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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读书廊》版面开设有《每

期推荐》《书香为伴》《读书朋友圈》

等栏目，如果您最近读了一本好书

有精彩的心得，或者在读书方面有

自己独到的方法和见解，请发文章

至本报邮箱（jswmtl@163.com）。

要求：字数不限，观点明确。请

在文末标明您的姓名、地址、邮编，

并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读书廊”

收，期待您的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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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房子》
曹文轩 著

读书
朋友圈

《读书廊》版面

征稿启事

这是一部讲究品位的少年长篇小说。

作品写了男孩桑桑刻骨铭心、终身

难忘的6年小学生活。6年中，他目睹或

直接参与了一连串看似寻常但又催人

泪下、撼动人心的故事：少男少女之间

毫无暇疵的纯情，不幸少年与厄运相拼

时的悲怆与优雅，残疾男孩对尊严的执

著坚守，垂暮老人在最后一瞬所闪耀的

人格光彩，在死亡体验中对生命的深切

而优美的领悟，大人之间扑朔迷离又充

满诗情画意的情感纠葛 …… 这一切，

既清楚又朦胧地展现在少年桑桑的世

界里。这六年，是他接受人生启蒙教育

的6年。

作品格调高雅，由始至终充满美

感。叙述风格谐趣而又庄重，整体结构

独特而又新颖，情节设计曲折而又智

慧。通篇叙述既明白晓畅，又有一定的

深度，是孩子喜爱也可供成人阅读的儿

童文学作品。

读书，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情。《围炉夜话》中写道：“习读书

之业，便当知读书之乐。”意思很

明了，就是说：“把读书当做正事，

就应该明白读书的乐趣所在。”书

中乐趣，自然是指在书中所获得

的知识，内心丰盈才是乐趣所在。

有人说：“只有饱读诗书，才

能获得内心的通达。”何为内心通

达，那是一片纯净的沃土，生长的

是碧草连天，鲜花缤纷。目光所及

是碧草的葱郁，嗅的是花香缕缕。

而唯有读书才有此丰盛的赐予，

一卷在手，一杯香茗，便可静度时

光，何乐而不为呢？

古人可以说是最懂读书之乐

的。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

有神。”可知他的神来之笔从何而

来，待到读书极多时，还用发愁不

能文思泉涌？李清照写道：“枕上

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

这更是乐趣无比了，枕着诗书入

眠，眼里风景俱佳，心中自是畅然

快活。

而李清照和丈夫的赌书泼茶

更是千古佳话，仿佛眼前浮现那

样的情形：当年一双璧人，每日晚

饭后，指书，烹茶，以背书为乐，争

出胜负，欢笑之中，茶水泼湿了衣

裳。那情景，把读书的乐趣挥洒得

淋漓尽致。

我在朋友处看过李清照和丈

夫赵明诚的赌书泼茶图。用的是

简洁素描画法：芭蕉树前，一张圆

桌，两张石凳，桌上有茶壶、茶杯，

还有一大叠书籍。石凳上坐着素

衣秀丽的李清照，还有长身玉立

的赵明诚。此时的两人，皆是大好

年华。赵明诚手捧一本书，显然正

说着什么。李清照秀眉舒展，樱唇

微开，显然在回答着什么。整幅图

没有一点颜色，却一点也不显得

沉闷。画中人琴瑟和谐，意境唯

美。把读书当成头等大事，我想这

对夫妻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

来者了。

我去朋友家中玩，最喜欢这幅

图。觉得特别能衬托出朋友家那

满屋子的书，那鲜活的两个古人，

正透过岁月的风尘，感受着今朝

的书香气。朋友爱读书是在朋友

圈里出了名的，每年他的书单就

有一大串。什么天文地理，小说散

文，名著都一应俱全。每一本他都

珍藏得极好，从不会有污迹和折

痕。他曾笑着说：“别以为我没看

过啊，都看过的，读书是我最大的

乐趣。”

