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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阅读，读向深处
——以《西游记》和《海底两万里》为例

于海生

近日，有幸拜读《阅读，何以产
生烦恼》（中国教育报 5 月 15 日第
九版）一文，感悟良多。作者是以
张炜《阅读的烦恼》为引，从写作与
阅读的角度谈论这一问题的，令我
对 阅 读 问 题 有 了 更 全 面 的 认 识 。
作为一线教师，我在与学生共读的
过程中，也不时会遇到学生关于阅
读的烦恼。在此，立足教学层面，
也想与大家分享“阅读，何以产生
烦恼”的几点体会。

成绩的烦恼：
阅读为何不能提高考试成绩

“老师，我近期阅读了很多内
容，为什么考试成绩还是提升不上
去？”这是学生在阅读活动中经常遇
到的烦恼。有时还会与身边的同学
比较：“他阅读的内容比我少，甚至
基本不阅读，成绩为什么比我高？”

这是阅读与考试成绩的功利
性之争。要准确回答这一问题，基
于个体差别，成因有很多，比如阅
读 基 础 、阅 读 选 择 、阅 读 方 法 等 。
我们知道，阅读不仅是一种获取知
识 的 方 式 ，更 是 一 种 提 高 思 维 能
力、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然而，
许多学生过于关注以知识为基的
考试成绩，而忽视了阅读的本质。
我们应该引导学生认识到，阅读不
仅仅是为了应对考试，更是为了丰
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但面对学生
这种实际产生的阅读烦恼，不能只
是简单地告诉他们：阅读应该是一
种非功利化的人生追求，而应该从
阅读的成绩价值去引导学生最终
的人文价值旨归，才是高中阅读的
良性循环之道。教师应该关注学
生的阅读过程和阅读收获，帮助他
们理解阅读对于个人素养发展的
重要性，从而更好地实现阅读的良
性循环。这时，我一般会和学生共
同梳理阅读的内容和阅读收获，复
盘考试题目的作答过程，从中找出
因阅读而引起的审题、答题思维的
变化，为下一步的阅读规范划定路
径，并赞扬其前期阅读在其他题目
中的提升作用，进而肯定阅读在素
养发展中的基础性、综合性作用。

近年来，随着新课标、新高考的
落地，高考题目中考查学生高阶思维
的内容逐渐增多，但在日常教学中，
这一烦恼还是大量存在。善于剖析
这类阅读的烦恼，犹如开启一扇神秘
之门，可以引领学生步入阅读之趣的
殿堂，使他们细品阅读的甘醇，培养
深厚的阅读兴趣，在潜移默化中提升
其阅读能力和语文素养。

真实的烦恼：
这样的表述不符合科学原理

“老师，这样的表达根本不符
合科学原理！”在阅读课中，时常会
遇见这样较真儿的学生。许多教
师会对此付之一笑，不加理会，实
际上，阅读中的科学与文学之惑，
在许多抽象思维远强于形象思维
的学生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面对这样的疑惑，我总是选择
倾听，请学生讲一下这种科学原理，
赞扬他们的广博知识和质疑精神。
我深知，这是保护他们对阅读最原
始的好奇心的关键。然后，我会因
势利导，带他们品味那些熟知的诗
句，譬如“白发三千丈”“扶摇直上九
万里”，引导他们在理解中共同探讨
文学中的想象，区分文学真实和生
活真实，并让学生及时分享自己阅
读中发现的“不科学”现象。

最近，跨学科学习的概念开始流
行，我才意识到，这样的阅读活动已
经具备了跨学科学习的雏形。点燃
科学理性与文学诗意的火炬，跨越真
实与想象的界限，恐怕是解决科学与
文学之惑，给学生人生成长带来的最
大助力。这样的阅读活动，不仅丰富
了学生的知识体系，更激发了他们的
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点燃科学
的理性之光和文学的诗意之火，开启
未来的无尽可能，为他们未来的成长
铺设了坚实的基石。

世界的烦恼：
我们身边的世界不是这样的

前 几 天 ，我 担 任 辩 论 赛 评 委
时，在赛后的观众互动环节，听到
台下的学生发问：“我们现代社会
已 经 不 存 在 吃 不 饱 、穿 不 暖 的 情
况，你们的预设前提是不是存在问
题？”台上的选手竟一时回答不上
来。我对其他评委说：“这就是当
前一部分孩子存在的问题——只
看到了自己身边，没有看到更广阔
的世界，还有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战
火连天、粮食危机。”

