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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阅读作为教育的母题之一，以项目推动的方式展
开，形成矩阵式、输出型、多元化的实践转型，无疑
是一种可贵的创举。2023年，中国教育报“阅·青
春”读书会将这一创举的现实观照，投射于青少年群
体，通过优质的领读师资，创新对阅读教学的靠前管
理。这无疑再塑阅读的儿童立场，让童年更富有生命
与文化的质感与温度。

现实观现实观照下的青少年阅读管理照下的青少年阅读管理
——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报““阅阅··青春青春””读书会读书会回望与思考回望与思考

邱磊

《昆虫记》

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散文笔调，深入浅
出地介绍作者对昆虫的观察和研究，记录常见昆
虫的本能、习性、劳动、死亡等，描述昆虫为生
存而斗争时表现出的灵性，记载作者痴迷昆虫研
究的背景、动因和抱负，把昆虫生活与自己的人
生感悟融为一体，用人性看待昆虫，既表达了对
生命和自然的热爱和尊重，又传播了科学知识，
体现了作者观察细致入微、孜孜不倦的科学探索
精神。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
员 赵茂林）

《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创作于1926年，是鲁迅唯一一
部回忆性的散文集。书中的文章有的侧重记人，
有的侧重叙事，有的侧重议论而兼有叙事，比较
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少年到青年时期的许
多重要生活经历，生动地描绘了从清末到民国初
期的社会变迁。通过对青少年时期生活片段的回
忆，作者记叙了自己亲历的人和事，表达了对亲
友、师长的崇敬和深切怀念之情，也包含着对旧
中国灰暗现实的有力抨击，蕴含着鲁迅对历史的
深刻反思和对现实的沉重思考。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特级教师 王岱）

《夏洛的网》

《夏洛的网》是美国作家E.B.怀特创作的当
代童话小说名作，讲述蜘蛛夏洛与小猪威尔伯的
相知相助，乃至以命相救的故事，具有深深触动
少年儿童内心世界的情感力量。作者化平凡为神
奇，将小猪、蜘蛛等非常普通甚至形象不甚美好
的动物，转化为独特的拟人动物形象，将人类的
重要情感和生命体验投射在它们身上；同时使动
物的自然属性与人类的人性、情感、智力等特质
汇聚起来，形成互动，演绎出起伏跌宕的当代童
话故事。更重要的是，作品通过童趣化的故事演
绎了人生的悲欢离合，完成了体悟孤独与友情、
虚伪与真实、牺牲与崇高、爱与被爱等人生命
题，以及生命教育的当代儿童文学表达，有着别
具一格的艺术魅力。

（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外国儿童
与青少年文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 舒伟）

《诗经选》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上起西
周初年，下迄春秋中期，收诗三百零五篇，分为
风、雅、颂三类。其中很多是各地的民歌，活泼
真挚，也有些贵族的创作，雍容典雅，且都经过
周代乐官的加工，韵律和谐，具有很高的艺术成
就。历代关于《诗经》的注本、选本汗牛充栋；
上世纪以来，出现了多部现代汉语的《诗经》注
本、译本和选注译本。余冠英《诗经选》的特点
是：体例详明，《前言》翔实，正文依次为诗、解
题、注释、译文；选诗精当，涵盖风、雅、颂，
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语言优美，解题简洁，注
释明白，采用当代民歌的形式翻译《诗经》作
品，浅显易懂，诗意盎然。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新勋）

《西游记》

吴承恩的《西游记》讲述了孙悟空、猪八
戒、沙僧三人，保护师父唐三藏西天取经、成就
正果的故事。取经路上，他们遇到的每个妖魔鬼
怪，都是人生路上的艰难险阻；他们赢得的每一
次降魔战斗，都是在战胜自己内心的动摇与恐
惧。孙悟空勇敢善战而心浮气躁，猪八戒贪吃贪
睡而勇于吃苦，沙僧任劳任怨而本领一般，唐三
藏信仰坚定而不分善恶⋯⋯书中人物性格复杂，
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在一个奇幻的世界里，我
们看到的是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师徒
四人的取经之路，也就是世人的成人之路。读
《西游记》，走成人路。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康震）

