一个字的读音产
生异议而提问，最后和师生一起讨
论解决了问题。学生对成先生中途
插入课堂的行为表示理解和赞成，
说课堂是开放的，大家都应该学
习。成先生在最后说，真正的学校
是思维的王国，思维可能是一块擦
火石。

儿童立场，就是儿童视角，就
是站到儿童那边去，其中重要的是

“放下身段”。现实中，我们很多教师
已经习惯于“站”着了，好多在儿童
看来不合理、无法接受的东西，教师
已经习以为常，这样就以教师的合理
代替了儿童认为的不合理，强迫儿童
去接受。

前段时间，我在网上为女儿购买
了一套迷你小厨房，就是儿童版的
锅碗瓢盆，有电磁炉可以蒸煮煎炒
食物。看着她欢欣雀跃的样子，我
知道此举值得。孩子和她的小伙伴
一起，在她们的小天地里忙得不亦
乐乎。煎鸡蛋、煮面条、炸薯条、
拌凉菜……

在一旁观战的我，看到那小小的
电磁炉，十几分钟还烧不开一小杯
水，热不好一锅底油，看到那小小的
平底锅一次只能放五六根小薯条，常
常会忍不住埋怨太慢了。但每当这个
时候，女儿总是很开心地说：“妈
妈，不要着急哟，一会儿就好了！”
仿佛我是个饿着肚子等饭吃的孩子，
而她是耐心制作美味的妈妈——刹那
间，我就会微笑，为这微妙的身份转

换，也为自己这个急吼吼的妈妈，更
为孩子拥有一份难忘的成长体验。

读《儿童立场》的时候，经常会
被成先生诗意的语言和表达所感染。
或许，正是因为成老师有一颗纯真的
童心，眼中有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心里还有一个教育家的梦想：让所有
的教师和成人都能站在儿童的立场上
认识儿童，发现儿童，发展儿童。

读这本书还有一大收获，就是再
次体验到故事的魅力。的确，故事本
应是人类生命的一种形态，创造故事
是在创造生命，讲述故事是在讲述生
命的意义。我们的孩童时期常常是在
故事里长大的，我们也给自己的孩子
和学生讲过许许多多的故事。但有一
种感觉，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突然
感受到的，近几年，我个人讲给孩子
的故事少了。反思一下，是好的故事
资源有限？是孩子的信息渠道丰富
了？是我们大人本身对故事的兴趣降
低了？在读《故事中的儿童立场》这
篇时，脑海中突然会出现之前很多和
故事相关的画面，画面中的每个人都

那么投入，那么着迷，那么安静。
所以，关于故事这一课今后还是

需要好好补上。我们要不断扩大故事
的外延，生活中的、身边的、刚刚发
生过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教育契
机，站在儿童的角度来看，一个故事
就是一次发现，就是一次成长。

最后，还是想静静地跟着成先生
读诗，读《放风筝的孩子，你到哪里
去了？》：“放风筝的孩子就是捉萤火
虫的孩子，放风筝的孩子就是粘知了
的孩子，放风筝的孩子还是堆雪人的
孩子。/天还是那么蓝，蓝得那么旷
远，蓝得那么勾魂，蓝得那么像大
海。/可是放风筝的孩子，你到哪里
去了？”

静静地读，就让这本《儿童立
场》教会我们每个读者回到儿童去，
回到儿童原来的意义上去，回到儿童
最伟大的可能性去，回到儿童完整的
生活中去，回到儿童的生活方式和游
戏方式上去。