在阅读的世界里，我们也经常会
遇到与个人经历和认知不同的情境，
这些差异有时会造成理解上的障碍：
孙少平至于为了馒头的颜色而自卑
吗？苏武牧羊真的具有这样伟大的
价值吗？时代、环境的差别成为许多
学生阅读的鸿沟，导致难于对作品产
生感情共鸣。文化背景的多样性同
样会给学生的阅读带来挑战，比如庄

周鼓盆而歌的故事，在当时的文化背
景下体现了庄子对于生死、哀乐的超
然态度和对自然规律的顺应，这一思
想与儒家强调的伦理规范形成鲜明
对比，他的行为挑战了儒家对于婚
姻、家庭和丧葬的严格规定；在一些
现代作品中，这一行为则被用来引发
对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的深层反
思。受限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学生理
解这一行为及其背后的哲学思想可
能会遇到障碍。中西文化背景差异
造成的阅读鸿沟则会更大。

这时，可以聚焦学生感兴趣的
阅读点，推动学生专题阅读，针对同
一话题，了解作者的生平背景和作
品创作的历史环境，知人论世；通过
角色扮演或情境模拟活动，让学生
设身处地地体会理解；鼓励学生提
出自己的见解，开展小组讨论，让学
生从不同角度探讨；运用比较文化
视角，展示不同文化对于同一主题
的不同理解和表达方式；对比不同
观点，进行批判性分析，培养他们的
独立思考能力；开展以阅读材料为
基础的辩论活动，促使他们更深入
地分析和理解文本，这使得阅读塑
造的不仅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
现代青年，更是体悟人生、独立思考
的阅读发现者与传承者。

经典的烦恼：
这本书怎么这么难读

“这本文学经典，别人说很好
看，我怎么读不进去？”整本书阅读
活动中，经常有学生这样发问。

篇幅巨大、故事性弱、思想深
邃⋯⋯成为习惯接受短视频等快
餐文化影响的孩子们深度阅读的
巨大障碍，这是时代产生的阅读之
变。对此，不少同仁探索出整本书
阅读的实践路径，但遵循最近发展
区理论，想把学生从快餐化阅读引
向深度阅读，可以先从学生习惯的
短视频入手，将文学作品改编的电
影、动画或有声书，作为引入深度
阅读的桥梁；围绕特定主题构建课
程 ，将 阅 读 与 其 他 学 科 内 容 相 结
合，如历史、科学、艺术等，以拓宽
学生的视野；通过激趣导入、课型
构建、过程监督、成果物化等方式
落实阅读监督调控，最终的落脚点
放在发展学生的素养上，实现知识
的积累和思维能力的提升。

其实，学生阅读的烦恼源于阅
读认知与阅读现实的反差，解决“何
以产生烦恼”的过程，实际上是不断
保护学生的阅读兴趣、提高学生阅
读认知的过程，让学生通过阅读，通
过对阅读的烦恼的反思与解决，学
会审美、学会思考，是阅读教学实践
活动的目的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而
言，学生上述烦恼的解决，正体现了

《“我有发现”：阅读主体觉醒的关键
标志》（中国教育报 5 月 15 日第九
版）一文的观点，也验证了《阅读，何
以产生烦恼》作者所言：“以思考者
的姿态在阅读，这是一种宝贵的阅
读方式，此乃阅读之佳境。”

对于“阅读，何以产生烦恼”这
个话题，每个人基于自己的角色和
阅读体验不同，都有自己的独特认
知。希望这篇拙文抛砖引玉，让更
多的作者、读者、评者，教师、家长、
学生共同参与到这一话题的讨论
中，在讨论中构建思辨性阅读，重新
厘清阅读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系山东省临朐中学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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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义智

