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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七成孩子在 6岁前开始阅读”“84.7%的孩子在
整体阅读方面存在困难”“年阅读量越高的孩子，语文水
平越好”……日前，《中国儿童青少年阅读现状与需求调
研报告》发布了有关青少年阅读的相关调研数据。

阅读是青少年学生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
的重要途径，可以让青少年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
想，涵养浩然之气。近年来，自治区高度重视全民阅读，
不断出台各项利好政策措施鼓励青少年养成良好阅读
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那么，如何深入推动青少年多
阅读、爱阅读？如何让“书香”在青少年群体中继续传递？

宁夏大学教授郎伟说，阅读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一次线上讲座的过程中，郎伟分享了一个读书的小技
巧——“不动笔不读书”“把书中优美的句子或者让你感
触深的话，一定要动笔写下来，加深读书的效率”“不要
太多，也不要不读书，一个月能读两本有厚度的经典著
作就好”，并从自身专业角度向青少年读者推荐了《史

记》《鲁迅杂文》《骆驼祥子》等经典名作。
在作家张学东的印象中，他是从《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青春之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平凡的世界》《白
鹿原》《秦腔》等作品中一路不停地读下来的。

“我建议青少年去读经典，因为阅读经典名著是课
外阅读的最高境界。当然，经典也有深浅之分，对于青
少年而言，不太建议去读篇幅太长的名著，建议读一些
篇幅较短的名著，既不增加学生的阅读负担，也能从中
感受到阅读的快乐。”张学东说。

如何让青少年真正把书读起来、读下去、读出效
果？“语感是学生提升阅读能力的重要因素。比如，把诗
歌读得朗朗上口，慢慢地就对文中的词汇、句式、语言气
势等熟悉起来，良好的语感就基本形成了。长期坚持诵
读，就会从感性上、从整体上去认识、去体验、去占有名
篇佳作的精髓，主动地消化和吸收；长期坚持诵读，就能
养成眼到、口到、耳到、心到的良好的诵读习惯，是提高

语言能力、阅读能力的捷径。”马建红说。
银川市民邹丽娟说：“伴随着全民阅读活动不断深

入，城市阅读岛、朗读亭、漫时光书吧、悦书房等新型城
市阅读空间，给广大青少年带来了耳目一新的生活灵
感，也带来记忆中熟悉的环境。”

“樊登读书会”推广人高劲松认为，“全民阅读”将更
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活，也让我们重温阅读的价值到底
是什么。互联网时代，让青少年提升阅读质量，丰富知
识养分，有待各界共同努力，倡导更健康的阅读习惯，始
终保持青少年阅读的“质感”。

“读书给我带来的最大改变，是重塑了我的内心。”
作家马慧娟说：“小时候读书，让我向往远方，让我立志
走出黑眼湾。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我最终没能走出黑
眼湾，但是读书丰盈了我的精神世界。到了吴忠市红寺堡
区后，读书又给了我追求美好生活的力量，读书是一辈子
的事情，对于青少年来说，一定要坚持多读书、读好书。”

有人说，进入读屏时代，青少年成为被电子屏夺走的
一代。有人说，阅读的电子化，带来了阅读的碎片化，大大
影响了孩子们的深度阅读。还有人说，海量触手可及的电
子书籍，丰富了孩子的阅读体验，而大量零散阅读聚合起
来，反而大大增加了阅读量……

那么，读书与读屏，到底哪种更好一些呢？在笔者看
来，阅读从来都是一件好事，无关于哪种形式。传统的纸
质书厚重内敛，精美的装帧、舒心的墨香带给人读书的美
感；而现代流行的电子书、有声书，甚至是一些短视频，却
也有着便携方便、内容丰富的优点，甚至在新媒体技术的
加持下，这些网络阅读更富创意、更富色彩，能带给孩子们
更有趣的阅读体验，从而提升孩子的阅读兴趣。换句话
说，先进的阅读工具非但不会破坏阅读效果，反而会大大
提升阅读质量，可以更为精彩。对于青少年而言，书的载
体在变，阅读形式在变，但阅读所带来的知识体验、丰富内
心的功能不会减弱；一点一滴积累，用心用情投入读书的
学习规律不会改变。

读书是一种沉淀，是一种提升；不仅关乎个人成长成
才，更事关整个国家民族的未来。当下，唯有大力推进全
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才能营造出良好的读书氛围；而广
大青少年也唯有养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习惯，
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以过硬本领成就精彩人生。

暮春四月，春光即逝，落英缤纷，世界读书日的到来，
正是一种提醒——春光无限好，莫悔读书迟。青年们，一
起读书吧，让浓浓书香温润心灵、启迪心智，让我们在书的
海洋里，找到知识，找到梦想，找到未来。

青年们，一起读书吧
宫炜炜

银川市悠阅城钟书阁，家长与孩子享受亲子阅读时光。

宁夏图书馆，一名小读者在妈妈陪伴下挑选绘本。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学生进行课堂阅读。

青少年“书香集市”图书交换活动。

“刷屏”时代，青少年如何“悦读”
本报记者 王 刚 见习记者 杨嘉琪 贺紫瑞 文/图

4月23日，第29个世界读书日。
青少年作为全民阅读的重要一环，如今随

着新媒介、新场景、新形式不断涌现，改变了他
们阅读的习惯、拓宽了他们阅读的内涵，当阅
读遇上“刷屏”时代，青少年如何保持阅读“质
感”？“书香”如何在青少年群体中芬芳四溢？

