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责任编辑：行 超 教鹤然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箱：wyblilun@163.com 文学评论 2020年6月1日 星期一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智慧和经验的重要

手段，是推进教育公平、缩小社会差距、促进文

化繁荣的基本条件。通过阅读优质书籍能够

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可以帮助人们形成良好

而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由此，我

们可以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常常能够折射出

这个人的精神文明发展历程。

2016年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

的《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中，明确

提出“坚持少儿优先，保障重点”的基本原则，

要求保障和促进优质少儿读物的出版和供

给。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员与儿童数字内

容平台KaDa故事联合发布的《2018中国儿童

数字阅读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儿童人均年

阅读量已经达到40本，远超全球最大童书出

版社Scholastic调研公布的美国儿童人均23

本的年阅读量。今年上半年，先后涌现出如

“2020年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系列活动、“国

际儿童图书日”书目推荐等结合诵读、绘本、征

文、表演、数字阅读等多种形式的少儿阅读推

广活动。可以说，在来自民间、教育界、文学界

等多个领域的儿童阅读推广活动推动下，当下

少儿阅读迎来了较好的机遇与开放的生态。

但是怎么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怎样筛选、甄

别优质的儿童读物，又该如何推动合理规范的

分级阅读标准等问题，仍然是我们在未来的很

长一段时间内都需要深刻思考的。

在当下信息媒介高速发达的时代，我国政

府正逐步加大推广全民阅读的工作和相关活

动。少儿阅读作为全民阅读体系的基石，逐渐

成为被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方面普遍关注的

重要议题。但是，少儿阅读活动的具体展开过

程中是否还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复杂问题？儿

童、家长、教师和社会等多方力量在少儿阅读

推广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处理儿童自

主性阅读和成人干预阅读的关系，又应如何制

定适应不同年龄段儿童的阅读分级标准？时

值2020年国际儿童节，与少儿阅读密切相关

的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阅读如何走进孩子的内心

去年，中国儿童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联合发布了《儿童蓝皮书：中国儿童发展报

告（2019）》，对全国10个城市将近15000名城

乡儿童和家长进行抽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我

国儿童的平均校外生活时间主要分配给了完

成功课，在占据校外生活时间的20项具体事

件中，阅读排在第五位，花费时间大致在37分

钟左右。统计数据反映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

题，对于学龄儿童而言，阅读花费的时间要远

远少于写作业、外出游玩、使用电子产品进行

娱乐和从事家庭劳动等。换言之，阅读可能还

没有真正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在推广少

儿阅读的过程中，培养阅读兴趣是重中之重，

否则一本好书即便摆上孩子的书桌，也无法走

进他们的内心。“不阅读的童年是灰暗的，被动

阅读的童年同样没有光亮”，作家薛涛表示，推

行少儿阅读时，老师、家长和孩子共同面对的

第一困境就是很多孩子对阅读没有产生兴

趣。因此，如何让阅读成为生命的渴望，成为

人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盏明灯，这是少儿阅

读推广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阅读兴趣的培养应从早期阅读阶段着手，

尤其需要家长适当地与孩子进行共读，这是亲

子之间情感交流、思想沟通、帮助孩子塑造健

康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捷径。作家王林柏从

身边许多家长的育儿经验中发现，很多父母能

够做到在孩子学龄前进行绘本的亲子共读，但

等孩子踏进校门、识字以后，家长们的心态慢

慢出现转变，开始更多地让孩子“独立自主”地

读书。“止于绘本”的亲子阅读与家长的缺席，

会让很多孩子难以甄别图书市场中良莠不齐、

鱼龙混杂的少儿读物，进而影响孩子在青少年

阶段养成良好的阅读品位。“90后”作家常笑

予则将少儿阅读生动地比作学习“骑自行车”

的过程，她认为，孩子们在最初的阅读阶段需

要家长或者老师带领入门，告诉他们正确的阅

读方法和注意事项，可以用“扶着车后座”的方

法帮助他们练习，但最终要教会孩子如何养成

阅读习惯，独自骑行在书籍的原野上。

当孩子们从家庭走入校园，就需要教师能

够为儿童阅读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新的阅

读教学任务对于当代教师自身的阅读储备、文

学储备、策略储备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青年学者崔昕平提出，语文教师的引领和阅读