初中语文教材每册安排了两本中
外名著，既是学生必须完成的学习任
务，也是学生考试内容之一。初中语
文 新 课 程 标 准 （2022 年 版） 要 求 ：

“欣赏文学作品，有自己的情感体验，
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
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对作品
中感人的情境和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
验 ； 品 味 作 品 中 富 于 表 现 力 的 语
言。”事实上，学生是喜欢阅读的，特
别是那些有趣的故事。如果通过揣摩
篇章结构明白文章该怎么写，通过品
味语言明白话该怎么说，通过感悟主
题明白事该怎么做、人该怎么活，那
么学生在欣赏故事时，就会潜移默化
地学会说话与写作，并能提升思维能
力和认知水平，在育人方面达到春风
化雨的效果，这确实是一件值得去做
的好事。

现实中我们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
题：阅读后，也许能记住一些内容，但部
分学生记忆仍然模糊，答题时张冠李
戴，为此失了分，这是非常可惜的。如
何才能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始终思路
清晰，并对名著中的内容有一个独特的
认识，我认为对比阅读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西游记》和《海底两万里》都是人教
版七年级要求阅读的名著，《西游记》安
排在七年级上册，《海底两万里》安排在
七年级下册。如果把两本书放在一起
读，并对书中的内容进行一下对比，你
就会在阅读后记住更多的内容，并在说
话与写作方面有所提高。

虚构的故事，神奇的世界

《西游记》比《海底两万里》早成书
三百年，在世界范围内都曾有过相当的
影响。

《西游记》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出世
及大闹天宫后，遇见了唐僧、白龙马、猪
八戒、沙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
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得真经，
得道成佛的故事。《海底两万里》主要讲
商船在海上受到大怪物撞击，海上航运
安全受到威胁，阿龙纳斯教授及仆人康
塞尔受邀参加对海上怪物的追捕。在
追捕过程中，他们发现这怪物并非什么
怪物，而是一艘构造奇妙的潜艇。潜艇
是尼摩在大洋中的一座荒岛上秘密建
造的，船身坚固，利用海水发电。尼摩
船长邀请阿龙纳斯作海底旅行，他们从
太平洋出发，经过印度洋、红海、地中
海、大西洋、南极、北冰洋，看到海中许
多罕见的动植物和奇异景象。途中还
经历了搁浅、冰山封路、章鱼袭击等许
多险情。最后，当潜艇到达挪威海岸
时，阿龙纳斯不辞而别，把他所知道的
海底秘密公之于世。

两部书最吸引人的，是向读者展示
了一个神奇的世界。《西游记》展现了花
果山、天宫、龙宫、地府、火焰山、女儿
国、无底洞等一系列天上地下的自然美
景、人文风俗、等级秩序，侧重于社会人
生。《海底两万里》则展现了神奇的海底
世界：海底森林、海底沉船、珊瑚、岛屿、
土著人、采集珍珠、红海暗道、海底火

山、冰山、章鱼以及各种各样的海洋植
物与动物，侧重于自然探险。

四人团队，各领风骚

《西游记》 人物众多，但核心团队
只 有 四 个 人 ： 唐 僧 、 孙 悟 空 、 猪 八
戒、沙和尚。《海底两万里》 人物也
多，但主要讲的也是四个人：尼摩船
长、阿龙纳斯、康塞尔、尼德·兰。
我们可以进行这方面的对比：唐僧—
阿龙纳斯，孙悟空—尼摩船长，猪八
戒—尼德·兰，沙和尚—康塞尔。

没有唐僧，取不了真经；没有阿龙
纳斯，神奇的海底世界不会为诺底留斯
号以外的人所知。唐僧取经之前已是
得道高僧，受唐太宗所托，志愿西行取
经。阿龙纳斯在环游海底之前，也是功
成名就的学者，为了解世界，受邀清除
海上怪物，又阴差阳错到了诺底留斯
号，为了探索海底的秘密，答应尼摩船
长随其诺底留斯号作海洋旅行。

孙悟空与尼摩船长一样，都是团队
中的灵魂人物。孙悟空神通广大，没有
他解决不了的困难。尼摩船长也神通
广大，能够运用各种可以运用的资源，
打造一艘坚固、先进的诺底留斯号，并
能招募一批人跟随自己周游海底世界。