《安徒生童话》

《安徒生童话》是丹麦童话艺术大师安徒生
脍炙人口的童话作品选集，包含《丑小鸭》《拇
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等传世名作。《卖火
柴的小女孩》以阴冷的大年夜为背景，描写了卖
火柴的小女孩蜷缩在街角以火柴微弱的光焰取
暖，在新年的太阳升起来之前被冻死的凄凉情
景。温暖的火光给小女孩带来暖和的火炉、喷香
的烤鹅、美丽的圣诞树和慈爱的奶奶的幻觉，与
现实的苦难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安徒生童话以灵
动轻巧的浪漫笔法，追求人性的真善美，充满着
对弱小者的同情，在美妙的故事中蕴含着醇厚的
诗意。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莉馨）

《世说新语选译》

《世说新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言志人小
说集，一般认为是南朝刘宋时期的刘义庆编著。
全书收录了东汉后期到魏晋两百年间一些名士的
言行与轶事，共36门，1130余条。魏晋是我国
历史上政治黑暗、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的时
代，此时的文人多沉溺于哲理探讨和文艺创作，
崇尚清谈，由此形成了魏晋风度。《世说新语》
正是这种社会现实和文人生活的真实写照。此书
笔法简约，彰显出含蓄蕴藉、气韵生动的风格；
语言精练隽永，往往三言两语即令人物的鲜明个
性跃然纸上。柳士镇、钱南秀译注的《世说新语
选译》选取书中230余条，精心校勘，汇编成
书，注释具体准确，翻译熟练达意，具有通俗、
实用的特点，便于读者了解魏晋时期的社会风尚
以及中国早期小说的创作风貌。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新勋）

语文特级教师李怀源：
整本书教学不同于日常一本书的阅读，

是融合阅读理论、课程理念和教学实践的系
统工程。整本书教学，需要教师进行选择判
断和设计实施，也需要不断探索，积累经
验，才有可能形成适合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
教学设计和实施策略。

江苏省特级教师徐飞：
英国诗人约翰·多恩曾写道：“没有人是

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
片，整体的一部分。”阅读也是如此，孤立的
单科阅读应走向整体融通的全科阅读。

所谓全科阅读，就是遵循人全面发展的
特点和学习规律，深层次激发大脑“融会贯
通”的潜能，让学生在各学科阅读中进行融通
学习、自主学习，进而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科
阅读能力，使核心素养的培育真正落地。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银河实验小学教师朱雪晴：
亲爱的老师，其实，你，就是夏洛！
有太多的家长、孩子，不懂得阅读的重

要性。如果你能重视儿童阅读，致力于学生
自动化阅读能力的培养，就是赐予了孩子一
生有用的东西。

终有一天，一个又一个的孩子，会像威
尔伯忘不了夏洛那样，忘不了无可替代的你。

北京景山学校教师王海兴：
有人曾问叶嘉莹先生，当今这个时代，

阅读诗词究竟有什么用呢？类似的问题，北
京大学教授葛晓音也遇到过，她说自己因学
生的功利化疑问而感到沮丧，而叶先生的回
答是：“读诗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培养我们有
一颗美好的活泼不死的心灵。”“我希望在幼
小的生命成长的时候，就能够对于我们中国
美好的文化传统，有一点点的感受，将来不
管他是念经济、念商贸、念理工都可以，但

是必须要有一个文化的根源，这对于他做人
处世都会有相当的好处。”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教师邱磊：
若能带领孩子，领悟“西游”之真善

美，便胜却人间无数。所谓“胜”者，绝非在教
学之“术”“器”上，较一时之短长，争一隅
之得失，而是面对一部终身伴读的经典，能阅
人阅己，见心见性。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高策
略，在于秉持“文化的正念”：“西游”阅读之准
备、实践和表达，必一以贯之地坚持文以载
学、载术、载大道。

江苏省昆山市玉峰实验学校教师高子阳：
在中国教育报“阅·青春”读书会领

读活动中，我用 21 天与大家共读安徒生的
21 个童话故事。21 天的阅读不是终结，而
是 美 妙 的 开 始 。 怎 么 才 能 激 发 学 生 读 下
去？在读的过程中让“表达与交流”走进