大纲的量化会极大地助益儿童阅读活动落到

实处，但如果阅读与学习行为等同，势必会伴

随一定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以目前可见的阅

读检测题为例，许多问题的设计形式单调、答

案刻板僵化，无法达成深入的阅读交互与个性

化的阅读理解，久而久之，无疑会冲淡阅读行

为本应有的乐趣。因此，崔昕平认为，应该科

学有效地发挥家长、教师的成人阅读引路作

用，建立与作品、儿童读者之间良性的呼应与

互动，这样才能够引导儿童养成良好的阅读习

惯，并形成伴随终生的阅读兴趣。

“开卷有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吗？

正如前述，校内的课程、校外的兴趣班、种

类繁多的数码产品和电子游戏都在不同程度

上压缩了中小学生的阅读时间，如何培养孩子

们的阅读兴趣成为少儿阅读推广亟待解决的

首要问题。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关注孩子

的阅读，众多有责任心的老师和社会组织也通

过多方努力，引导孩子和家长培养优秀的阅读

习惯，致力于更加有效的阅读。与此同时，诗人

邱易东表达了自己对当前的儿童写作和儿童文

学阅读的担忧，他认为当下儿童文学原创作品

大量出版，各种阅读活动也方兴未艾，看起来

是繁荣、热闹的，其实大多数孩子并没有爱上

读书，也仍然不会读书。尤其是当下大量流水

线生产出来的、良莠不分的儿童出版物成倍增

长，内容空泛、词不达意，令人不忍卒读。长期

以来，这样的作品已经让孩子在阅读中潜移默

化，失去了真情实感表达所依凭的母语语感。

因此，邱易东提出“孩子的阅读问题，不在于读

与不读，读多读少，而在于读什么。读太多无

益、无良的书，不如不读。”那么，在形成阅读兴

趣、养成阅读习惯以后，孩子们究竟应该读些什

么书？

陶渊明曾在晋宋之际所作的家信《与子俨

等疏》中写道：“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长久

以来，我们都提倡“开卷有益”的广泛阅读理

念，在少儿阅读方面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

至世纪之交，是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进入创

新和繁荣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段的儿童文学作

品原创和译介都相对有限，因此，大量、广泛的

阅读书籍能够有效地帮助孩子们开拓视野、丰

富知识。近年来，全国童书出版市场数据及趋

势基本保持正向增长的良好态势，在线上、线

下各类图书售卖平台及图书展销活动中，我们

能够看到种类繁多、花样翻新、令人应接不暇

的儿童读物，其中当然有着体量庞大的优质中

外原创图画书、童诗和儿童小说作品，同时，也

不乏鱼目混珠的粗制滥造之作。

刘绪源曾经在相关文章中把儿童读物分

为药、软饮料和水果三个类别。他认为，一味

强调教育价值而忽视了文学性与审美价值的

童书就像“药”，有着很强的针对性；追求市场

效益、一味讨好儿童口味，写得浅显热闹却没

有真正的内涵的童书就像“可乐”一类的软饮

料，有着很强的成瘾性；而真正具有很高的审

美价值、有内涵的儿童文学佳作则是天然的

“水果”，能让小读者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有

益于身体健康。因此，如何在品类繁多、选择

多样的儿童读物市场中，为孩子们筛选、甄别

出那些具有营养价值的“水果”，成为推进少儿

阅读落到实处的重中之重。

那么，“开卷有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吗？

毋庸置疑，孩子们自主性地选择读物与家长、

教师和社会等多方引导阅读，在少儿阅读的推

