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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题

兴趣+引领,开启孩子的阅读之旅
马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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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孩子的择书参谋
杨文杰

家校携手，让书香伴随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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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课外读物能够引领学生
健康成长，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适合的读物
则可能给学生的思想带来不良影
响。作为学校，应当如何承担起学
生课外读物的筛查把关工作，教师
又该如何向学生推介适宜的课外
读物？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笔者
总结出了“望闻问切”的荐书技巧。

“望”出学生的兴趣爱好。身为
教师，与学生长期相处，用心关注
学生的言行举止，就不难对学生的
兴趣爱好有所觉察。通过适当引
领，根据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推荐
相关的课外读物，鼓励学生将实践
和理论相结合，把感兴趣的事做得
更好、更有收获，这种荐书的方式
能有效呵护学生的兴趣爱好，助益
学生快乐成长。

“闻”出学生的内心需求。要做
好荐书文章，教师的倾听必不可
少，与学生谈心，跟学生交流，鼓励
学生打开心扉、畅所欲言，讲出自
己的内心需求，教师在倾听过程
中，就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学生在
学习、生活和成长中所面临的困
惑，并根据学生的情况，适时推荐
相关书籍，帮助学生化解困惑。教
师的用心倾听，既是对学生的尊
重，也是对学生的理解与支持，能
够润物无声地给学生的内心提供
滋养。

“问”出学生的深层想法。现实
中，让学生向教师敞开心扉并不容
易，甚至有些学生不愿与教师进行
交流。这时候，充满关爱的问话和
平易近人的问卷可以帮助教师解
决这一问题。对于不爱表达的学
生，教师可以有意或无意地“制造
机会”，去接触他们，嘘寒问暖，闲
话家常。充满关爱的问话就好比一
把钥匙，轻轻一扭，便可消除隔阂，
拉进师生间的距离。在此基础上，
教师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推荐相
应的课外读物，便可顺理成章、水
到渠成。此外，问卷调查也不失为
一种好办法，要了解更大范围内学
生的内心需求和阅读偏好，教师可
以通过精心设计问卷，开展调查，
再根据问卷所反映的情况，向学生
推荐课外读物，会更加有的放矢。

“切”中学生的发展潜能。主动
的阅读是一种享受，能够调动学生
潜能的阅读内容更易让学生获得
成就感，从而进一步激发阅读主动
性。但推荐这类读物更加考验教师
的水平，比如，要清楚学生的强项
是什么？如何荐书才能够实现潜能
挖掘和学业进步的有效统一？在荐
书时，教师应给予学生怎样的引
导？如何匹配不同学生的天赋潜能
和课外阅读重点？等等。怎样通过
切中学生发展潜能的课外阅读，为
学生的未来发展赋能？这是值得教
育者重视和深入思考的问题。

要做好荐书这项工作，教师必
须要有较为广阔的阅读面，扎实的
专业知识，熟知少年儿童的心理，
才能为不同学生推荐适合的书目。
笔者在实践中发现，运用“望闻问
切”的荐书技巧，有助于打开学生
内心世界，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和
潜能，引领学生健康成长。

“书籍是人类进步
的阶梯。”阅读是获取知
识的重要方式，因此，一
本好书就如同一位良
师，能使人获得知识、理
解世界，甚至为一个人
提供更加广阔的人生
舞台。

对孩子来说，好书
尤为重要。一本好书不
仅能拓宽孩子的视野，
还能帮助孩子从小立志
实现远大理想，或在幼
小的心灵里播种美好希
望，从而激发孩子积极
进取。相反，一本劣质的
读物会给孩子灌输错误
的思想或知识，给孩子
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
界观造成不良影响。中
小学生的知识和思想水
平有限，对不良信息的
判断力通常不足，因此，
书籍的选择对他们的成
长影响巨大。

优秀的课外读物，
才能带给孩子高质量
的阅读体验。目前，市
场上的出版物极其丰
富，但有些读物并不适
宜未成年人阅读，如一些架空历史的
故事，严重扭曲或篡改了史实，会对
孩子的认知产生误导；有些书籍存在
过多的暴力情节，过度渲染“胜者为
王”，诱导孩子崇尚武力。我曾有一名
学生，与同学稍有矛盾便要动手，对
这名学生的行为纠偏耗费了老师们
很多心血，通过深入沟通，大家才得
知，这名学生沉迷于一些充斥暴力场
景的漫画书，常常模仿其中人物的言
行，而受此影响，日常生活中他便习
惯于以武力“横扫一切”，漠视规则和
互相尊重等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由
此可见，对学生的课外读物进行必要
的筛选与甄别，把不适宜他们阅读的
内容加以“屏蔽”，是关系到学生身心
健康的大事。

前不久，教育部印发《中小学生课
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明确了推荐
课外读物的责任主体是学校，这一办
法的出台，有助于使中小学生的课外
阅读质量得到提升，能够有效避免一
些不适宜的书籍进入校园，给少年儿
童造成不良影响。

