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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和英语类图书最易“踩雷”

喧嚣的课外读物市场喧嚣的课外读物市场
能否让青少年静心阅读能否让青少年静心阅读

6 岁的学龄儿童课余
阅读会阅读哪些书籍？北
京市东城区6岁男孩小马
的妈妈提供了这样一份书
单。书单中，有《牡丹亭》

《三国演义》等名著的彩绘
本，还有《优美的现代诗》
等文学启蒙读物，更有《了
不起的情绪力》《宝贝人际
交往》等性格养成类读物。
小马自己喜欢的书则是

《一年级的小豆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阅读”是学龄儿童家
庭非常重视的教育方式。
尤其是随着资料阅读在各
科考试中占比的增大，课
余读书更成了家庭教育的
重要一环。

然而在孩子亲近书本
的过程中，家长们也有不
少困惑。上海市杨浦区一
位小学一年级学生家长向
记者反映，自己的女儿在
阅读童话《小猪唏哩呼噜》
时看到这样的描写：“猪妈
妈生了12个孩子，11个都
是女孩，等到第 12 个，才
盼到一个男孩子。猪爸爸
高兴地大叫‘哇！男孩子’！
并把他高高举过头顶，大
喊‘这才是我的好宝贝’。”
而这唯一的男孩也是本书
的主角，名叫“唏哩呼噜”。
这位家长迷惑地说：“这不
是重男轻女吗？”

北京市朝阳区小学二
年级男孩小于的家长也有
不少困惑，在老师推荐的
课外读物《胡小闹日记》
中，以胡小闹为首的孩子
们，和家长发生分歧的时
候，采取的方式不是对话
交流，而是集体不回家甚
至绝食抗议。“孩子和家
长、老师之间发生矛盾，为
什么不能好好解决，要用
极端的方式刻画呢？”

这些阅读中的困惑如
何化解？亲近阅读的过程
中如何选好书、读好书？记
者展开了调查。

实际上，不仅是中文图书，一些英语
启蒙绘本也或多或少令家长困惑。北京
市海淀区小学一年级学生家长李妍告诉
记者，她跟随一个讲解儿童阅读的公众
号购买了一本英语启蒙绘本，在阅读的
过程中发现，书中有“我好喜欢罂粟花”
的描写，她感到“不可思议”，随即将这套
书收了起来。

除了对书本内容、观念的不认可，不
少家长，尤其是学龄儿童家长反映，在阅
读中，他们感到最大的困惑是“迷茫”。

孩子刚开蒙，对很多知识都充满兴
趣，是学习的“黄金期”。这时，应该学情
绪管理、学国学经典、学英语入门还是
统统都学？一些家长会依据上学的需
要，为孩子添置图书，比如语文课可能
接触到的诗词文章、数学课可能接触到
的数字运算等。更多的家长通过一些育
儿博主、阅读公众号的推荐购置图书。
前文中小马的妈妈就是通过育儿博主

开出的中文启蒙书单为孩子购置的图
书。

记者采访了负责童书推荐的从业者
顾明（化名），他告诉记者，他们就是“利
用家长的困惑”推荐书籍。“目前来看，这
个市场是很大的。家长们比较容易受到
互联网的影响，从众心理明显。比如一些
名人通过‘名人效应’用自身经历或培养
孩子的经验做包装，打上‘大语文’‘阅读
课’等标签，推出公众号的文章，再利用
流量团队在线下发展‘微信粉丝群’推销
图书。他们推荐的书有一些很不错，但也
有一些是隐性广告，质量就难以保证了。
同时，这些公众号背后还有‘报培训班
’＋推销教辅图书等一系列营销手段，一
些大的‘鸡娃群’都和他们有合作，增加
教育焦虑。”顾明说。

哪类图书在阅读的过程中最容易
“踩雷”？顾明介绍，有两大类图书是“重
灾区”。“一类是国学类图书，一类是英语

启蒙类图书。”顾明说。
“用我们业内的话来说，这两类图书

‘目标市场无限’，没有边际。首先是国学
类，学龄前孩子应该会背多少古诗？没有
定论，于是一本唐诗可以编了再编。你家
孩子 5岁会背 100首唐诗，我家孩子 6岁
就要熟背《弟子规》《三字经》全文。加上
早期一些小学入学确实要求有背诵基
础，那么一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内容出完
了，《女儿经》《女四书》是不是能借势出
版？这些早已被历史抛弃的陈旧观念借
助营销出现在‘书单’上。”顾明进一步
解释，“其次是英语类，同样的道理。尽
管要求小学零起点教学，但是真正不提
前学英语的孩子很少。一旦提前学，就
面临着‘该掌握多少词汇量’的问题，在
一些阅读公众号的文章中，这个答案是
多多益善。很多国外的小学原版教材因
此被推荐给学龄前孩子和家长。”

