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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一大亮点，就是

“要把开展读书活动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引导学

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是教育部党组书

记、部长怀进鹏重点指出的，似乎也是共和国教

育部长首次旗帜鲜明、掷地有声地提出要把读书

活动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对此，作为一名曾经的读书活动倡导者与推

动者，现在的一名呐喊者与鼓劲者，感到特别振

奋和欣慰。我坚持认为，对于一所学校，有好的

阅读，才有好的教育。一所没有阅读的学校，不太

可能成为一所好学校，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

那么，如何把开展读书活动这件大事抓好呢？

转变教育观念

学校本来是一个读书的地方。

然而不知何时，教育已将读书的殿堂异化成

了重复训练、反复考试的名利场，让在这个年龄

阶段，最该多读书、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孩

子，失去了很多的读书机会，错过了最佳的读书

季节，湮没了他们应有的生命光彩和幸福。

即便有一些读书，也仅 局限于读 课本、读

题、读考试秘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

憾。苏霍姆林斯基说：

“一所 学 校可以什

么 都 没 有，只 要

有了为师生精神

成 长 而 提 供 的

图 书 ，那 就 是

教育。”他还说：

“让学生变聪明

的办法不是补课，

不是增加作业，而是

阅读、阅读、再阅读。”

今天，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带来了教育观念

的革命。那种为了一纸分数而进行的反复考练、反

复刷题的教育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如

何打开学生视野，拓展其知识面，培养创新思维和

创造能力，如何从过度关注“分”走向关注“人”，

关注人的“素养”，关注人的“精神发育”，成了我

们必须面对的新课题。而读书作为一种最为基础

的教学手段，也是学生自主学习的一种重要方式，

可以让学生在广泛地涉猎中吸纳知识，开窗观景，

在自主阅读中放飞思绪，自由飞翔，自我成长。

特别是在“双减”背景下，学生有了更多自

由支配的时间，学校更应该将读书活动一以贯之

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让学生徜徉书海、广读博

取，既能从课本教学中获得母乳滋养，又能从读

书活动中吸收“五谷杂粮”。

营建书香校园

开展读书活动，要营建一个书香校园。

读书是需要氛围的。学校尽管天然是一个

读书的地方，但同样需要氛围，就好比每年新春

佳节，华夏子孙积淀着上千年的文化共识，但恰

到好处的氛围营造和环境烘托仍不可少。

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读书活动的开

展，读书习惯的养成，读书风气的形成，离不开书

香校园的熏陶与浸润。这样一种读书氛围，能够

让人置身其中，情不自禁、自然而然拿起书本，进

入一种沉浸的状态。

一个书香四溢的校园，哪怕处于穷乡僻壤，

它也会洋溢着快乐与幸福；一所书香浓厚的学

校，即使设施简陋，这里的师生也会精神饱满、

心有琴弦。

钱理群先生曾说：“中小学教育是干什么

的？一是培养学生读书的兴趣；二是教给学生

好的读书方法；三是养成读书的习惯。做到这三

条，学生就会一辈子读书，受益无穷。”对此，我

深表认同。一个孩子有了浓厚的读书兴趣，他就

会爱上学习，即使离开校园之后，都会坚持不断

学习，终身学习；有了正确的读书方法，他就擅长

于学习，认真学习，高效率学习，发扬和秉承“书

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精神；有了

良好的读书习惯，其他习惯再坏坏不到哪里去，

成绩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我们要营建书香校园，为每一位孩子找到

最适切的书籍，让书籍成为孩子们最容易获得的

资源，让书香润泽孩子，荡涤心灵，陶冶情操，开

启智慧，点亮他们的灵魂和未来的人生之路，点

亮这个世界。

校长、教师应是读书人

最好的学习是自我学习，最好的教育是引领

示范。只有示范者读得手不释卷，学生才会嗜书

如命；只有示范者读得意犹未尽，学生才会兴趣

盎然。

教育最曼妙的风景是什么？那就是一所学

校，有一位喜欢读书的校长，带领一批喜欢读书

的老师，陪着一群孩子读书。

然而现实却是，最应该读书的这两个群体读

书很少，这是很可怕的。其实，真正重视读书的

人，总能挤出时间。因此，学校开展读书活动最

关键的因素是校长和老师，他们必须是热爱读书

的人。没有他们的示范引领，就不可能有学生读

书，也就不可能有有效的读书活动，而“把开展

读书活动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就有可能化为泡

影，成为一句口号。

校长和教师的阅读，关乎自身专业成长、素

养的提升，关乎对教育的态度、对孩子的情感，

更关乎着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未来的忧思。

阅读更多不同类型的书籍可以有效地扩大孩子

的阅读面，增加课外阅读量的同时，为孩子参加学

业考评提供更多的帮助。

能让阅读的“种子”在和谐家庭氛围的“沃土”

上“生根发芽”，书香气息便会萦绕在家庭中。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阅读是从四五岁时父亲拿