猪八戒贪吃、懒惰，一有机会就叫
“散伙”，时常念叨回高老庄。尼德·兰
也贪吃、懒惰，总想着岸上的好酒好肉，
总想着逃离诺底留斯号，总想着回到家

乡。但在这两个团队中，如果没有猪八
戒与尼德·兰的插科打诨，一路上会少
了很多乐趣。

沙和尚老老实实地干着自己的本
职工作，挑着担子，团队需要帮助的时
候挺身而出，舍得自己的性命。对于师
父或大师兄的决定，从不提反对意见，
坚决执行。康塞尔作为阿龙纳斯的仆
人，尽心照顾主人，痴迷于给动植物分
类。主人吩咐就去做，从没有半句怨
言，也从不提半点儿意见。

布道与探险，决裂与回归

《西游记》中唐僧接受唐太宗委托，
西行取经，一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唐僧师徒遇到的真正有危险的困难都
是人为的困难，比如天上某个神仙的门
童或坐骑或宠物趁主人疏忽偷跑下凡，
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恰好被唐僧师徒遇
上了，而且这些妖怪的法力高，单凭孙
悟空一己之力或团队的力量是解决不
了的，于是求助于各位神仙，把这妖怪
降了，这地方也就太平了。

《海底两万里》中的困难是自然的
困难，比如搁浅、被陷冰山、章鱼的袭击
等危险，都是来自自然界的。每次困难
的解决，是自然的奥秘揭示，这是探险。

海洋，我们也曾经探索过。郑和七
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差不多早
一百年，但我们没能留下像《海底两万
里》这样的小说，而是“四大名著”。后

来，由于清政府的迁界禁海，我们对大
海的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诗文里，把大
海作为一种意象、一种情感抒发的载
体。“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
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
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波澜壮阔的大海，只是曹操用来抒发统
一天下的雄心壮志的载体。同样，“海
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则蕴含着新事
物必将取代旧事物、新事物都是在旧事
物的孕育下产生的哲理。

在西方人眼里，大海有着无穷无尽
的宝藏，人们是要从大海中寻找宝藏
的。西方人关注的是环境，注重科研，
在航行方面，注意资料的收集，比如空
气、温度、气压、水深等。在自然界面
前，虽多次受到威胁，但仍一如既往地
向前。

在结局上，尼摩船长不知所终，与
社会彻底决裂。孙悟空这个反叛者选
择了与社会和解，接受社会给予的荣
誉，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在中国，“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
王臣”，在王道之下，任何人都是可以
被感化的。西方则认为，社会上可以
有像尼摩船长这样的人，允许任何人
作出选择。

对比阅读，熟悉的陌生人

对比阅读，因为对比，所以鲜明，对
比阅读历来深受编书者与上课者的青
睐。各种各样的语文教科书，本质上是
一种对比式编排。语文教科书都是分
单元进行编排的，多以主题编排，同
一单元的文章讲的是同一主题。同样
的主题，不一样的表达，而且表达得
都是那么的独特。古语有，操千曲而
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见多才能
识广，对同类题材见得多了，以后遇
到同样的情况，就知道该怎么说、怎
么做、怎么写了。

语文课堂上，拓展延伸环节又列出
同类主题的其他形式作品或写作特点
相似的作品让学生学习，这种教学本质
上也是一种对比阅读，目的是通过对比
阅读，在比较分析中训练思维、加深印
象，达到举一反三的阅读效果。

现实中，学生阅读文章或文学作
品 的 时 候 也 是 很 多 的 ， 教 材 中 的 课
文、作业时的阅读语段、考试时的阅
读材料，当然还有 12 本名著以及必读
名著之外推荐的 24 本名著，如能把这
些书一一读完，完全能完成 500 万字
的阅读任务。如果把看影视剧也看作
是一种广义的阅读的话，学生阅读的
材料就更多了。

在众多的阅读中，学生的自由阅读
是最有用的、终身受益的。只有通过读
者的仔细玩味，才能让读者明白一些作
文、做人的道理。自己感悟到的才是真
正属于自己的，任何外在的灌输，都不
能算真正意义上的领悟。如果读者把
阅读的内容与已经阅读过的相似的作
品发生点儿联系，阅读就会走向更深
处，阅读的效果会更好，阅读的质量也
会更高。

（作者系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打古
镇初级中学教师）

唐婉祯

耕 读 传 家 久 ， 诗 书 继 世 长 。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
的 贺 信 中 指 出 ， 阅 读 是 人 类 获 取 知
识 、 启 智 增 慧 、 培 养 道 德 的 重 要 途
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
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