来，是好办法。
有不少教师和家长常说，孩子读书不少

了，为何还是写不好？答案一是读得还不够
多，二是没有从表达与交流上教这些书。“读
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中“破”很重要，
这个“破”就是拆解，就是把文章、书中的
创作智慧拆解出来给学生。

上海杨浦双语学校教师樊阳：
怎样更好地让整本书阅读走进学生生

活，使之成为终身的习惯？我认为，关键
是让书籍阅读成为学校教学中的有机组成
部 分 ， 并 以 真 实 情 境 激 发 学 生 阅 读 的 热
情。

经典的阅读并非遥不可及，只要我们善
于设置贴近学生实际、贴近生活的多重情
境，就能大大激发孩子们阅读经典的热情，
从而让更多人发现阅读经典的价值。

（董嘉程 整理）

年度盘点·2023读书报告

为进一步推动青少年学生阅读的深入开
展，3 月，教育部、中央宣传部等八个部门印
发了 《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

“阅·青春”读书会以项目推动阅读的方式，
与此形成呼应。相比常见的阅读形态，其具刺
激性和压迫感，倒逼每一个身处其境者，不仅
要考虑“输入”的问题，还需不断地“输
出”。按照布鲁姆的教学目标分类来说，在

“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的
六个层级中，输出式阅读至少属于后三个层
次。如果再从学习理论上讲，就接近于费曼学
习法：迫使读者吃透内容，再以清晰、准确的
方式表达。

不同的青少年，他们的阅读天赋在知、
行、意上不尽相同，但从心理需求、文化共生
方面看，又具有内在相似性。有效找到舒适而
轻便的梯子，就成了阅读教学的重要技巧。朱
雪晴老师在领读 《夏洛的网》 时，提出了阅读
的“两栖法”，即在文字阅读的同时，不忘运
用影视资源。事实上，就大多数名著而言，影
视版本是“标配”，有些还有多地区、多年代
版本。可视化的阅读辅助，令小学生与初中生
更容易迈过较高的阅读门槛，促进兴趣形成；
而对高中生来说，镜头语言对细节的放大特
写、对情感的色调烘托、对节奏的浑然变化
等，都是文本细读的高超示范。显然，合理运
用声、光、电技术，配合改编自原著的剧本，

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以此为基，朱老师进一
步提出阅读的四大定律——“让它显而易见、
让它有吸引力、让它简单易行、让它令人愉
悦”，颇有见地。

顾文艳老师领读的 《宝葫芦的秘密》，又
是另一种技术路线。她选择多元化的互动阅
读，在情节上，先由学生自主梳理，再对特定
章节或是场景“提炼标题”。常写文章的人都
有感受，文章千万字，点睛在标题。归纳有主
见、有个性、有水平的标题，是锻炼输出型阅
读的“妙门”之一。在细节中，通过分析插
图，研判情节走向；通过品味用字用词的微妙
差异，臧否人物；通过“我说你猜”，推测人
物身份。在呈现中，绘制结构完整的“人物关
系图谱”，创作“小剧本”，设计思维导图等。

《宝葫芦的秘密》 在顾老师的多种互动下，各
种禀赋的孩子自展所长，寻到用武之地，最终
扩大了阅读收益。

填充“故事记录卡”，是胡书兵老师领读
《海底两万里》 的独有手段。根据情节推进，
胡老师设立“航海日期”“途经海域”“主要事
件”“我的感想”四大主题，学生如同身临其
境的“海员”，须定时填写“航海日志”。他们
分门别类地描绘、归纳、评价，将整本书层层
降维，最终解构成一张矩阵网络。如此技巧，
人人会学会用，不失为一种稳扎稳打的方便法
门。

技巧纲：寻找适合的梯子

领读者说

领读书目简介

如果说显性、专设、务实的阅读技巧，属
于“明修栈道”的话，那么阅读项目中隐性、
务虚的潜沉之策，就是“暗度陈仓”了。文艺
创作中，涉及表达主旨、人物精神等内容，常
属于“暗线”，并不浮于作品的文字表面。学
生在教师的带领下，要综合运用自己的分析
力、感受力、审美力，透过现象看本质，自然
是有挑战的。但这也是阅读课的魅力，作者的
妙心，师者的匠心，习者的用心，心心相印，
共同凝聚成生命向上的进阶之道。

