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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阅读与为了儿童的阅读》

内容概要

《儿童的阅读与为了儿童的阅读》点灯人丛书之一，他们从四面八方走来，他们有着不同的身份，不
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点灯人”。他们试图用自己的阅读、实践和思考点亮
一盏盏灯：做一个什么样的语文老师？做一个什么样的老师？让我们跟着他们一起：回到母语，亲近
文学，守护童年，回到清明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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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阅读与为了儿童的阅读》

作者简介

周益民，出生于江滨小城海门，工作在六朝古都南京，得到很多人的关心，也正把那关心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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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阅读与为了儿童的阅读》

书籍目录

理念：“第三件事”诗与思  “第三件事”：为了文学与童年的欢聚    班级读书会：自由欢愉的精神家
园  作家见面会：他们从书中走过来    附：文字里有个“羊角洼”——旅德作家程玮见面会侧记  让“
深度”解读成为可能  一节台湾班级读书会  叫一声“亲爱的阿远先生”——看李怀源带领读书会《亲
爱的汉修先生》有感  一根火柴照得有多远——我看窦桂梅老师执教《卖火柴的小女孩》  故事妈妈让
书香更温暖  一张小报的理想追寻——记海门实验学校小学部《读书郎》报  赴一场人类童年的精神盛
宴——谈神话与传说的阅读课例：我邀文学到课堂  力量，在冥思中拔节——班级读书会《逆风的蝶
》记录    情感、哲理、审美    在孩子心中播下精神的种子    主动、互动、灵动的课堂教学    美是不会骗
人的    我们需要怎样的课外阅读——《力量，在冥思中拔节》周益民课例分析  正在拥有的和已经失落
的——班级读书会《白色的贝壳》记录    关于小说“贝壳”    “班级读书会”的“儿童文化”品格    
寻找那永恒的贝壳——周益民班级读书会《白色的贝壳》赏析  为心灵寻找一块栖息地——《小王子
》（节选）班级读书会记录    伟大的事物  神圣的感觉——周益民执教《小王子》（片段）印象  　一
个词的张力  一堂课的启发    教育不是灌输而是激活    自性清静小王子  回到故事本身——《老头子做
事总不会错》读书会记录    在文学的平台上  语言的狂欢与精神的自由——《这里有个颠倒的世界》教
学记录      韵味无穷的“颠倒歌”    比梦更美  比幻想更动人——试读周益民《这里有个颠倒的世界》    
游戏一样好玩的语文课  如歌的旋律如诗的激情——周益民文学课教学印象访谈：那些疼爱童年的声
音  “怪老头儿”的快乐事儿——童话作家孙幼军访谈  为童年种植真善美——诗人、儿童文学作家金
波访谈    附：飘飞在童年的歌声  把儿童引向华语的美丽家园——马来西亚儿童文学作家年红先生访谈
 以“上帝的视角”——动物小说作家金曾豪访谈  童话推开了教室的门——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教授
访谈  　附：童年遇到一条路　在动物世界享受纯粹的快乐——“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访谈  　对书
籍的感情  对童年的坚守——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访谈　小船摇向童心深处——江苏作协副主席、作
家黄蓓佳访谈　还记着尾巴在水里甩动的感觉——童话作家冰波访谈　撒播书香的种子——台湾作家
、阅读推广人方素珍访谈　来自波罗的海岸的眷注——旅德儿童文学作家程玮访谈  　附：程玮：抒
写一首至真的歌　笑看“捣蛋鬼”和“小麻烦人儿”——儿童文学作家郝月梅访谈　一株花树在她的
笔下噼噼啪啪绽放——少女文学作家韦伶女士访谈　我就在书中等你——儿童文学作家祁智访谈　她
的心与孩子贴在一起——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访谈　我与童话一见钟情——童话作家汤素兰访谈　月
亮河中漂来的故事——童话作家王一梅访谈　有一天从千万株蒲公英里走出来——儿童文学作家郁雨
君访谈　喜欢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世界中——科幻作家杨鹏访谈　孙卫卫的“年轻故事”——青年儿童
文学作家孙卫卫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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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阅读与为了儿童的阅读》