此外，笔者认为，教师在给学生推
荐读物前，一定要进行精心设计，以便
更有效地指导学生进行阅读。如向小
学低年级学生推荐《中华美德故事》一
书时，老师可以采取提问的方式与学
生加强交流，探讨大禹为什么要历尽
艰辛去治水，孔融让梨的心理动机是
什么，等等，促使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
勤于思考，从而更深刻地感悟中华传
统美德。

《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
办法》从源头上为中小学生的课外阅
读质量提供了保障，有助于让优秀读
物更好地发挥育人效果，营造良好的
阅读氛围，让好书伴随学生成长。

快要放暑假了，学校老师
要求孩子们假期至少读三本
课外书，但并未规定具体书
目，帮助孩子择书的任务自然
就落到了家长肩上。

酷爱读书的我深知，读一
本好书如同择一位良师，会令
孩子增长知识、拓宽眼界，甚
至受用一生；但一些不良读物
则可能给孩子的思想行为带
来误导。因此，当好孩子的择
书参谋、为孩子把好阅读关是
每位家长的义务。笔者认为，
家长给孩子择书主要有以下
几点需要用心把握：

选择适合孩子年龄的书。
不同成长阶段的孩子有不同
的认知水平和情感需求，只有
选择适合孩子现阶段的书，他
才有兴趣阅读，才能有所收

获。比如，我为大宝在学前阶
段订阅的画报或购买的绘本，
读初中的她早就抛在脑后，这
些旧书报反而成了上幼儿园
小班的二宝的挚爱。再比如，
《红楼梦》是中国乃至世界文
学的瑰宝，但若让一个小学生
去通读《红楼梦》，则未免晦涩
难懂且不适宜，可作为一名大
学生，《红楼梦》则是必读的经
典名著。

选择符合孩子兴趣的书。
孩子得到一本自己感兴趣的
书，往往会如获至宝、手不释
卷；反之，如果带着很强的功
利性、目的性，强行让孩子读
一本书，则可能招致反感，甚
至让孩子渐渐失去对阅读的
兴趣。作为家长，如果我们觉
得某一本书比较好，想让孩子

通过阅读受益，可以先把书中
比较吸引人的情节、场景挑选
出来和孩子分享一下，通过设
置悬念调动起他的好奇，待他
追问时再告诉他，书中就有他
想知道的答案。比如，我家大
宝有一次在语文课上读到了
居里夫人的故事，很感兴趣，
一回家就问这问那，我顺势就
把书架上的《居里夫人传》拿
下来推荐她读。她读这本书时
特别上心，读完还写了一篇读
后感，被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
传阅。人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这句话用在为孩子选择
课外读物上也不例外。

选取一些孩子感兴趣的书
籍是引导他们爱上阅读的好
方法，但阅读习惯的养成还需
要浓厚的氛围和天长日久的

积累。我在市图书馆为自己和
孩子都办理了借书卡，这是因
为图书馆里的书籍分类专业
而细致，我每次和孩子去，都
会在不同的分类区域挑选出
各自想要阅读的书，并在下一
次去图书馆时，沿着上一本书
的相关内容、线索或疑问等寻
找一下本想读的书目，渐渐拓
展自己的阅读面和知识面。

当好孩子的择书参谋，家
长也要学会尊重孩子的选择，
尤其不能凡事以成人的眼光
看待，越俎代庖、大包大揽，让
孩子被动地接受家长规定的
书目。帮助孩子选择既适合又
喜欢的课外书是关乎孩子成
长发展的大事，家长应用心参
谋，帮助孩子理性择书、快乐
阅读、健康成长。

近日，教育部印发《中小
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
法》，明确了中小学校课外读
物推荐的方向和标准，并划定
了“12条红线”，严把课外读物
进校园的入口关，这对提升少
年儿童课外阅读质量无疑是
一计良策。

伴随着“不得在校园内通
过举办讲座、培训等活动销售
课外读物；学校要明确受捐赠
课外读物来源，由学校或上级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审核
把关……”等要求的提出，在
推荐课外读物进校园过程中，
学校的主体责任越发明确。相
信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
也会围绕课外读物进校园采
取相应措施，将管理要求落实

落细落地。
阅读要从娃娃抓起，读物

的选择关乎孩子的成长，为孩
子选好书不止是学校的工作，
也是家长的责任。所以，把好
课外读物关口，必须家校联
动，协同解决好课外读物的选
择，防止鱼目混珠的不良读物
流入学生手中。

在实际生活中，一些家长
在指导孩子阅读时存在误区，
比如只是把钱交给孩子去自
行购买课外读物，却没有帮孩
子做好第一道筛选工作，忽略
对孩子的阅读指导，以致于一
些缺乏分辨力和自控力的孩
子，出于猎奇心理购买一些不
适宜自己年龄的读物，或大量
选择缺乏营养的漫画、小说等

快餐读物。看快餐读物就如吃
快餐食品一样，虽可以打发空
闲 ，对 头 脑 和 精 神 却 鲜 有
益处。

学校是进校园课外读物
推荐责任主体，但培养孩子良
好阅读习惯的关键也在家庭。
家长应注重履行教育责任，引
导孩子进行科学合理的阅读，
在鼓励孩子阅读时，不能片面
追求数量而忽略质量，更不要
一味和别人家的孩子攀比一
年读了多少本书，因为阅读质
量是不能用“多少本”的标准
去衡量的。好书如同美食，一
本经典好书，值得细细品味、
慢慢体悟。优秀文学作品中的
一些好词好句，也值得孩子摘
抄学习，从中萃取文学养分，