这一过程中，主要的策略分为三种。第一
种策略是情境。30 余年致力于推动整本书阅
读的樊阳老师，根据阅读教学在不同学情、学
段下的差异，设置了三重情境：根据教材系统
重建的微观情境、根据情智水平设计的“文明
史阅读”中观情境、根据文化发展规律梳理的
历史宏观情境。这三套情境自洽构成了一套阅
读坐标，古今中外的任一作品，均可在其中寻
到自己的位置。同样，一旦坐标被锁定，其向
古向今、朝东朝西的恣意勾连，又打开了作品
的内涵与外延，策略不可谓不高明。

具体到 《世说新语》 这本情境面貌尚不清
晰的书，樊老师以其语言风貌，及“魏晋风
度”的文化意象为依据，从文明史、文化史与
教材结构的三重角度，设置立体情境、贯穿多
个单元，寻求课文学习与书籍阅读的“互文效

应”。尤值一提的是，所谓“设置情境”，并非
囿于文本解读的背景，或活动实施的条件，而
是以户外 （游学） 行读、共同体营建、阅读档
案记录为一体的“活情境”“真情境”“用情
境”。这一策略，意图将纸质阅读与社会阅
读、人生阅读化而为一，实现“意在言内，境
在书外”的格局。

第二种策略是情感。任何文化作品的生命
力，固然包含其深刻、独到的思考、思想，但
作为联结、影响、映射“人”的最有效手段，
情感才更具有竞争力。人之为人的底层结构，
在于直观感性，就连思想性的建立，也离不开
感性的原始发轫。徐飞老师在领读鲁迅先生的

《朝花夕拾》 时，采用的就是这一策略。
在一般意义上，我们读鲁迅时，会以为他

的“横眉冷对”，他打落“乏走狗”的“笔
刀”，是其人格与精神所在。但务虚的徐老师
以“文字皆有情感”为价值核心，通过鲁迅的

“爱与恨”，囊括了整本书的每一个字眼。其实
不仅“爱与恨”，鲁迅的喜怒哀思悲恐惊，都与时
代风云、家国命运紧密联系。他个人的作品集，
反映着的正是一个时代的集体精神面相。

作为教师，我们不太可能直接把他尖锐、
冷峻、深沉的思考“照搬”给学生。这不仅是
对学情的错误估计，对教师本身也是难以完成
的苛求。化解之道就是选择共通的人性：情

策略纲：用“化劲”取胜

感。以不同的情绪色彩和状态，让 《朝花
夕拾》 变成一本“以温暖反抗绝望”的情
感宣言。这样的策略，让师生有了很多共
通的话语。比如，对“爱恨”的同理心、对“喜
怒”的共情意，会延展出许多故事甚或“八
卦”，鲁迅借之就“活”了过来。在此基础上，
引导学生分析其思辨、思想，才水到渠成。

换言之，一旦课堂的张力有了，那么实
施课本剧、情境对话等多种活动，建立“由感
而想”的思维升级，才算贴近学生实际、符合
学习心理学的主张。可以说，将“鲁迅”还原
成一个有血有肉、有苦有乐、有喜有悲的

“人”，远远高过那个背诵“主旨”“名篇”的
“文化符号”。打“情感”牌，恰是面对有较高
阅读难度的“曲线救国”之路。

以情感为策略的另一种表现，是回到
读者本身，“以手写我心”。李怀源老师教
孩子 《昆虫记》 的主张，为“边读边构思
自己的书”，即谙此道。由于 《昆虫记》 是
一本记录作者发现、探索、求证的科普性
读本，李老师就以读者身份的“我”为代
入，从“我”的心理、情感、文化出发，
二次建构了 《昆虫记》。可以说，读完此
书，学生如同亲历了一场世界环游，不但
兴趣上来了，研究科学的基本方法也“门
儿清”，实乃一举多得。

第三种策略是文化。以我自己领读的
《西游记》 为例。因文本厚重、繁复，学生

不容易窥其全貌，这时候邀请“文化”出
场，往往是最为有效的。从这个视角出
发，人物、事件、环境可内聚在同一文化
场域下。以 《西游记》 来说，“心”的自
醒、放荡、迷失、沉寂、觉悟、历练、归
真，就是一个人的成长历程。这些历程，
外化到万千世界之中，就是唐僧师徒的九
九八十一难。

