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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家教

◎好阅读尽量用书面语，坏阅读抛开书面文字

大量使用口语。

这一点是针对在孩子还不识字，由大人给孩子
讲故事阶段的阅读而言的。

家长在给孩子讲故事时，担心孩子听不懂，就
尽量用通俗的口语来讲。这样做不太好。正确的方
法是，从一开始，就应该尽量使用标准的、词汇丰
富的语言给孩子讲故事。尽早让孩子接触有情节有
文字的图书，从你给他买了有文字说明的图书起，
就要给孩子“读”故事，不要“讲”故事。这一
点，在本书《让孩子识字不难》一文中有较为详细
的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好阅读要求快快读，坏阅读要求慢慢读。

阅读必须达到一种半自动化的程度，阅读的内
容才能被整体把握和吸收，才有利于理解和记忆。
一字一字地读会阻碍这种半自动化状态的形成，所
感知的阅读材料是零散和不完整的。

人的阅读速度既不是天生，也不是主观上想快
就能快起来，且不可能用某种训练方法轻易获得。
速度取决于阅读量，是在“量”的基础上自然生成
的。儿童在这方面进步惊人，一个酷爱读书的小学
生，他的阅读速度很快就会形成，且由于他们在阅
读中想法单纯，急于知道后面的故事情节，所以速
度常常超过那些同样酷爱读书的成年人。阅读量不
相上下的孩子，他们的阅读速度大体相同。所以在
提高阅读速度上，也不需要人为地去做什么，只要
保证孩子有足够的阅读量就可以。

◎好阅读在乎读了多少，坏阅读计较记住多少。

许多家长在孩子读完一本书后，总喜欢考察他
“记住了多少”。

有位家长，也听取了别人的建议，同意让孩子
看课外书。孩子刚读了第一本小说，家长就迫不及
待地要孩子复述这个故事，背会其中的“优美段
落”，要孩子在写作中用上小说中的一些词语和素
材，甚至还要求孩子写读后感。到孩子读了第二本
小说，她就责怪孩子把第一本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和
人物忘得差不多了，认为前一本书白读了。家长这
样做简直是故意给孩子制造绊脚石。这反映了家长
的两个问题，一是不理解阅读，二是功利心太切。
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搞得孩子厌恶阅读。

当儿童面对一本书时，如果有人向他提出了识
记的要求，他就会把注意力转移到识记上，而把阅读
的兴趣放到次要的地位。一旦孩子意识到读完一本书
后有那么多任务等着他，他就不会想再去读书。

阅读的功能在于“熏陶”而不是“搬运”。眼
前可能看不出什么，但只要他读得足够多，丰厚底
蕴迟早会在孩子身上显现出来。

◎好阅读读字，坏阅读读图

当下社会正处于一个“读图”时代。所谓“读图”就
是看漫画、电视或电脑等，是以图像为主的接受信息
方式。读图时代的到来对传统的阅读形成冲击。

现在患“电视痴迷症”的孩子太多了，这和家
长的一些观念有关。一些家长虽然也希望孩子长大
后是个爱读书的人，但并不在意儿童的早期阅读，
把孩子的早期阅读看得可有可无。有的认为电视里
也有知识，让小孩子多看电视也能长知识；有的认
为孩子没识多少字之前，先看电视，等识字多了再
读书；还有的认为孩子就应该活得自由自在的，只
要写完了作业，他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他们不知
道这是在错失良机，这种想法让孩子与一个好习惯
失之交臂。这种损失多半会影响一生。
“读图”取代不了“读字”的作用，“读字”优于“读

图”。文字是一种抽象的语言符号，可以刺激儿童语言
中枢的发展，并且这种符号与儿童将来学习中使用的
符号是一回事，他们在阅读中接触得多了，到课程学
习中对这种符号的使用就熟练而自如，这就是“读字”
可以让一个孩子变得聪明的简单陈述。