章节摘录

　　理念：“第三件事”诗与思　　“第三件事”：为了文学与童年的欢聚　　在那永不落叶的大树
的高高枝头，嘀哩哩，嘀哩哩，日日夜夜，琴鸟歌唱读书的幸福。　　——[法]雅克·夏尔庞特　　
有本著名的美国图画书，叫《花婆婆》。　　花婆婆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每天晚上，都坐在爷爷的
腿上，听爷爷讲那些遥远地方的有趣故事。每次爷爷说完，她就接着说：“爷爷，我长大以后，要像
你一样去很远的地方旅行；当我老了，也要像你一样住在海边。”爷爷笑着说：“很好，但是你一定
要记得做第三件事。”花婆婆问：“什么事？”爷爷说：“做一件让世界变得更美丽的事。”　　小
女孩长大了，到处旅行，最后，在海边住了下来。她常常望着大海，问自己：我答应爷爷，要做一件
让世界变得更美丽的事，但是，做什么呢？　　美丽的鲜花给她带来了灵感，于是，只要她走过的地
方，她都撒下了鲁冰花的种子。第二年春天，那儿成了美丽的花的世界。　　她终于完成了第三件事
。　　合上书本，我问自己，我又该做一件什么样的“第三件事”，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丽？　　李
吉林老师说，教师也是播种者，教师“不把谷子撒进泥土，却把另一种金色的种子播在孩子们的心田
上”。我是一个与童年生活在一起的人，是天真儿童与母语文化的“情感中介”，儿童世界既是我的
大地，也是我的天空。让童年更美好，让童年在文学阅读中成长，不正是我应该做的“第三件事”？
　　一、文学在童年已死吗　　这个世界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不断更新的信
息令人难以招架。这样一个泛媒体时代，是否还有阅读的存在现实，是否还有文学的生长空间？　　
根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近年来，我国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电脑游戏、电视和音像制品成为未成年
人最喜爱的三种媒体。专家们认为，发生在青少年身上的这种变化，并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而是
当前“快餐文化”时代的必然映射。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就宣称，“以电视为中心的媒
介环境正在导致童年在北美的消失”。无疑，这些都严重侵袭到儿童的阅读生态环境。　　即便聚焦
已经占比例很小的儿童阅读读物，我们也将失落地面对这样的现状：迫于升学应试压力，作文选、教
辅书成为孩子、家长、教师共同认定的“合法”读物；教师、家长出于对孩子心智发展的关怀，为孩
子提供、推荐的诸多成人文学名著，大多沦为孩子案头的“摆设”读物；孩子间自发阅读流传的某些
“畅销书”，以漫画、卡通、通俗童书为主，因常遭师长干预而成为孩子们的“地下”读物。　　以
上三种情况，分别是功利阅读、超前阅读与平面阅读（浅阅读）的具体表现。　　童年是当下的存在
，并非成年的预备；儿童是独立的生命，并非缩微的成人。儿童阅读具有自身先在的季节性特点。遗
憾的是，很多成人或是由于缺乏了解，或是出于对儿童未来命运的“关心”，将本属于成人阅读范围
的成人文学名著作品过早地摆放到童年的书桌。这种与儿童趣味相距甚远的书籍只会冲淡孩子的阅读
热情，其本质与用营养丰富的排骨喂养婴儿无二。　　娱乐性的平面阅读本身并无错，在强大的学习
压力下，孩子们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心理释放，得到某种平衡，适应了阅读主体的现实需求。然而，目
前却有以简单轻松甚至消遣娱乐为儿童阅读形式最高追求的趋向，这就不免让人很是忧虑了。　　再
从阅读的载体形式看。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阅读早已突破了原先纸质载体的单一形式，电
子、网络等正以惊人的力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阅读当然也在其中。电影《达·芬奇密码》中有
这样的镜头，男主角罗伯特·兰登在公交车上向一男孩借手机上网搜索信息。而原著中，主人公则是
专程跑到一所大学图书馆去查找资料。　　网络阅读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带来信息迅捷、资源丰富的
优势，同时也让阅读者的内心变得躁动不安，很难从中获得安顿之感，基本丧失了纸质阅读的宁静与
深入。如果听任其在儿童身上过多发生，必将导致一代儿童对纸质阅读的错位与疏离。这是儿童阅读
的潜在危机。因为，“书面阅读最大的特点在于阅读的是标准的‘书面语言’，作为标准的语言文字
写作形式，不仅有严密的逻辑文理、简明凝练的用词造句特色，更能营建较高层次的文化氛围，展现
理性的风采”，“成为延续文化、历史、精神的主要载体⋯⋯它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建构着象征、思辨
的世界。而这一特性对于成长中的中小学生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平永佳、周慰《失落的阅读》
）　　阅读的价值取向历来是多维的，H·吉尔曾把阅读类型分为信息型、逃避型、求知型、文学美
型。其实无外乎两个维度，一则诉诸功用、诉诸现实，一则诉诸精神、诉诸心灵。两个维度并无抵触
与消解，不过，我以为，在儿童时代，后者远较前者重要。儿童时代，心灵与身体在一同成长，心灵
的田野需要润泽、温暖，阅读——毛姆所说的“非功利的阅读”，梭罗所说的“严肃的阅读”，抑或
如伍尔夫所说的“非专业的阅读”，尤其文学阅读，正是给予润泽与温暖的水分和阳光。　　我绝非
现代媒体的抵制者，也不完全赞同坊间一度流传的所谓“用书本战胜电视”的悲壮口号，然而，当“
儿童是情感的王子”“天真儿童是诗人”似正进入历史，犹可沦为“非物质性文化遗产”之时，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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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阅读与为了儿童的阅读》