对写作将会大有裨益；而一些
经过历史沉淀的好书，能够承
载人类文化的精华、寄托人类
对美好的向往，囫囵吞枣的阅
读难以将这些精神养料充分
转化，只有“细嚼慢咽”的阅
读，才能够使其逐渐内化为孩
子心灵的一部分。

总之，一本好书总是把真
善美摆在“C位”，并以此给予
阅读者警示或启迪；一本好书
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推敲、岁月
的打磨；一本好书会就像良师
益友，使人受益终身；一本好
书，如同清亮甘甜的源头活
水，滋润孩子茁壮成长。引领
更多的孩子多读书、读好书，
让书香伴随成长，家长和学校
同样责无旁贷。

阅读对少年儿童的重要性
自不待言。在给孩子选择课外
读物方面，我采取的是兴趣+
引领的办法，帮助孩子从阅读
中收获快乐、收获成长。

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
的树叶一样，孩子的阅读兴趣
也是千差万别的。只有照顾到
孩子的个体差异，给他们推荐
合适的读物，才能取得较好的
阅读成效。我是一名高中历史
教师，闲暇的主要消遣是读
书，因此家里书籍很多，多是
文学、哲学、史学书。孩子上小
学后，我曾购买一些经典文学
作品节译本，放置在她卧室的
书橱里，推荐给孩子阅读。但
我发现，多数情况下，孩子翻
一翻后，就会将其放在一边，

并未深入阅读。为此，我进行
了反思，这些世界文学名著与
孩子的生活环境、人生阅历相
距甚远，一些人名地名冗长难
记，一些内容对孩子而言难以
理解，因此读不下去也在所难
免。于是，我改变策略，充分听
取孩子心声，给孩子自主选书
的权力，只在一旁做必要的筛
选和纠偏。在孩子要求下，我
购置了《小屁孩日记》《酷虫学
校》等她极感兴趣的图书，她
很快沉浸其中，读得认真仔
细，不仅增加了不少知识，更
产生了浓厚的阅读兴趣。

孩子升入初中后，学校每
学期都会推荐一些阅读书目，
但这些书要不要读，我还是尊
重孩子的意愿，同时也加强了

阅读引导。如七年级上学期学
生必读书目有《朝花夕拾》《镜
花缘》《白洋淀纪事》等，孩子
最喜欢《朝花夕拾》，每篇都精
读，还做了笔记，对《镜花缘》
《白洋淀纪事》则没有多大兴
趣。为激发她的兴趣，我就给
她讲唐敖等人游历君子国、女
儿国、两面国、不死国的趣事，
讲白洋淀人民英勇抗日的故
事，引得她直问“然后呢”，随
之她也有了阅读这两本书的
兴趣和动力。

在学校推荐的课外读物之
外，孩子也会有一些个性化的
阅读需求，通常来说，只要是
适合她且内容过硬的读物，我
都会满足她，并尽量抽时间与
她同读，和她讨论书中情节，

加深理解，提升阅读效力。比
如，孩子上八年级后，应她的
要求，我为她购买了《一鸟一
世界：鸟国奇趣之旅》《给孩子
的国宝》《围城》《牛虻》等书，
她都读得兴致盎然。其中，《牛
虻》一书是她在阅读《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时，看到主人公
深受“牛虻”影响，产生了好
奇，让我给她网购的。读后，她
和我讨论了一番，对这部作品
的思想性与文学性发表了一
番见解，让我对她刮目相看。

随着孩子年龄增大，阅读
的领域会不断拓展。但无论怎
样，充满兴趣的阅读和家长的
适当引导，一定能让孩子的阅
读之旅走得更远、更踏实、更
有收获。

征稿启事

《话题》近期将就以下内容展
开讨论，如果您对这方面有自己的
看法，请将稿件发至邮箱：

jswmtl@163.com
jswmb-bjb@163.com
话题题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

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
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
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
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
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如
何充分挖掘和利用革命博物馆、纪
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红色资
源，开展好红色经典阅读、观影、主
题绘画等活动，引导未成年人铭记
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您对此
有何经验、见解或感受，欢迎来稿
与我们分享！

2. 针对当前一些有关未成年
人的教育热点，您有哪些不吐不快
的感受，请将您的关注点发给我
们，我们会根据具体情况安排专题
策划。

要求：
字数不限，观点明确。
请在文末标明您的姓名、电

话、身份证号、银行账号和开户行
信息，并在邮件标题中注明参与讨
论的话题。

编者按：读物的选择是关乎孩子精神成长的大事。前不久，教育部印发《中小学课外

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明确学校是进校园课外读物推荐责任主体。作为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父母对于孩子课外读物的把关也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身为家长或教育工作者，

该如何更好地为孩子选书、荐书？如何用一本本好书引导孩子健康成长？本期《话题》分享

几位读者的观点、经验与感受！

择好书

助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