而漫画、电视和电脑都是以图像来吸引人，尤
其电视，这种刺激信号不需要任何转换和互动，孩
子只需要坐在电视前被动接受即可。看电视当然也
可以让孩子多知道一些事，但它的“读图”方式和
被动接受性相对于阅读来说，在智力启蒙方面的作
用微乎其微。学龄前儿童如果把许多时间都消磨在
电视前，他的智力启蒙就受到损害。从进入小学开
始，他的学习能力就会低于那些经常读书的孩子。

而且，习惯“读图”的孩子，已习惯被动接
受，不习惯主动吸收，他在学习上也往往显现出意
志力缺乏。台湾著名文化学者李敖用他一贯激烈的
口气说“电视是批量生产傻瓜的机器”。

孩子“读字”的时间开始得越早越好。读书和识字
量没有必然关系，和年级更没关系，随时都可以开始。
儿童最早的阅读就是听家长讲故事，从父母给孩子讲
慢慢过渡到孩子自己看，从看简单的连环画慢慢过渡
到看文字作品，从内容浅显的童话慢慢过渡到名著等
等。只要去做，这些过渡都会非常自然到来。

◎让孩子读正版原著，不要读“缩写本”或

“缩印本”。

每个人都喜欢“好东西”，不喜欢“坏东
西”，孩子更是把好与坏区分得势不两立，他们纯
如一张白纸的生命底片上会留下怎样的痕迹，与他
们成长中千万个细节的好坏有必然的联系。教育全
在细节中，每个看似微小的“好”、“坏”细节，
对孩子的影响都可能是巨大的。阅读对孩子的成长
很重要，家长和教师要尽量给孩子提供“好阅
读”，避免“坏阅读”，这也是你给孩子提供良好
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看“有用”的书，不是说不给孩子选好书，而是在选择中要以孩

子的兴趣为核心要素，不以“有用”为选择标准。

不不看看““有有用用””
的的书书

隔尹建莉

孩子不能只读有用的书

有一位初一学生的家长，发愁自
己的孩子不会写作文，问我怎么能让
孩子学会写作文。

当我了解到她的孩子读课外书很
少这个情况后，建议她在这方面加
强，并给她推荐了两本小说。她给孩
子买了这本书，孩子读了，很喜欢，
读完了还要买其它小说来看。为此她
给我打电话非常高兴。但过了一段时
间，再见她时提到孩子阅读的事，她
却又是一脸愁容，说现在孩子又不喜
欢读课外书了，不知该怎么办。

原来她在孩子读完这两本小说
后，就急忙给孩子买了一本中学生作
文选。妈妈的理解是，读课外书是为
了提高作文水平，光读小说有什么
用，看看作文选，学学人家怎么写，
才能学会写作文。可孩子不愿意读作
文选。家长就给孩子提条件说：你读
完作文选才可以再买其它书。孩子当
时虽然答应了，但一直不愿读作文
选，结果作文选一直在那里扔着，孩
子现在也不再提说要买课外书了，刚
刚起步的阅读就这样又一次搁浅了。

多给孩子读“闲 书”

这位家长的做法真是让人感叹，
她不理解小说的营养价值，也没意识
到阅读是需要兴趣相伴的。她认为读
小说不如读作文选“有用”。这种想
法，这好比是想给孩子补充维生素，
却拿一盒腌制的果脯取代一筐新鲜苹
果，大错特错了。

我一直不赞成学生们读作文选，
所以也从不让我的女儿圆圆读。她的
课外阅读书籍大部分是小说，此外有
传记、历史、随笔等。只是在高三年
级，为了把握高考作文写作要点，才
读了一本“高考满分作文选”。圆圆
高考作文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也许与
她研究过那些满分作文有一定的关

系；但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如果没
有她十几年来持续不断的阅读，和业
已形成的良好的文笔，高考前读多少
本“满分作文选”也没用。