共时性存在的我，内心深处常不自量力地升起一种责任：呵护儿童的文学阅读，还其在儿童生活中的
原有位置。　　二、文学让童年生活在别处　　文学与童年几乎构成了同义语，儿童其实生活在自己
构想的童话世界中，而并非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朱自强先生干脆宣称“儿童期是文学期”。　　还在
襁褓之中，节奏鲜明、音韵协调的童谣就搭乘着母亲慈爱的眼神、温柔的拍抚、悦耳的嗓音飞入摇篮
梦境。童谣让孩子快乐、放松、安全。这便是个体最初的文学启蒙。　　再长大些，故事与童话成了
童年的最佳伴侣。有哪个孩子不为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欢呼雀跃，不为阿凡提的智慧勇气拍掌叫好，不
为神笔马良加油鼓劲，不为匹诺曹的鼻子喜忧参半？儿童就是这样“真实地想象”着。　　回想我的
童年，故事与童话占去了很大的空间。程玮、梅子涵、黄蓓佳⋯⋯他们都住在我的童年里。当我还是
个孩子的时候，他们的作品就给了我最初的文学启蒙，我惊异地发现了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从此，我
的童年生命在语言中获得欢愉与安顿。至今，我都能看见那些让人怦然心动的阅读场景，也还能闻到
那些报刊散发的油墨清香。那些叫人想念的文字甚至成为现在这个叫做“我”的重要的一部分，构成
了我个人意义的经典。　　海德格尔说，文学在大地和天空之间创造了崭新的诗意的世界，创造了诗
意生存的生命。你可以不是诗人，但不能没有诗意。在天空和大地之间，文学使人的精神提升，文学
成为人类生存的一部分。文学从来不是少数人掌握的一种技艺，而是人类的生存状态。文学就好像一
盏灯，照耀着人们的心房。葛红兵也曾这样形象地譬喻：“你会赠人一束鲜花，绝不会送人一篮青菜
，为什么？虽然一篮青菜可能来得实惠，但鲜花传递的是一种美的形式，看似无用，却能给人带来无
价的审美愉悦。对你与朋友而言，这是一种难以言传的、超乎物质的精神交流。文学就是这样一种人
类心灵的交流形式。”　　对于孩子，文学的意义还不限于此。除去审美的愉悦，文学更让童年学会
“做梦”，这种“梦”顿使童年生趣盎然、熠熠生辉、可爱至极。甚至可以说，童年其实就是生活在
这样的“梦”里，生活在一个比现实世界更为辽阔更为丰富的远方。这种“梦”的存在将成为今后人
生的重要乐趣和创造源泉。就如巴什拉所言：“梦想中的人穿过了人所有的年纪，从童年至老年，都
没有衰老。”　　黄耀红在《没有童话的童年》书中曾经这样慨叹自己成年后的失落：　　冬天下雪
了，我的联想就只有打雪仗；月亮出来了，我的眼里就只有月亮粑粑；三十晚上有星星，我联想的就
是来年豆子会丰收；碰到深的草丛，我想到的就是毒蛇，至于蜻蜓、蚂蚁、蝴蝶无非是一群昆虫，老
鹰、麻雀、斑鸠又无非是一群乌，黄鼠狼、黑山羊无非都是与猪同类的动物。　　是什么阻止了想象
翅膀的振飞？是童年文学之梦的缺失造成的“童年的空白”，童年的空白导致人生的空白。“泛灵论
”与生俱来地附着在儿童的身上，“鸟言兽语”是他们丰富的感情世界。然而，它又是如此娇贵，在
最具渴望的季节一旦欠缺了文学的滋养，竟会永久地遗失。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用“祛魅”来概
括现代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由鬼神代表的神秘力量，已从公共生活中消隐，科学改变了人观察世
界的方法。“人们不再像屈原那样，相信天上有人看门；不再像曹植那样，相信洛水有美丽的女神；
不再像李白那样，相信太阳由六条巨龙驾驭；不再相信月亮上有美丽的嫦娥，有可爱的玉兔，有芬芳
的桂花树。人们眼中的山河日月，神秘不再，敬畏不再，神往也不再。当天地成为失去魅力的空间，
人便成了一个地球上的孤独者”。（舒婷《留住那美丽的童话世界》）　　好在还有孩子。　　好在
还有“鸟言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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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阅读与为了儿童的阅读》