给我的一本《西游记》+一本《新华字典》开始的，

翻开《西游记》不认识的字比认识的字多很多倍，

想查字典，发现自己根本就不会。于是，很快的，我

就睡着了，因此便被无情地冠以“不爱读书，难成大

事”的评语。长大后，每每当作趣事再去谈论到此

时，我就跟父亲说，那时候特别想坐在您身边听您

讲一讲《西游记》里有趣的故事，也许只是一小段，

哪怕没有结尾，我可能都会自己去书中找结局了。父

亲总会遗憾地笑一笑，说上一句“我们小的时候谁

给讲故事，都是自己看书”。

多元化阅读方式带领孩子畅游书海

关于阅读，我一直记得这个场景，记得与父亲

的对话，这也正是引发我对现在家庭教育中与阅读

方式相关思考的基础。孩子想要的不是单一地被要

求，而是从精神到行为上的引领。信息时代，孩子获

取知识的途径包含但不限于传统阅读，多媒体形式

下的各种“新式阅读”将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面

对这样的问题，应该尝试改变的就是家长，要与时

俱进，在当代各种新鲜事物中去探寻引导孩子爱上

阅读的方式与方法，尝试运用多元化的阅读方式带

领孩子畅游书海。

陪伴孩子应该注重精神层面

可能很多家长都会说，哪有那么多的时间陪孩

子？也会有家长说，我是全职家长，每天跟孩子在一

起。可是，亲子间的陪伴到底该如何界定呢？

只是人在，而心不一定在的“全职妈妈”却也屡

见不鲜。那么，这就引发了我们的思考，是不是人在

孩子身边就叫陪伴了呢？我想不是的，陪伴更应该

注重的是精神层面。家长和孩子在家，各自捧着电子

设备，一天没有一句话，饿了点外卖，这不叫陪伴。

当然，我们也应该理解到：成年人有更多的压力，来

自社会的、来自家庭的、来自自身的……难道成年人

就不需要通过放松来调节吗？当然需要，但是当我

们的身份不再单一是自己之后，也就应该将陪伴孩

子写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计划”。

让孩子在玩中主动探究、学习、阅读

相信很多孩子都会跟家长说“我去跟同学玩”，

那家长有没有进一步追问一下“玩什么”呢？我的孩

子经常会跟同学相约到公园去玩，也有体育锻炼的

时候，但是特别少，他们玩的内容集中在做科学小

实验；研究滑轮、机械组合；还有魔方、圣剑、玲珑

拼图的各种比拼……

非常坦诚地说一句，他们经常玩的内容中我熟

悉的只有魔方，但是我很支持孩子去跟同学玩。时

代已经不同了，如今很多新鲜的事物出现在了孩子

的身边，玩物一定丧志吗？我想：把握好度，是不会

的。在我们并不熟悉的领域中，很多人都是从玩入门

不断地探究、学习，最终走上巅峰。面对孩子的兴趣

爱好，作为家长应该给予一定的鼓励与支持。其实，

孩子在追求玩的过程中也会主动地去探究、学习、

阅读很多不同方面的内容，不片面、不单

一、多元化才能帮助孩子走向成功。

现在大多孩子喜欢看《最强

大脑》，看到一个个“天才”选手

的风采，钦佩仰慕之余也会去思

考自己的理想。我的孩子学习魔

方就是受到《最强大脑》选手的影

响，从二阶、三阶、四阶、五阶到各种异型魔方，他现

在会接近10种，在同学间他是会的种类最多的，他以

绝对的优势代表班级参加了数学节的比赛。他不仅

玩魔方，还把魔方了解得非常透彻，起源、原理、各

种公式，这都是他在兴趣的驱动下自主去阅读的内

容。有一段时间他经常提出要跟我们玩《三国杀》，

他为了让我们可以跟他玩，他将说明书上的详尽内

容转换成自己的语言讲解给我们听，带着我们在玩

中学习规则。开始玩之后，每一种招式、每一种技能

家中的长辈都能给他讲出出处，这一点令他非常钦

佩。于是第二天，我就看到他在读《三国演义》，然

后兴奋地说，“我知道xxx技能出自哪里了”。

阅读其实很简单，让孩子爱上阅读并不难，它

只是需要家长的用心策划，需要家长的悉心引导。

鼓励孩子去玩，让他玩出名堂来，这名堂就从兴趣

中来。

希望所有的家长都可以接纳和认同孩子的兴趣

爱好，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发展自己的兴趣

与特长。但这不等于放任不管，作为家长我们首要

的职责就是引导、鼓励孩子向着更具底蕴的方向

去发展，帮助他们走上将阅读融入生活各个角

落的康庄大道。

校长和教师的阅读，关乎自身专业成长、素养的提升，关乎对教育的态度、对孩子的情感，更关乎

着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未来的忧思。

把读书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精神层面陪伴
让孩子在兴趣驱动下自主爱上阅读

	 开学季	 开学季
	 		 	 让记忆力翻倍的让记忆力翻倍的

问题法

提出几个具有连贯性、系统性的问题，根

据问题答案的顺序，帮助记忆背诵内容。

间隔法

记忆课文的词语不能怕重复，第二、三天

还要再读第一天读的词，温故知新，常读

常新。

歌诀法

将要背诵的内容编为歌诀，读来顺口。

“秘“秘籍籍””

贴士

贴士

贴士

对比法

把文章具有对比的内容找出来，记住这个

对比的性质、特点、作用，就容易背诵了。

贴士

列表法

记忆时先把需要背诵的内容进行列表归

纳，使繁杂的内容简单化、特征化、条理

化，一目了然，便于举一反三，加深印象。

贴士

根据背诵内容列出一个简单的提纲，然后

按照提纲练习背诵。

提纲法
贴士

■ 来源：北京健康教育

找到了找到了

来源：《中国教师报》文/汤勇

    哆啦A梦有一个法宝，叫“记忆面包片”，只要

印到书上吃下去，文字的内容就能被记住了，这是多

少人梦寐以求的？

    又到了开学季，学习的知识越来越多，被忘记

的可能性也越大，应该如何提高记忆力呢？ 

    这些背诵技巧能提升记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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