（作者系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市
朱阳镇中心学校教师）

在阅读中回到儿童
薛仙芳

时隔四年，再读成尚荣先生
的著作《儿童立场》，此次阅读，
带着近400位中国教育报读书会
的老师一起，别有一番滋味。

从我的理解，成尚荣先生这
本书是不需要什么“领读”的，
正如他自己的讲述，他的作品是

“用感性表达理念和理性”，这样
一种“美”可以直觉把握，所
以，只要敞开心灵，投入到这些
精彩的篇章中，对其理念与理性
必然能够把握与理解。但是，也
正如成先生在书中所引学者赫胥
黎的话，“每一次思维的收获肯定
会像麦穗一样颗粒饱满”，再读一
次必定有更多发现。同时，与许
多人一起共读，又能打破个人视
野的局限，在把握与理解之上，
更有一群人的思维碰撞。9 月
底，怀着这样的期待，又一次打
开了《儿童立场》这本书。

在领读开始之前，我又扎扎
实实将这本书读了一遍，如果掐
着指头算算，这应该是第四乃至
第五遍阅读了。对于一向赞同作
者“儿童立场”阐释与解读的
我，这一遍又能读出什么新的东
西？等到读完，梳理出两个关键
词：“常识”与“行动”，即这本
书以四辑的篇幅，讲述了回到儿
童本身的“常识”与坚持此一立
场的儿童教育“行动”，在这样的
关键词统领下，具体内容又分别
概括为“观察、思考”“方法、理
论”“精神、智慧”“灵韵、见
地”“线索、积累”“问题、写
作”。在我看来，这实际上也是一
个教育者的成长路径，的确应该
是这样，因为一个教育者的全部
成长，必然伴随着他对儿童的认
知和理解的加深而不断提升、趋
向圆满，也就是真正形成个人的

“儿童立场”。我相信，教师之于
儿童的教育，首先是一条走进儿
童世界的了解之路，是一条对儿
童的发现之旅。严格地说，教师
这种身份，不是比喻，也不是隐
喻，而是对教师使命的准确定义
和定位。

此次领读，除了期待，也更
多了几分底气和自信，原因很简
单，那就是个人的阅读，从感
受、心得又有了小小精进。乔
治·斯坦纳在回应《巴黎评论》
的提问时曾说，“教师的意义就
是，我要把自己的感受传递给与
我一起学习阅读的学生。”将要与
我一起读书的同行，自然不是我
的学生，我也并不觉得自己能有
什么可以教大家的，但是，斯坦
纳所讲这一意义是相通的，对于

这本书，对于很多很多本书，所
谓“领读”，就可以转化为“把自
己的感受传递给与我一起阅读的
人”。做到这一点的重要前提就
是，作为领读者要有个人感受，
这种感受只要是贴着书的，即使
很私人化，在共读过程中，也是
极好的激发，推动阅读的火苗。

如何将这样的感受传递出
来？“问题”就是最好的载体，我
开始提问。

根据中国教育报读书会的规
划，从领读者开场分享到读书会
结项交流，与老师们有近四周的
共读过程，我将篇目排在时间表
里，根据日期，设计了21天的问
答，以每天上午投放，共读成员
打卡的形式完成。

所有问题设计围绕着这本
书，可以看作是四个方面的体
现：观察现场、回溯自身、激发
联想、设计行动，从根本上讲，
就是希望借着这些问题打开老师
们的经验世界，调动起他们的感
受与心得，而这些“调动”的源
头，又在于领读者自身理解与感
受。

当老师们完成打卡，充分回
应之后，一下子有了很多彼此感
受碰撞生发的精彩——只用一个
数据就可以表达，共读完成，我
们汇编了所有读书心得与笔记，
字数已近40万。更重要的是，在
当中，我能体会到，对这样一本
教育书的共读，让我们所有人从
自我中解放出来，跨越到他人。
这个他人，既是本书作者成尚荣
先生，也是书中提到有关“儿童
立场”研究或实践的教育家、一
线教师，还有本次读书会所有参
与老师，更有那个走进了儿童研
究的自己，在对“他人”体验的
感悟和沉浸中，收获行动的力
量。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教师阅
读，或者说教师读书会的根本意
义所在，教学经验与书本之间有
了良好互动，从行动的生命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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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沉思的生活，随后，再从沉思
的生活回归至行动的生命，如此
往复，激荡不已。我觉得，这与
所设计的那些问题，还是有一点
联系的，有位名叫“水蓝雨”的
老师在留言中说：若是没有这些
奇妙问题，阅读中有些思考很难
发生。