书 籍 是 人 类 进 步 的 阶 梯 ，通 过 阅
读，我们可以开阔眼界，提升自己的思
想水平，培养独立的思考能力与创新意
识。“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书籍便是那清澈甘甜的河水，源源
不断地流淌，充实了人们的思想，洗涤
着人们的灵魂。

在这纷繁的现代社会，读书是一
种自我沉淀与反思的过程。当我们沉
浸在书籍的世界中，便能够暂时远离
外界的纷扰，接受书籍的教诲，重新
审 视 自 己 ， 聆 听 自 己 内 心 深 处 的 声
音 。 信 息 时 代 ， 保 留 读 书 的 良 好 习
惯，可以帮助我们澄清内心的杂念，
找到前进的方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

中 华 民 族 自 古 以 来 就 重 视 阅 读 ，
阅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

位，被视为提升自我、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基本途径。从孔子的“学而
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到朱熹的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从王贞白的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
到苏轼的“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
书气自华”。

中 华 民 族 这 种 重 视 阅 读 的 传 统 ，
不仅传承了五千年来中华民族“耕读
传家”的精神，更塑造了亿万中国人
民自强不息的奋斗品格；阅读不仅是
个人修养的重要途径，也是民族精神
的重要载体，无论身处何种境地，读
书都是一种人类精神的永恒追求，是
提升自我的进步阶梯。读书不仅是青
少年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更是塑造
人格、培养品德的关键。

曾经书山高耸，跋涉万里方能窥
其真容；如今学海浩瀚，举手便可摘
得智慧星辰。先辈们在物资匮乏的时
代，凭着一腔热血与对知识的热爱，
克服万难只为得一卷品读。而当下科
技飞速发展，轻点指尖便可读得万卷
诗书，一览千古圣贤之风采。

荒年尚有诗书饱，盛世怎敢淡墨
香 。 毛 泽 东 同 志 饱 读 诗 书 ， 以 书 为

枕，是青少年乃至全体中华儿女的榜
样。青少年应珍惜宝贵的读书机会，
选择合适的书籍，汲取营养，开阔眼
界，将历史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相
结合，培养全面的观察能力、多维的
思考能力，为谱写时代新篇章打下坚
实基础。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
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民阅读工
作。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开
展 全 民 阅 读 活 动 。 2021 年 ，“ 十 四
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
提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
香中国”。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
强调深化全民阅读活动。2024 年，全
民阅读已连续 11 年写入 《政府工作报
告》。如今，阅读已然成为新时代中华
民族的新风尚。

书香满湖湘，阅读向未来。回看
湘楚大地，在 2024 年第三届全民阅读
大 会 上 ， 湖 南 代 表 团 斩 获 佳 绩 。 其
中，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毛泽东
文 谭》 荣 获 2023 年 度 “ 中 国 好 书 ”，
岳阳大家书屋获评“全国最美书店”；
怀化市会同县粟裕希望小学教师、“田

野诗班”创办人李柏霖，常德市鼎城
区镇德桥镇乔家岗村农家书屋暨留守
儿童之家管理员刘茂云获评“乡村阅读
推广人”；“长沙图书馆”微信公众号获
评“大众喜爱的阅读新媒体号”。2024
年“书香湖南”全民阅读系列活动中，全
省 14 个市州将分别开展第三届“红书
签·爱满星城”全民阅读公益活动、“最
美书屋”星火计划、“阅美株洲·点亮成
长”全市中小学生读书行动系列活动、

“浸润书香畅享阅读”系列读书活动、
“与理有岳·新思想”青年读书会等全
民阅读系列活动。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
远。”放眼中华大地，书香氛围日益
浓厚，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周恩来同
志年少时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我们新时代的大学生也应谨记习近平
总 书 记 的 贺 信 精 神 ，继中华之薪火，
立鸿鹄之大志，担时代之责任，永葆
一颗志存高远的雄心。通过读书提升
自己，做有责任、敢担当、锐意进取
的新青年，强国有我，不辱使命，奔
赴星辰大海，共同创造祖国更美好的
明天。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学生）

以读养气 以书澄心

读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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