“亲子阅读”，家长要把好第一道关

除了市场营销方面出现的问题，在
孩子阅读成长的过程中，家长自身应该
加强哪方面的学习？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学部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副教授姚颖认
为，儿童出版物有自身的出版标准。但是
身为家长，要提升自己的审辨眼光，提升
自己的“媒介素养”。“要首先明确一种观
念，不是所有的‘推荐书单’都是好的，对
书籍最终的筛选权在家长手中。”姚颖告
诉记者。

“对阅读的正视是好现象，孩子养成
阅读习惯将受益终生。但是随着时代的
发展、观念的更新，家长也要从纷繁复杂

的市场中多多学习，作出综合判断。目前
的学龄儿童家长大多是 80后、90后，他
们的视野本身就较宽。”姚颖说，“但需要
重视的是，早期阅读最好是亲子共读，家
长们每天可以抽出 10～20 分钟的时间
和孩子们一起阅读书籍，这样不但能培
养阅读习惯，更能促进亲子沟通和家庭
教育。”

“亲子共读”也是顾明认为最能发现
“阅读问题”的方法之一。“阅读应该是家
长和孩子共同认识世界的过程，不要盲从
于所谓‘书单’，不要被‘鸡娃群’中背诵诗
歌、英语的案例扰乱心神。‘尽信书不如无

书’，一些书本中需要更新的理念，需要家
长为孩子指出来。”顾明说。

更令顾明担忧的是，随着多媒体平
台的发展，阅读将从多方面进入孩子的
生活。“这当然是好事。我指的是，现在的
儿童阅读已不仅仅是‘读’，点读笔、‘听
书’、‘同步背诵’、‘口音对比打分软件’
等同时发展，打开一本书，不仅仅是读，
还能听能说。这将进一步挤占孩子的课
余时间，现在很多孩子上学路上还拿着

‘点读笔’听单词。在这样的环境下，选择
图书更需要家长把好第一道关。”顾明告
诉记者。

“不动笔墨不读书”，把书读透有秘诀

作为深耕语文领域的从业者，北京
市朝阳区教研中心语文学部负责人、北
京市特级教师、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何
郁告诉记者，他不会轻易开出“系统的书
单”。“我会根据学生的情况为学生推荐
书籍。推荐的原则有两个：一是我读过多
次并认可的书；二是我曾推荐给学生并
得到正向反馈的书。我认为‘书单’反倒
会束缚孩子的思想发展。”何郁说。

他给学生推荐最多的一本书是《论
语》。“《论语》和教材紧密相关，推荐它一
方面可以打通课内外；另一方面，《论语》
能给孩子打下深厚的文化基础。这是思
想传承的一本书，它不仅教会学生人生
道理，其中的成语、典故、思想穿越千年
依旧鲜活。”何郁说。

近年来，他也曾听到过学生家长有
关阅读困惑的反馈。“比如一些家长反映

《红楼梦》中早恋的描写，《水浒传》中暴
力的描写等。有些家长认为，是否可以给
孩子选‘洁本’‘删减本’。我认为，学生不
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一些年龄小的孩子
可以选择‘洁本’，但是中学以后的孩子
就应该鼓励读原本名著。他们在阅读的
过程中了解真相，学会鉴别、取舍，吸取
有价值的营养，这都是他们成长的必经
之路。”何郁告诉记者。

在阅读中，有哪些需要遵守的原则？
何郁提出了四条经验。“首先是根据孩子
的年龄、阅历选择图书。其次要贴近教
材，教材选择的都是经典名著的片段或
单篇，课本要精读；课外可以选择经典名
著的全本，全本可以泛读。精读和泛读相
结合，这是学会阅读的好方法。再次是

‘不动笔墨不读书’，学生要有意识地拿
笔看书，批画的过程就是浸润的过程。书

读完了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批注写读后
感，写鉴赏的小文章。最后是不要狭隘地
看一本书，比如《论语》，不要只读论语，
可以读《孔子传》等，了解先贤生平、历史
等，从一到多，从一本书到它周边的系统
读物，这就把书读透了。”何郁最后说。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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