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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8日 22时 30分，灵武市狼皮子梁学
校校长马保福更新了微信朋友圈：

【目标】10年2000本书
【打卡】1297天20240528
【书目211本】《AI经济》
他的微信好友都清楚这些数字的含义，

翻译成一句话就是：2024年 5月 28日是马保
福坚持阅读的第 1297天，他读的书是《AI经
济》，这是他阅读的第 211本书。阅读目标是
10年读完2000本书。

同一天，该校副校长查自祥也更新了朋
友圈：

【目标】3年100本书
【打卡】20240528
【天数】第1113天
【书目85本】《额尔古纳河右岸》
这样每天细致地记录阅读情况的，不仅

仅有学校的教师，还有这里的学生。
九年级一班的苏娟同学最近在读艾菲的

著作《女水手日记》，她坚持阅读 800多天了，
《女水手日记》是她读的第 29本书。苏娟在
阅读笔记上详细记录了喜欢的句段、阅读的
感受，“这一段使用了大量的航海术语和描写
手法，让我感受到大海的气息，还有那些细致
的心理描写，我感受了陶雪洛内心的挣扎和
成长。”

狼皮子梁学校的这场阅读行动还有一个
美好的名字：燃梦·阅读。

这个行动的起点要从 2019年马保福成
为该校校长说起。

狼皮子梁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在校生有 666人，98%都来自移民家庭，很多
学生没有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有着 20多
年乡村教育经历的马保福非常清楚阅读对乡
村教育的重要性。他说：“学生只要有良好的
读书习惯，成绩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如何让学生们养成阅读习惯，是他思考
最多的问题。

他认为阅读行动要从自己做起。2020
年 10月，自治区教育厅组织了一场乡村骨干
校长培训活动，华东师范大学李冲锋老师讲
了一堂课，然后在学员读书群里发读书心
得。马保福受到了启发，便开始在读书群里
分享一些阅读体会。为了逼自己把阅读坚持
下去，他决定每天在微信朋友圈发布阅读动
态，其目的一是提升阅读写作效果，二是带动
教师学生阅读。

马保福说，2020年 12月 29日，他在朋友
圈发布第一条阅读动态，推荐大家阅读《苏霍
姆林斯基全集》。“《苏霍姆林斯基全集》有很
多关于阅读的内容，谈到教师必须阅读。这
也坚定了我推广阅读的决心。”

在马保福的带动下，狼皮子梁学校的阅
读行动开始“燃”起来。2021年 2月，学校开
始在八年级试点推广“燃梦·阅读”行动，如今

三年级以上的学生人手一本阅读记录册。
总结狼皮子梁学校阅读行动的成功经

验，有几件事颇具代表性：
和老师交流时，马保福第一个问题就是

问对方最近在读什么书。他认为教师必须坚
持读书，“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有言，教育就
是爱读书的校长和爱读书的老师，带领着学
生一起读书，就这么简单。在我们学校，我管
它叫‘头雁带鸿雁领学群雁齐飞’。”

新学期的开学典礼上，对“阅读明星”进
行表彰奖励，学生们身披红色绶带走上荣誉
台，邀请家长到校，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因
为阅读受到表扬，奖品就是学生心仪的书籍。

“阅读是一项科学严谨的事情，不是随便
拿来看一看就行，一本书如果版本很多，学生
阅读时就会遇到问题，阅读体验也不一样。”
为了让学生人手一本一模一样的好书，学校
选定了包括 88本书的必读书目，为了保证这
些书的品质，马保福会逐一进行阅读，从插
图、文字到印刷质量进行把关，并通过学校购
买调拨、学生自购、社会捐赠等方式配齐这些
书，真正实现了师生同读一本书。

一路阅读一路书香。
3年来，全校累计阅读书目已超5500本。

“要用美好的事物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
而美好的东西往往存在于寓言、童话和经典
名著中。”马保福这样总结践行阅读行动的
初心。

如果说之前推广阅读是为了让全校师生养
成爱读书的好习惯，那么现在马保福实施的，则
是通过推广好方法让大家“善读书”。他认为这
是狼皮子梁学校阅读行动的2.0时代。

比如，让声音赋予文字生命。
“丫头们听见放风筝，巴不得一声儿，七手八

脚，都忙着拿出来：有美人儿的，也有沙雁儿
的……”近日，学校礼堂里传来悦耳动听的童音，
这是五年级的几名学生在表演课本剧。一篇《红
楼春趣》将同学们的学习和阅读方式从课桌前推
向舞台。几位同学在演绎舞台剧时，你读旁白、
我扮黛玉、他演宝玉，抑扬顿挫，深情投入，大家
仿佛被带入阳光明媚、风景正好的大观园。

班主任张莉老师微笑地看着学生们的表演，
她平时很注重学生的阅读训练。她说，语文学习
重在阅读知识积累和提升，如何演绎好课本中的
名著片段，是吸引学生将文学名著读深读透的关
键：“为了能上台表演，同学们都铆足了劲，大家
不知把这篇课本熟读了多少遍，目前上台彩排的
这些同学，有的甚至能够将课文背诵下来。”