朋友说，读书的乐趣是让他

感受到宁静，白天实在太忙碌，晚

上在书中寻找乐趣也是一种智

慧。读书的乐趣需要在生活中慢

慢去体会，读书既能休身养性，又

能陶冶情操，何乐而不为呢？

作为成人，虽然喜欢看小说，但没有

看过儿童小说。几天前顺手拿起儿子书桌

上的一本名为《草房子》的书翻，没想到很

快就被吸引住了，一口气读完了还放不

下，又细读了一遍，边读边做笔记，如此

认真地看一本小说，于我还是第一次。

这是一部写儿童成长的小说，虽然

采用传统写实手法，但叙述风格浅易而

又深刻，谐趣而又庄重，自始至终洋溢

着一种淳朴的美感。而这情怀在今天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疏远、情感日趋淡

漠的氛围里，愈显珍贵、感人肺腑。小说

以江南水乡为背景，讲述了发生在油麻

地小学一连串看似寻常但感人至深的

故事，塑造了桑桑、杜小康、秃鹤、细马、

纸月等一群孩子和白雀、蒋一轮、秦大

奶奶等成人形象，个个鲜活生动，栩栩

如生，书读完许久了，书中的人物仍然

活跃在脑海里。尤其是作为直接参与或

目睹这一切的小主人公桑桑，幼稚可笑

的行为，心灵深处的感触，成长成熟的

历程，倍感亲切可爱。

桑桑活泼天真，聪明好奇，常常别

出心裁，干出让大人们哭笑不得的事。

为了给自己的鸽子做窝，趁妈妈不在，

他搬出家里的碗柜，敲掉上面的玻璃，

毁掉隔板，改造成自己理想的鸽笼；他

想跟大人一样下河捕鱼，便把床上的蚊

帐做成鱼网；夏日炎炎的中午，看到妈

妈晒在院里的冬装，想起卖冰棍的用暖

瓶或棉被包裹箱子储存冰棍的方法，便

在烈日下穿戴厚厚的棉袄棉裤棉帽体

验……书中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孩子们

的生活和内心世界。

顺利欢乐，坎坷痛苦，孩子们的生

活和大人一样，同样充满酸甜苦辣。聪

慧而又有点高傲的杜小康被迫失学的

经历，有生理缺陷的陆鹤用自己的行为

展示个人尊严的举动，细马与养父母的

关系由疏远到亲密，由紧张到融洽的过

程……这些发生在孩子中间的事，以及

发生在大人们身上的复杂世事，这一切

清楚而又朦胧地展现在一个孩子的世

界里，在他成长过程中产生着潜移默化

的影响。从桑桑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孩

子的成长过程，也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小说语言别具一格，素雅清丽，流

畅优美，多用短句，琅琅上口，与江南

水乡的背景一样充满诗情画意。总之，

这是一本充满正能量的好书，也是近

日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

录（2020 年版）里推荐小学 5-6 年级学

生看的书目，不仅孩子应该读，成人也

应该读。

成长中的孩子
——读曹文轩的《草房子》

华 新

编者按>>>
为 贯 彻 党 的 十 九 大 和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提高广大

中小学生阅读能力和综合

素质，“世界读书日”前夕，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

发展中心发布中小学生阅

读指导目录（2020 年版）。指

导目录分别为小学、初中、

高 中 3 个 学 段 列 出 了 110

种、100 种、90 种阅读书目，

并将书目分为人文社科、文

学、自然科学和艺术四类，

充分体现德、智、体、美、劳

全面培养的教育目标。

现行国家语文课程标准和统编

语文教材都有推荐阅读的图书，《指

导目录》与之是什么关系呢？

国家语文课程标准和统编语文

教材涉及的阅读图书，基本上都纳入

《指导目录》。《指导目录》是对现行

国家语文课程标准和统编语文教材

的拓展与延伸，《指导目录》不仅包

括文学作品，还包括人文社科、自然

科学和艺术类图书，《指导目录》所

列作品和作家覆盖面也有拓展，可以

增强学生的选择性。

学生、家长、学校应该如何使用

《指导目录》呢？

“推荐图书供学生自主选择，不

作强制要求。”该负责人强调，《指

导目录》对于中小学生丰富精神文

化生活、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

文化素养具有重要意义。《指导目

录》所列图书供学生自主选择阅

读，各地各校不作统一要求，不得

强制使用。学生可根据个人兴趣选

择《指导目录》中的部分图书，不作

全读要求。

此外，该负责人还表示，为使中

小学生有更多的阅读选择，《指导目

录》只推荐作品名称、作者等，不指

定具体版本（出版社），学生、家长和

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

版本。 （《中国教育报》林焕新）

陪伴青少年心灵旅程

近年来，阅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得到众多家庭的认可，成为许多孩子

和家庭的刚需，阅读由“冷”到“热”，

逐步升温。但是，“读什么”却是一个

棘手的问题，影响着学生阅读的兴趣

和热度。

只有读有营养的书，才会给生命

增“质”，给精神增“值”，才能使阅读

成为“悦读”。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

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 年

版）》（以下简称《指导目录》）为学生

提供了阅读指南，解决了青少年学生

“读什么”的难题，家长不用再为孩子

“读什么”发愁、犯难，只要按图索骥，

照单抓“药”，就能找到适合孩子阅读

的书籍，满足孩子的阅读需求。

但是，读书是一个系统工程、长期

工程，有了具有方向性、代表性、适宜

性、基础性、全面性、开放性特点的指

导目录，有了科学的目录编制，还要有

具有兼容性、统筹性、指导性、操作性

的具体落实方案。

目前，按照《指导目录》，开展读

书 活 动 ，要 充 分 考 虑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的 问 题 ：一 是 读 书 的 时 间 ，光 有 书