现在，不少家长不关注孩子的课
外阅读，只是热衷于给孩子买作文
选，订中小学生作文杂志。这是一个
极大的认识误区。

我看过一些中小学生作文选和作
文杂志，上面登的文章当然都还文理
通顺，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能写出那
样的文字已不容易了。但它们写得再
好，也不过是些学生的习作，无论从
语言、思想还是可读性上，都非常稚
气。这些东西只是习作，不是创作，
除了老师或编辑，谁愿意看这些东西
呢。

还有一种情况。有的家长虽然没
买作文选，却只给孩子买散文精选、
短篇小说集等。他们认为孩子小，功
课紧，适合读篇幅较短的东西。每当
我看到家长为孩子挑选诺贝尔奖获奖
作者散文精选集之类的书，心里总是
由不住怀疑，孩子看吗，尤其是小学
阶段的孩子？

多读长篇小说

考虑到中小学生阅读的延续性和
量的积淀，我认为应该重点读长篇小
说。首先是小说比较吸引人，能让孩
子们读进去；其次是长篇小说一本书
讲一个大故事，能吸引孩子一口气读
下去几十万字。中小学生对散文，尤
其是翻译散文大多不感兴趣；而短篇
小说讲得再精彩，读完了也最多只有 1
万字。孩子们可以一鼓作气地读完一
个大故事，但很少有人能一篇接一篇
地连续读 20 个小故事。

我见过一位家长，她很注意孩子
的阅读，从孩子在幼儿园时就开始讲
安徒生童话，孩子上小学识字后让孩
子读插图本的安徒生童话，孩子上初
中后，她又买来了厚厚的一本纯文字
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和诺贝尔奖获奖作
家散文选。结果可想而知，孩子“不

好好读课外书了”。
这些家长为孩子提供着“ 经

典”，旁人对他们的选择可能也提不
出什么批评。孩子们虽然不知道自己
需要哪本书，但他们知道不需要哪本
书，对于没有兴趣的东西，他们只有
一个态度：拒绝。

所以，在给孩子选择阅读书目
时，要了解孩子，然后再给出建议。
不要完全用成人的眼光来挑选，更不
要以“有没有用”来作为价值判断，
要考虑的是孩子的接受水平、他的兴
趣所在。

我的建议是，家长自己如果经常
读书，心里十分清楚哪本书好，可以
推荐给孩子；如果家长总能给孩子推
荐一些让他也感到有兴趣的书，孩子
其实是很愿意听取家长的指点的。但
如果家长自己很少读书，就不要随便
对孩子的阅读指手划脚，选择的主动
权应交给孩子。有些作品离当下孩子
们的生活太远，而可读性又不是很
强，也许它只是适合孩子们长大了再
读。

真正适合孩子的东西他一定不会
拒绝，他拒绝的，要么是产品本身不
够好，要么是和他的阅读能力不匹
配。

即使对成人来说，持久的阅读兴
趣也是来源于书籍的“有趣”而不是
“有用”。

不看“有用”的书，不是说不给
孩子选好书，而是在选择中要以孩子
的兴趣为核心要素，不以“有用”为
选择标准。事实上“有趣”与“有
用”并不对立，有趣的书往往也是有
用的书。一本好小说对孩子写作的影
响绝不亚于一本作文选，还要超过作
文选。陶行知先生就曾建议把《红楼
梦》当作语文教材来使用。所以，我
在这里说“不读有用的书”是一种矫
枉过正的说法，目的是强调关注“有
趣”。只有“有趣”，才能让孩子实
现阅读活动；只有实现活动，才能实
现“有用”。

“好阅读”与“坏阅读”



8 月 30 日，山东现代
职业学院 2010 级新生开学
典礼在该校运动场隆重举
行。来自全国近 2 0 个省
(市、自治区)的大一新生相
聚现代，接受了来自社会
各界、支持高职教育发展
的领导的检阅。该校董事
长兼院长刘春静发表讲话
时指出，希望 2010 级新生
能珍惜大学时光，刻苦学
习专业文化知识，提升文
明素质，投身社会实践，
学好一技之长，回报父
母，回报社会。

现代学院举行开学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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