编辑推荐

　　《儿童的阅读与为了儿童的阅读》周益民著，走了那么久，我们去寻找一盏灯，金菊是它的美丽
，钻石是它的明亮，挂呀挂呀，挂在每间教室的门口，所有望着它的孩子，都将在早晨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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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阅读与为了儿童的阅读》

精彩短评

1、周益民是我国著名的儿童教育学家，对儿童的教育研究透彻，这本书重点在于讲解阅读在孩子生
活中的重要作用，让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们能从理论上认识到阅读的重要性，这同是时也符合了我国现
在的教育导向。值得学习和收藏。
2、第二次买了，送给推广儿童阅读的教师朋友
3、看完了,内容还行吧,给个好评!
4、看过了，再来评价。很适合一线教师阅读，有理论，有案例，操作性很强
5、很不错的一本书，送给侄女看了
6、儿童的阅读与为了儿童的阅读
7、很满意 比实体店的价格实惠多了 速度也很快哦
8、儿童的阅读与为了儿童的阅读 可以读
9、买这本书当初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引导孩子读课外书。读了本书后，受益匪浅。不过，一知道有点
读不懂，可能是水平太差。后来，过段时间再读，有些明白其中的道理，还想再读第三遍。
10、当当服务太差，每次买书都要自己跑很远去取！为什么不给发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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