进过程中是两条并行不悖的线索。《儿童文学》

主编冯臻认为，孩子无目的性地选择自己喜欢

的书籍，又能合目的性地从书籍中自由地吸收

养分、滋养精神，完全放松地投入到文本世界

里，在其中欢笑、忧伤、做梦、游戏、畅想，是一

种在成年后的岁月中很难再现的乐趣。成人

主动配置孩子的阅读资源，干预孩子的阅读趣

味，评价孩子的阅读效果，也有可能触发功利

性、目的性更强的市场商业行为。因此，如果

我们能在尽量规避“急功近利”成人阅读干预

之余，赋予孩子更多的自主性选择阅读权力，

或许是送给童年的一份最宝贵的礼物。

“分级阅读”的意义与可能

少儿阅读的主体是不同年龄段的少年儿

童，为不同年龄层次、心理状态、知识水平的孩

子们制定不同的阅读建议和推荐读物，是少儿

阅读进程中需要重视和解决的具体问题。

从童书出版的角度推行儿童分级阅读，可

以部分地保障儿童阅读的合理性和普适性。

近几年间，曹文轩曾经多次提出关于青少年分

级阅读的建议，他认为“家长应参与孩子的阅

读过程，尤其应指导其分级阅读，引导孩子快

乐阅读、科学阅读”，并先后主编了《中小学名

著分级阅读》《经典美文分级阅读》等丛书。从

事童书出版的崔璇子也表示，如今的儿童阅读

推广工作越来越精细化，各种书单和奖项不断

丰富着门类，同时也在越来越注重年龄段的分

层。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一方面要选择适合自

己阅读能力、理解能力的图书，一方面要“不挑

食”地对不同分类的读物都有所涉猎。出版方

可以通过对图书的内容、字数、形态等方面的

设计把控，为不同年龄层次的孩子们打造适合

他们口味的儿童读物。

但是，国内推行童书分级阅读需要保障分

级阅读标准制定的合理性、规范性和科学性，

以及具体实施童书分级制度的有效性，更需要

得到孩子、家长、教师和社会各方面的共识。

学者方卫平认为，在国内推行童书分级阅读，

很有助于改善儿童出版和阅读的纷乱现状。

从理想的角度看，一种科学、有效的童书公共

分级制度的建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各个

年龄段儿童阅读环境的适宜性。但分级不是

立法，阅读也不存在强制，要保障孩子阅读的

质量，根本还是要靠提升父母、教师等相关人

群的童书素养，并通过对儿童开展有效的阅读

指导，使那些好的童书能够尽可能多地进入他

们的阅读视野。在此基础上，方卫平进一步提

出童书分级需要考虑的两个重要前提，一是童

书分级标准的科学性，二是实施童书分级的有

效性。分级概念需要在出版界、图书馆、教师、

家长等群体中获得认可，并且形成具有一定覆

盖性的童书评价体系，父母们在决定孩子该读

什么的时候，才会信赖并采用这样的分级。在

分级概念本身得到认可的前提之下，分级标准

的确立还需要逐步获得科学的儿童阅读理论

和实践调查成果的专业支撑，才能制定出比较

完善、健全的具体分级标准。

新观察新观察

5月18日，“曹文轩新小说”系列作品的第

五部 《寻找一只鸟》 于多家网络媒体共同发

布。活动中，曹文轩介绍了新作的灵感来源、

书中全新的人物群像以及创作的核心理念。《寻

找一只鸟》讲述男孩羽片儿跟着妈妈和外婆生

活在一起的故事，拼凑出一幅奇异而温情的画

面。在书中，曹文轩赋予了这部作品超越文字

本身的魅力，带领读者进入了一个活动的影像

世界。

与此同时，《寻找一只鸟》不是一部简单的儿

童文学作品，因为这不再仅仅是一部关于孩子的

成长故事，而是一部关于每个人的成长故事，其

内核充满着深刻的自省精神。在整部作品中，每

个人都有自己必须完成的生命课题，带给我们的

不止是“新理念、新气象、新思考”，读者更能从中

看到作家的自省与自信。据悉，围绕《寻找一只

鸟》还将在月末开展“曹文轩教授《寻找一只鸟》

文化素养大赛”，面向中小学生以小说续写、内文

绘画配图、朗诵视频等形式进行分组评选，促进

新作的阅读。 （儿 文）

■书 讯

曹文轩新作《寻找一只鸟》近日“云发布”