伴随着琅琅书声、浓浓墨香，从遍布城市的商业街
区图书漂流到图书馆阅读推广，从“悦读”分享会到经典
公开课……广大青少年在阅读中思考，增添知识的养
分，汲取前行的力量。

今年 1月底，宁夏图书馆召开优秀读者表彰大会，
银川市二十一小学湖畔分校三年级（2）班学生洪尔杰被
评为“少儿阅读优秀读者”。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的思想
需要源头活水，而这源头活水有一大部分来自读书。天
天读点有益的书，对精神有滋补作用，也让我们更加尚
学、乐学、善学。”4月16日，洪尔杰告诉记者。

“孩子小时候，我就常给他讲故事，6岁时他开始独
立阅读，每天阅读半个小时，假期阅读时间会更长。”对
于孩子被评为优秀读者，洪尔杰的妈妈陈女士既惊又喜。

“他的阅读范围非常广，包括童话故事、文学历史、
科普文章等。”陈女士说。大量的阅读拓宽了洪尔杰的
知识面，上课时能和老师有效互动，老师提出的课外问
题也能快速回答，被老师和同学称为“百事通”。

如今，吃完饭去读书，已经成为洪尔杰的日常习
惯。“最近在读一些介绍人类科学发现的书，这本书带着
我穿越时空，与科学巨匠一起探秘，了解影响人类的科
学大发现。”洪尔杰说，读书能让人眼界更加开阔、词汇
量更丰富、理解能力更强。

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像洪尔杰这样善于读书的青
少年，也有部分青少年不善于读书，用来阅读的时间少
之又少。

“放学回到家匆匆吃完饭，就开始写家庭作业，根本
没有时间课外阅读。”银川市第十四中学学生乐乐（化

名）告诉记者，尤其是进入初三后，他已经很久没有读过
课外书。休息时，他更喜欢用电子产品进行碎片化阅
读，“短短几分钟就可以看完一本书，还可以随便挑自己
喜欢的悬疑、科幻、童话类书籍”。

“市面上的书太多了，我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书给
孩子，每次带孩子买书，我都会在读书软件上做足功课，
看看哪本书的评分高。”从事教育工作的银川市民马建
红说。

宁夏图书馆少儿与老年读者服务部副主任徐娜说，
读什么书、怎样读书等类似的“选择困难”困扰着一些孩
子和家长，但随着全民阅读的不断推广，每逢周末带孩
子到图书馆阅读的家长越来越多，一些孩子在图书馆海
量的书籍面前，表现得游刃有余，他们都渴望读到对自
己终身受益的好书。

“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费爷爷穿行在沙
漠中。他要去孙女米兰达家，一起庆祝自己 90 岁
生日……”4 月 16 日，在宁夏图书馆少儿阅读区，像往
常一样，银川市民宋莉红和女儿陈雪享受着亲子阅读
的温馨时刻。

面对记者提问，年仅 6 岁的陈雪兴致勃勃地讲述
《大药房》里济世名医孙济仁的故事，“我喜欢看古代故
事，也喜欢看童话。”

这是陈雪来图书馆读书的第三年。今年年初，陈雪
被评为宁夏图书馆的“优秀读者”。这不仅让陈雪备受
鼓舞，也让她的父母倍感欣慰。“她 1岁多的时候，我们
就开始每晚读绘本给她听。虽然读得口干舌燥，但让她
养成了主动看书的习惯。通过读书，我们引导她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书籍能够开启智慧

之门，拓展人们的视野，陶冶性情。在宋莉红看来，读书
让孩子变得自信大方。

宋莉红认为读书可以让人静下心来，这也是她每周
六挤出时间带陈雪来图书馆的原因。

“在如今这个‘刷屏’时代，让孩子亲眼观察、亲身感
受图书馆借书、阅读、学习的氛围，跟小朋友们一起‘沉
浸式’读书，是孩子成长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徐娜说。

近年来，到宁夏图书馆“沉浸式”阅读的人越来越
多。目前，宁夏图书馆周二至周五每日人流量达2000多
人次，周末达5000多人次。

“如今，全民阅读的氛围越来越好，但随着互联网的
发展与移动设备的广泛应用，仍有一些因素对青少年阅
读产生影响。电子产品的泛化让各种新媒介吸引了未
成年人的注意，让他们热衷于探索社交软件或游戏，占
用了大量原本应该用来读书的时间。”宁夏图书馆少儿

与老年读者服务部主任吕晓佩说。
“当下，网络短视频、短剧大行其道，各种碎片化

内容占据着人们的视野，而阅读应该是一个系统性工
程。”银川市蔷薇书店负责人邵中豪认为，“虽然越来
越多的大型书店落户银川，让人们日常读书的空间
越来越多，但在整体的阅读氛围之中，有些青少年因
为课业的压力，很难在整块时间内保持轻松的阅读
心态。”

在银川市二十一小学教师杨静看来，部分低年级
学生识字量有限，理解能力与知识储备也存在不足，在
阅读时需要家长和老师及时提供帮助和指导，培养良
好的阅读习惯。作为青少年获取知识、增长智慧、培养
道德、陶冶情操的重要途径，如何让青少年真正享受阅
读，还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合力为青少年打造良好的
阅读生态。

坚持不懈 在阅读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沉浸式”读书 为青少年打造良好的阅读生态

“书香”如何传递 听听作家、教授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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