我把“文化准备”“文化实践”和“文
化表达”作为策略的具体分解，在人物、
景物、事物的多种解读中，用案例枚举的
方式，帮助孩子层层厘清其中的联系。比
如，在沙僧这个人物上，我建议教师领读
时，要“建立清晰且理性的人物形象，如
拍摄 X 光片，得有点儿‘透视’的能力。阅
读教学从锣鼓喧天走向静水流深，并不容
易，其建立于深度阅读的基础上。人物剖析
不能脸谱化、模式化，而须建立多维、多核甚
至冲突的观察视角。这样的‘人’才写得活、
立得住、挖得深”。

当然，实施以上三种策略，使用的都是
一种“化劲”。换言之，这需要教师对文本形
成一定深度的“还原”，他们要有“定向修炼”
的功夫：使看似散乱、驳杂、纷繁的阅读，聚
成一个有机体，凝聚阅读者的精气神，慢慢
形成习惯，继而在分析、评价、创造等高度的
成长目标上，取得新突破、新进展。这正是

“化劲”所“化”的初衷和旨归。

在领读中，还有一类是技巧、策略兼
具的，王海兴老师的领读可算是一例。《诗
经》本是数百年间的诗歌总集，虽以“诗”为
载体，但其中包含着民俗学、人类学、神话
学、文化学的种种知识，我们很难仅仅从文
学的角度，全面看待它。

如 何 破 解 ？ 王 老 师 以 《诗 经》 中
“君”字的演化为例，谈到其从统治阶级慢
慢走下神坛，渐渐成为有修养、有德行之
人的意义变迁。于是，他将 《诗经》 的整
本书阅读与“德行”相关系，形成了“以
文彰德”的阅读结构。如此一来，书中所
包含的民俗学、人类学等一切知识，均统
一在此体系之下。领读过程中，结合学校
管理、班级管理、学科德育、家庭教育等
师生有感有识的方方面面，或诠释，或解
构，或演绎，《诗经》 更有一番情趣。

与王老师不同的是，周益民老师领读
的 《中国神话故事集》 属于“以一为多”
的案例。他潜心梳理了中国神话的发源、
分流、影响和创造，“一网打尽”了学生或
熟知或陌生的主要神话故事，并以时间为
轴，建立谱系，构成网络。与此同时，他
将神话的追溯与中华民族的祖先联通，“我
们在阅读中排除了时间的不可逆转，在心
灵深处得以与自己的祖先获得交流，受到
激励鼓舞”，成功实现了“神话也是一种人
化”的价值传递，帮助学生在情感深处和
意识底层，昭示民族自信与文化尊严。如

此安排，升华了阅读主题，使“情—智—
意—能”相融合。

从王海兴与周益民老师的领读实践中，
我们看到了阅读教学的化合属性，策略、方
法、路径，并不一定界限分明，交互融通也能
曲径通幽。对于不同背景的领读者（教师）
来说，不必拘泥于具体的阅读形态，只要能
激发学生的阅读欲，助益阅读习惯的养成，
促成阅读意识的内化，即算成功了。

即将挥手告别的2023年，中国教育报
“阅·青春”读书会的线上视频点击量超过
120 万次，带动了近 5000 名教师持续关
注、投入、研究阅读教学。如果用一个词
来形容这可喜的成果，不妨称作“分形阅
读”吧！“分形”就是将事物细分之后的局
部，乃至局部的局部，都保持与整体的相
似性，人称“自相似性”。全盘而论，十位
老师似乎做了种类、风格、思维各异的阅
读，其实他们 （以及他们的努力之和） 都
是相似的：在一个目标下 （或务实，或务
虚），用阅读来充实、提升和丰富学生的生
命。这种温暖的相似性，越是在细节上，
越是闪耀着共通的人性之光。这既是一次
成功的儿童阅读管理，也是一场精神的拔
节与自证——让每一个孩子向世界证明：
阅读就是一种幸福的生活。

（作者系 2023“阅·青春”读书会领
读人、中国教育报 2019 年度推动读书十
大人物）

化合纲：以多为一、以一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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