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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读书？

  阅读经典名著为什么如此重要？丁之境认为，
通过阅读可以启智增慧，锻炼心智成长，“一个人
的阅读能力和一个人的认知能力基本上是重合的。
阅读力决定学习力，阅读能力强的孩子在各个学科
的学习都比较有优势”。
　　“读书也可以让人看到一个更加广阔的世
界。”丁之境说，“人的一生受到自身视角的限
制，没有办法抵达地球的各个角落，也无法看尽人
间所有的风景，但是我们跟随书的作者，能够领略
到这些风景。周国平曾说，‘但凡人有了一种读书
的癖好，也就有了看世界的一种特别眼光，甚至有
了一个属于他的特别的世界’。我想这就是让孩子
多读书的道理。”
　　丁之境认为：“阅读经典还能涵养人的性情，
让性格更沉稳，让情绪更高雅，让精神更富足。读
书还有一个神奇的作用，能让人变得更好看。古人
曾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很多名人也阐述过这个
观点，曾国藩对儿子曾纪泽说，‘人之气质，由于
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中小学语文新教材强化“整本书”阅
读。家长、教师面临困扰：如何激发孩子的
阅读兴趣？如何化阅读兴趣为阅读能力？近
日，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语文特级教师
丁之境解答家长与孩子们的疑惑。

  想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首先要了解孩子不爱
读书的原因。丁之境表示，家长不必苛责孩子不喜
欢阅读，因为人本身是有惰性的，“阅读是一个大
脑锻炼的过程，从人的本性来讲，有畏难情绪很正
常”；此外，经典文学名著是人类文明的精华，但
是这些书本内容、思想内涵与青少年有一定距离，
青少年的知识水平、人生阅历暂时不足以理解经典
名著。“培养阅读兴趣关键是让孩子觉得读书是一
件快乐的事情，而不是父母强加的任务，这样他才
愿意去做”。
  丁之境认为，想要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家庭
的读书氛围非常重要，“最好的学区房是家里的书
房”。家长可以留意下，家里的书架上、孩子的房
间里是不是放满了书？图书要出现在孩子可以随手
拿到的地方。此外，建议设置一个固定的阅读时
间，让孩子每天抽20分钟至30分钟阅读，这样长期
坚持下去，效果会非常显著。
  激发孩子阅读兴趣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快乐阅
读。丁之境强调，在孩子阅读的过程中，家长千万
不要去问“你记住了吗”之类的话，也不必要求孩
子一定要作摘抄和批注，这样会成为孩子阅读之旅
的绊脚石。要充分给予孩子读书的选择权和自主
权，让孩子自由选择感兴趣的书。
  与同伴共读也是激发孩子读完整本书的有效方
式。丁之境表示，年龄相近的孩子们兴趣、爱好相
似，因此可以在相互带动下获得阅读兴趣。例如让
孩子参加打卡读书活动，这样的活动能够为青少年
提供交流互动、分享心得的平台，既能让孩子们交
到一些“书友”，也能让孩子们在打卡分享中获得
成就感，坚持读完整本书。

  一些家长苦恼：孩子学习时间比较紧张，空闲
时间又碎片化，如何才能快速有效读完一整本
书呢？
  丁之境认为，没有时间读书是一个伪命题，如
果真的认为读书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列在优先级较
高的位置，是能抽出很多时间来读书的。如果想在
有限的时间读更多的书，就要通过大量的阅读实
践，来提高阅读速度。比如说课外阅读时，我们不
需要逐字逐句地精读，可以将精读和略读相结合，
辅之猜读、跳读等方法，提高阅读效率。
  如何把阅读兴趣转化成为语文能力呢？在20多
年的中学语文教学经验中，丁之境发现，一个孩子
的阅读量和他的成绩是成正比的，“我有一个带了
三年的班，班级形成了非常浓厚的读书氛围，班级
学生的平均年阅读量有30多本，阅读最多的同学接
近90本。需要通过量的积累才能实现质的变化，变
成一种语文的能力。”丁之境说。
  此外，要进行持续有效的阅读输入。丁之境介
绍：“在读完一本书后，如果能对这本书作一些梳
理，写一写阅读感受，这对语文能力的提升是巨大
的；遇到一些好的语料，我提倡把这些好的句子背
下来；在碎片化阅读的时候要养成收集的习惯，建
议大家随手抄写这些句子，最好能够分门别类地记
录；还有一个小技巧是，孩子在读书时可以养成朗
读的习惯，让眼睛、嘴巴、耳朵都动起来。”