本次共读结束在 9月 28日，
很是巧合，这一天正是万世师表
孔夫子的诞辰日。或许，天南海
北的一群教书人创造出一本教育
书的共读经历，是对孔夫子最好
的纪念与致敬。回想当初出发
时，对一本书，我们到底会“得
到”什么，“得到”多少，可能并
不知晓。等到读完，一切尽在眼
前，或多或少，都是阅读的乐
趣。可以说，“领读”的另一个名
字，就是激发、调动，借用一位
署名“金蔷薇”的老师所说：
“《儿童立场》这本书在不知不
觉之间就读完了，可能因为写的
大多是儿童的故事，在阅读的时
候觉得十分亲切，丝毫没有深
奥、晦涩的感觉；在一步步走进
这本书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离
儿童那么遥远，根本没有走进儿
童世界，没有儿童立场，故而又
觉得自己十分愚蠢、自以为是。
回想开始阅读的第一天自己分析
了我眼中的‘儿童立场’，我以为
现在教室里儿童的声音经常被掩
盖，对他们的教育目的也被遮
蔽。总之，非常认同成尚荣先生
提出的‘教学即儿童研究’。”

爱默生在《美国的哲人》里
写道，一个人要善于读书，必须
是一个发明家。正像俗语所说：

“要想把西印度群岛的财富带回家
去，必须先把西印度群岛的财富
带出来”。在最后浏览老师们的共
读笔记时，我觉得，他们已经

“把西印度群岛的财富带出来”了。
时隔数月，又想起共读临近尾声

时，我发给所有共读老师的一番话，
引录在这里，作为共读回顾的结束：
我坚信，好的阅读并不因某一本书读
完而就此终止，与一本书的道别，意
味着我们又有了更多的可能，走到更
多的书里。

《儿童立场》一书最初面世，应
中国教育报之约，写过一篇书评，我
在文中写道，成尚荣先生说：儿童研
究是大学问、真学问。《儿童立场》
一书，就是学问之书，其中藏着太多

“可能性”，是学问的可能，实践的可
能，思考的可能，书写的可能……一
边读，一边记，一边想，他那些迷人
的话语，我一见难忘：“教师——悬
在屋顶的金星”“让学生成为种诗的
人”“小学教育好比一个谜语，这是
人生之谜，解开谜就会拥有更美的人
生”……回想2012年10月，成先生
在《教师月刊》刊发《认识和发现儿
童是教师的必修课》一文，不到六年
的光阴，在儿童研究道路上，他就以
《儿童立场》一书给出了饱满而个性
的表达，在教育教学中，像他这样努
力探寻，孜孜以求，不停歇地“认
识”和“发现”，也是同为教育工作
者的我们的必修课吧。

转眼间，这篇书评写下已经四年
多，我惊喜地发现，因为本次中国教
育报读书会的共读，与诸位老师又一
起挖掘了这本书的诸多可能性。当又
一次完成“必修课”，看着这本“厚
厚的”小册子——作为一册电子书，
它实际上没有一个可视的厚度，但你
完全能够感觉到它的厚实、厚重与厚
爱。

一本书是一个可能，一次共读更
是一个可能，让一群素不相识的人结
识，让一群遥不可及的人相聚，让一
种闪亮的思想传播，让更多有价值的
思考发生，让一本书变成了很多很多
本书，这里面最重要的一本，就是诸
位自己读到的“那一本”。读书，就
是敲一扇门，敲来敲去，最后门里走
出来的，就是你自己。

“我们称之为书的对象不是真正
的书，而是一种潜力，就像乐谱或种
子”，每一次共读，都是一次幸福的
相遇，交响乐响起，种子发芽；每一
次共读，又都意犹未尽，长日留痕，
带出了对下一次共读的等待——愿它
早日到来。

（作者单位系深圳市龙华区和平
实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