5 月 18 日是第 44 个国际博物馆日，上午 10

点，“了不起的长城”文化传播暨“云游金山岭：一部

长城史，半部中国史”主题直播活动在河北省滦平县

博物馆成功举办。多家网络媒体进行了线上直播。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党委副书记、副社长刘勇

敏，滦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秀宏，当当网童书新

媒体主编、童书荐书联盟总运营张峡等参加了活动。

长城是一座不同寻常的露天博物馆，是中国的

历史文化名片，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几乎每

个中国人都以能登上长城为骄傲。《了不起的长城》

系列是中少总社知心姐姐团队与“最会讲长城故事

的爷爷”王雪农老师一起策划制作的长城文化开创

性产品，包括《写给孩子的长城故事》《长城修筑小

史》和一套长城立体拼插，并有中央电视台配音员为

长城故事配音。孩子们可以听、可以看、还可以动手

拼插，在拼插中穿越历史，体验从春秋时期的烽燧，

到明朝修筑的长城最高峰，亲手修筑一座自己的“长

城”，了解长城2000多年的历史演变。

据主办方介绍，希望通过此次图书的出版，让孩

子们能真正读懂长城，揭开长城的历史和文化密码，

走进雄壮的历史长河，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勤劳

和智慧，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心。 （欣 闻）

“一部长城史，半部中国史”主题直播走进长城

5月4日，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2020年奖项发布会以线上

直播的形式与全球观众见面。儿童文学与阅读界的三大最受瞩目的

国际奖项“国际安徒生奖”“IBBY-朝日阅读促进奖”“IBBY-iRead爱

阅人物奖”获奖名单正式公布。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是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有正式咨商关系的非营利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如今由全世界

81个国家分会组成，有“小联合国”之称，是致力于把全世界图书和儿

童联系在一起的国际网络。IBBY的宗旨是通过高品质童书促进国际

理解，维护世界和平。IBBY于1956年设立的国际安徒生奖是世界儿

童文学的最高奖项，有“小诺贝尔奖”之称。近年来IBBY一直在推动

全球了解中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和作品，也为中外创作者和阅读推

广人架设了一座相互了解、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桥梁。

据了解，此次奖项评委会的投票成员由6名IBBY执行委员会成

员和1名爱阅公益基金会代表组成，他们分别来自马来西亚、俄罗斯、

南非、阿根廷、巴基斯坦、英国和中国。细致阅读所有提名材料后，评

委会在第4届IBBY亚洲大洋洲地区会议期间进行了线下评审。

在此次线上奖项发布会中，获得2020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的

是来自瑞士的艾伯丁（Albertine），获得作家奖的是来自美国的杰奎

琳·伍德森（Jacqueline Woodson）。获得2020年IBBY-朝日阅读

促进奖的是阿根廷的机构“房子、摇篮、故事人”（Casa Cuna Cuen-

teros）。首届“IBBY-iRead爱阅人物奖”的获奖者为中国的朱永新

与荷兰的玛丽特·托恩奎斯特（Marit Tornqvist）。每名获奖者将获

得20万元人民币奖金，奖项还为每位获奖人指定的非营利儿童阅读

推广项目捐赠15万人民币用以支持项目发展，以鼓励他们对全球儿

童阅读教育和儿童发展做出持久和杰出的贡献。

“IBBY-iRead爱阅人物奖”获奖者朱永新是中国儿童阅读发展

的推动者和引领者，多年致力于发起民间教育改革行动新教育实验，

创办公益的专业研究机构新阅读研究所，呼吁把全民阅读作为国家战

略。另一位获奖者玛丽特·托恩奎斯特是高产而杰出的作家和插画

家，在全世界推广儿童阅读，为来自不同国家的孩子组织阅读和插画

活动，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生活和文化。

据悉，颁奖典礼原定于今年9月在俄罗斯莫斯科的IBBY世界大

会期间举行，受疫情影响，IBBY世界大会和颁奖典礼推迟至2021年

9月举行。 （少 文）

■童心世界

黄土高原 李静好（7岁）作

·
第
四
八
二
期
·

2020年国际安徒生奖

和首届“IBBY-iRead爱阅人物奖”获奖名单公布

■动 态

少儿阅读少儿阅读，，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做？？
□教鹤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