“课本剧是我们在‘阅读 2.0’时代推广阅读
的形式之一。”马保福说。他认为语文学习中听、
说、读、写放在首位的是“听”，“如果大家在读一
篇文章时能够放声阅读，这样的记忆效果可能更
深刻一些，也能体会到更深的情感。”

再如，文字输出让美激荡起听者心里的
涟漪。

2024年第一个学期开始，马保福提倡同学、
老师将平时和阅读相关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将

精彩的内容写成故事分享给大家听，他给这个行
动起了一个名字——讲好身边的故事。他认为，
这样不仅可以锻炼大家的观察能力，更可以提升
写作能力。“阅读好比呼吸，既然能汲取书中的知
识，就应该将获取的能量合理地释放出来，这样
才能达到阅读真正的目的。”

一个人阅读，可以带动很多人去听，即便那
个人不识字，但是他能听见、能听懂。“阅读是有
魔法的，那一刻，就是它释放魔法的时刻。”马保
福说。

此外，新阅读方式让人眼前一亮。马保福最
近注意到九年级学生刘佳妮，在交谈中，刘佳妮
的创新阅读方式给他“上了一课”。

刘佳妮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她与书籍成
为了朋友。每天坚持阅读的她，这学期开学尝
试给自己“加码”。最近正在阅读《泰戈尔诗选》
的中英文对照版本，遇到不会的单词，她就用平
板电脑查阅，感受文学魅力的同时，还提高了英
语水平。她说：“阅读的意义在于让你身临其
境，让你成为作者的大脑、思想，甚至成为他的
手。阅读中英文对照版本，能让读者用外语朗
读时，更好地融入作者的情绪，体会其创作时的
意境。”

“阅读，让我们畅游在文字间，充实自己的精
神世界与内心修养。分享，则是阅读的升华，将
自身的理解和观点分享于他人，共同探讨文字中
的情绪与价值，收获感动与共鸣。但是分享，讲
究方式方法，需要我们去探索。”马保福认为阅读
行动的“自我进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每天下午 4时许，学生们结束了一天的学
习，背上书包在操场上等校车。离校前的这半个
多小时是他们最惬意的时光，操场上“开锅”似地
热闹起来。有的在篮球架下跳跃，有的围着乒乓
球桌欢呼，有的则绕着操场长跑，还有的三三两
两围坐在一起或画画或读书。

九年级学生杨婷手捧历史课本，大声朗读着
课本内容，想把知识点刻进脑海。初夏的风，吹
起她的发丝，也吹动着她对知识的渴望。距离中
考越来越近，老师们都很看好这个文静的学生。

说起杨婷的巨大变化，老师们都看在眼里。
如果说知识改变命运，那么杨婷就是一个很好的
诠释，她通过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找到了自
己的人生定位。

八年级时，杨婷成绩一直处于班级中下水
平，再加上青春期的叛逆情绪，一度到了无法跟
上学习进度的边缘。尽管那段时间思想是漂
浮的，可杨婷却依然坚持每天阅读。一本《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成了她的指明灯：“保尔·柯
察金对革命有着坚定的信念，尽管被疾病和残
疾困扰，但是他永不言败，这种精神打动了
我。我这样一个正常人，没有生活的重担，有

啥理由不好好学习呢？”杨婷说出了自己心里
话，也正是源于这样的激励，杨婷的成绩进步
非常快。

“阅读教育具有‘相对延迟性’。阅读或许并
不能立刻知会其中的意思，但以后的某天，突然
想起阅读的内容，并对其有了更深刻的感悟，阅
读的魔法时刻也就到来了，教育也才完成了闭
环。”马保福说。

银川市教育局四级调研员王文国曾在灵武
市郝家桥镇做过几年的乡村振兴指导员，一次偶
然的调研活动，让他被狼皮子梁学校浓厚的阅读
氛围深深地感染，王文国认为，在农村推广阅读
十分必要。在驻村过程中，他看到一些村民精神
生活匮乏，靠刷手机短视频、打麻将等活动打发
时间，令人痛惜不已。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在新时代全民阅读的
浪潮中，农民群体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在
乡村推广儿童、青少年阅读活动，一方面是办好
家门口教育的需要，为乡村振兴储备人才；一方
面将阅读的乐趣与大自然的宁静、美丽相结合，
把‘爱阅读、读好书、善读书’写在美丽风景和田
埂上，写在农村广袤的大地上。”王文国说。

“乡村阅读推广人”马保福：

阅读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程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倪会智 黄 英/文 见习记者 王 强/图

近日，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
在云南昆明召开，来自全国各行
各业的嘉宾，共同就全民阅读话
题进行交流探讨。大会发布了
在全国遴选出的50位“乡村阅
读推广人”，其中就有灵武市狼
皮子梁学校校长马保福。

马保福在近4年的时间里，
用1200多天进行阅读积累，深
深地影响了周边数千名师生，如
今，他又将阅读从“习惯养成”
的1.0时代推送至“推广”
的2.0时代。在马保福看
来，阅读是一场没有终点
的旅程。

马保福教学
马保福教学《《小马过河小马过河》。》。

学生们在表演课本剧《红楼春趣》。
校园里正在阅读的学生。

学生在图书馆阅读学生在图书馆阅读。。

阅读行动“燃”起来

让阅读离田埂更近一些

从默默读到大声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