却 没 有 充 分 、自 由 的 读 书 时 间 ，不

可 能 进 行 有 效 读 书 ，各 地 应 结 合 大

中 小 学 特 点 ，合 理 安 排 时 间 ；二 是

读 书 要 有 社 会 大 环 境 ，只 有 人 人 读

书 ，才 能 培 养 阅 读 习 惯 ；三 是 图 书

的 来 源 、使 用 、保 存 、交 流 需 更 加 完

善 ，若 人 人 拥 有 300 本 ，肯 定 会 造 成

资 源 浪 费 ，应 大 力 推 行 图 书 借 阅

制 ，多 建 设 图 书 馆 ；四 是 要 尊 重 和

保 护 学 生 的 读 书 个 性 、爱 好 、兴 趣 ，

发 展 他 们 的 志 趣 ，挖 掘 他 们 的 潜

质，这是读书的核心。

读书要靠学生的根性 、灵性 、悟

性 、觉 性 ，阅 读 会 受 学 生 的 年 龄 、性

别 、志 趣 、爱 好 的 制 约 。不 同 学 生 ，

阅 读 的 注 意 力 、感 受 力 、领 悟 力 不

同 ，阅 读 的 质 量 和 效 果 也 不 同 。对

学 生 读 书 ，需 宏 观 指 导 、把 握 学 生

阅 读 进 程 ，微 观 参 与 、提 高 学 生 阅

读质量。

《指导目录》为学生提供了阅读指南
罗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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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首次向全国中小学
生发布阅读指导目录，学生可自
主选择阅读

日前，《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以下简称《指导目录》）发布，

分别为小学、初中、高中3个学段推荐图书共300种。

《指导目录》是如何研制的？具体有哪些内容？与现行课标、统编教材是什么关系？该如何使用？围绕这些问题，教

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负责人给出了答案。

“从近年我国参加的国际学生学

业能力测试来看，我国学生基础知识

和基本能力测试成绩虽然居于前列，

但阅读数量相对不足，阅读能力有待

提高。”该负责人表示，在学校、家

长、学生面对市场上种类繁多的图书

无所适从时，正需要专家依据中小学

生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从古今

中外的作品中推荐少而精的优秀作

品，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阅读

效率和阅读质量。

受教育部委托，教育部基础教育

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组织了国家教材

委、有关高校、研究机构和中小学校

共计 110 多人的专家团队，于 2019

年 3月启动《指导目录》研制工作。

如何从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图

书中遴选出推荐书目？

“研制坚持6个原则。”该负责人

介绍，一是方向性。坚持正确的政治

导向和价值取向，为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服务。二是代表性。选择历史筛选

积淀下的具有较高思想价值、文化价

值或科学价值的代表性经典读物，特

别是注重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三是适宜性。尊重学生身心发展

规律，选择适合不同学段、年龄段的

青少年儿童读物，注重对学生尤其是

低年龄段学生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

的培养。四是基础性。精挑细选，量

少质精，努力为全体青少年儿童科学

文化素养的形成和国民基本素质的

提升奠定基础。五是全面性。覆盖多

领域多学科，平衡兼顾读物的学科、

国别、体裁、题材、风格、年代等因

素；体现学段的衔接和梯度，综合考

虑课程标准、教材和教学实际。六是

开放性。与时俱进，根据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对阅读指导目录适时进行动

态调整，此次《指导目录》标注“2020

年版”，将不断完善更新。

经过基础研究、专业推荐、深入

论证、精心遴选多个环节，先后集中

召开会议 12 次，专家团队内部会议

20 余次，研制工作历时一年，《指导

目录》终于形成。

《指导目录》分为小学、初中、高

中 3 个学段，推荐图书共 300 种。这

个数字背后也有考量。

据有关负责人介绍，考虑到中

小学生的阅读能力和阅读时间的限

制，推荐图书数量不宜过多，以免产

生学生过重的阅读负担和学生家庭

的经济负担。统筹考虑中小学生课

外阅读时间、阅读特点和图书容量，

小学、初中、高中 3个学段分别推荐

110 种、100 种和 90 种。考虑到小学

阶段不同年级学生身心发展区别较

大，小学阶段再分为低、中、高 3段，

分 别 约 占 小 学 推 荐 书 目 的 20% 、

30%和 50%。

为落实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

教育目标，结合中小学学科特点和课

时安排，《指导目录》划分为人文社

科、文学、自然科学和艺术四类，在

每个学段中的占比分别约为 20%、

50%、20%、10%。

人文社科类注重选择反映领袖

人物、重要历史人物和英雄模范人

物的作品，文学类既注重推选中国

传统文学名著和红色经典作品，又

遴选了世界文学名著和外国当代优

秀作品，自然科学类选择了充分反

映古今中外科学成就的经典著作，

并注重推荐当代中国作家的原创科

普作品，艺术类着重推荐非物质文

化遗产相关读物。

为培养中小学生既注重自觉延

续中华优秀文化基因，增强民族自尊

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又注重从不同

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指导

目录》推荐中国作品比例为 76.7%，

外国作品比例为23.3%。

“《指导目录》有机融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最新成果，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强化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学生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同时注重吸收人

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有利于学生开阔

国际视野，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

识。”该负责人说。

针对青少年阅读现状 百余专家研制一年

四类图书贯通古今中外 全面提升综合素养

拓展延伸课标教材 自主选择不强制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