  学生是不是只能读课本规定的书目？在丁之境
眼中，真正的阅读是读闲书，抛开功利性的阅读。
“只要孩子们读的书是积极向上的，我觉得都是可
以读的。很多人向往的读书境界是带一本闲书，随
心而读，读倦后悄然入梦。李清照的‘枕上诗书闲
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这是一种很美的状态。
教材规定的书只是一个基本量，对学生而言是远远
不够的。所以我提倡学生进行海量的阅读，‘好读
书，不求甚解’。”
  丁之境认为，对于课本推荐的经典名著也要常
读常新。因为在不同的年龄段，阅读的侧重点是不
一样的，孩子的阅读感受也不一样。比如《老人与
海》这本书，在小学阶段会更关注小说的内容、人
物形象，学习主人公圣地亚哥无法被打败的精神；
但在高中阶段再去读这本书，就要与海明威的创作
风格相结合，学习他的“冰山理论”，关注这样冷
峻而精悍的语言风格是如何与人物形象的精神内核
结合起来的。
  “在孩子感受到阅读的快乐之后，还可以尝试
读一些“磨脑子”的书，比如鲁迅的一些作品。这
些有难度的书，在一开始会很难，但是如果能坚持
下去，从头翻到尾，回过头再看可能大不一样。在
读这些有难度的书时，我觉得
要带有问题意识，在读的时候
有自己的思考。比如这个作
者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
的观点是怎么来的？我对
这些观点有没有质疑？如
果孩子能带着这些问题，
边读边思考，就会变成一个
全新的阅读者。”丁之境
说。   据《羊城晚报》

如何让孩子爱上“整本书”阅读
孩子吐槽作业和老师

可能只是想和你分享

“阅读力决定学习力”

如何培养兴趣？

“最好的学区房是家里的书房”

怎样读书？

“没有时间读书是一个伪命题”

读什么书？

“真正的阅读是读闲书”

  家长问：孩子从小到大都爱吐槽，现在
高中了，每次打来电话还是在吐槽作业、吐
槽老师。我担心他的吐槽会影响学习状态，
但道理讲了一大堆，他还是无法理解老师的
一片苦心。如今，他一听我讲道理，就挂电
话。我该怎么去沟通呢？

  支招一：通常孩子吐槽可能是一种释放
压力的方式。他们可能不是在寻求具体的解
决方案，而是希望有人能倾听和理解他们的
感受。试着先倾听，而不是立即给出建议或
道理。
　　如果你意识到这一点，请尝试从孩子的
角度理解他的感受。高中生面临的压力往往
比较大，包括学业压力、同龄人关系以及对
未来的担忧。请你积极地表达对他感受的理
解和同情。
　　你可以试着问他一些关于学校生活的开
放式问题，比如“今天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
情吗”或者“你最近在课堂上学到了什么新
东西”，这样的对话可以帮助他积极表达他
的经历。
　　关于“讲道理”，虽然你的意图是好
的，但不断地讲道理有时会让孩子感觉不被
理解或被忽视。尝试减少直接讲道理的次
数，转而用询问和讨论的方式引导他思考。
　　你可以尝试教会孩子一些基本的情绪管
理技巧，帮助他们更好地处理压力和负面情
绪，并且与孩子一起设立健康的沟通边界。
比如，可以商定当对话变得过于负面或无效
时，双方都可以暂时退出对话，并稍后再
继续。
　　作为家长，你的行为和态度是孩子学习
的榜样。你可以保持积极和支持性的态度，
并向孩子展示你是如何积极应对挑战和压力
的。记住，沟通是一个双向过程，需要时间
和耐心来建立和维护。通过这些方法，帮助
孩子更好地表达自己，并逐渐学会更积极地
处理挑战。

  支招二：有时孩子可能不是吐槽，只是
想分享学校里的趣事，以吐槽的方式向你倾
诉。孩子向家长吐槽，说明孩子愿意向你敞
开心扉，愿意向你倾诉，希望家长能够赞同
自己，希望情绪能够得到共鸣。
  家长可以站在朋友的立场，与他分析问
题，而不是一味否定他的吐槽。谈话时还可
以转移话题，多问问孩子学校、寝室的生活
怎么样，需要添置什么物品或者周末想吃什
么美食之类的问题。还可以让孩子听听学
长、学姐对老师们的评价，同龄人的话语更
容易产生共鸣。
  孩子借电话发泄他日常的情绪，而家长
却没有认识到孩子对于学业压力的承受度，
容易造成孩子之后的静默以对，亲子关系会

越来越疏远。我们需要
以真诚平和而非训斥

压制的态度对待
孩子，要充分
考虑到孩子的
升学压力，耐
心倾听孩子的
抱怨，不应忽
视孩子的细微
情感波动，积
极与孩子分享
日常生活和学
习过程中的酸
甜苦辣，让家
信家书不再扎
手，让亲子电
话不再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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