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读对了吗？

家长要通过科学阅读了解孩子
在各个阶段的生长规律，理性对待
孩子的成长过程

年轻的父母们“照书养娃”已经成为一种
现象。作为最大的网络图书销售商，当当网
的统计显示，育儿类书籍销售份额逐年上升，
目前占比达到整个图书销售的2%。

“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北京大学幼儿
园园长、著名幼教专家杨雪扬这样说，“孩子
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是最重要的，而父母又
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越来越多的父母愿
意从书中获得科学育儿理念，实现为人父母
的自我提升，这是全社会教育理念进步的体
现。”

育儿专家刘称莲被称为“榜样妈妈”，既
是读书育儿的践行者，更把自己的育儿体验
写成了书，她的作品《陪孩子走过高中三年》、

《陪孩子走过小学六年》等畅销多年，受到很
多家长的好评。

“我女儿小时候，育儿类书籍还不像现在
这么丰富。我当时读了不少儿童教育方面的
书，有外国的，也有中国的，比较早接触到了
卡尔.维特、蒙特梭利等教育专家的家庭教育
理论。我的感触就是读书让我在育儿过程中
少了迷惘、更加理性。”刘称莲说。

当读书育儿成为一种趋势和现象，作为家
长，你读对了吗？教育专家们说出类似的观点：
在规律和差异之间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方法。

刘称莲老师虽然出版了几本备受家长好
评的家庭教育书籍，但她从不认为孩子的教
育可以照搬别人的方法，她之所以出书是希
望通过分享自己的经验向家长们传达一个理
念——方法无标准，总能找到适合自己孩子
的。

“这个方法在我家是蜜糖，在别人家可能
就是砒霜。”刘称莲说，“家长应读一些介绍孩
子成长规律的书，了解孩子在各个年龄段的

心理需求和生理特征，然后用自己的眼睛和
心去发现自己孩子的特质，从而在孩子成长
规律的共性和孩子个体的差异之间找到适合
的方法。”

“过度教育和过度保护都是不好的。”杨
雪扬说。“家长要通过科学阅读了解孩子在各
个阶段的生长规律，理性对待孩子的成长过
程，既不过高要求孩子，又能放开手给予孩子
空间。既尊重规律又关注个体需求，是家长
对孩子成长最好的引导和陪伴。”

孩子的成长不是在一天里完成的，家庭
教育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家长对孩子的教
育应当是持续渐进的，不能一时疏于管理，一
时又急于补救过度干预。家长们要和孩子一
起成长，家长的学习也是伴随孩子成长始终
的。”杨雪扬说。

孩子如种子，家长如园丁，父母能做的就
是在各个阶段为孩子提供适合的生长环境、
水肥滋养，不抑不扬、静待花开。

阅读不是特效药

从选择孩子感兴趣的童书开
始，但也要准备好有营养的童书套
餐，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不再阅读
偏食

读书可以给予父母滋养，同样也能够给
予孩子滋养。随着我国全民阅读意识不断提
高，孩子从小阅读习惯的培养日益受到重视，
从学校、社会到家庭正在形成鼓励阅读、崇尚
阅读的氛围，孩子们也在阅读中获得人生的
各种滋养和丰富体验。

而在孩子阅读习惯养成过程中，家长早
期对孩子的阅读引导和陪伴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但与孩子共读过程中，家长们也要避
免走入一些误区。

阅读切勿急功近利。阅读能够打开孩子
心智、增长学识，孩子从书中获得的认知可以
延伸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但阅读应是长期
的，也是长效的。耕林童书馆总编辑敖德表

示，阅读不是一剂立竿见影的特效药，家长不
能要求孩子读完一本书就要立刻明白什么道
理，达到何种效果，甚至立马认识多少字。阅
读是孩子综合认知的获得方式，效果是长期
的、叠加的，甚至到成年后才能显现，但这样
的长期累加效果对人一生的影响又是不可限
量的。

中国童书市场近十年实现了飞速发展，
无论是童书的数量还是品类都呈现大幅攀
升。根据当当网的统计，童书销售占当当网
整个图书销售的 30%。然而，在众多的童书
中家长们又如何做到理性选择呢？敖德认
为，孩子阅读习惯的养成，应首先从兴趣入
手，不尊重孩子喜好的选择绝对是不可取的。

很多家长都有体会，有些很好的书，孩
子并不一定喜欢。如何在“有营养”的书和
孩子兴趣之间找到平衡呢？

敖德的儿子像很多男孩子一样喜欢汽
车，于是很长一段时间，敖德给孩子读的书都
是他感兴趣的汽车类童书。当孩子阅读习惯
慢慢养成后，这位用心的爸爸觉得扩展孩子
阅读兴趣的时机到了，逐步给孩子选择了机
械类、天文类、科普类童书，甚至最后还纳入
了哲学类童书。孩子也在这个过程中享受到
了兴趣和营养的合理阅读搭配。

“我们从选择孩子感兴趣的童书开始，也
要准备好有营养的童书套餐，让孩子在不知
不觉中不再阅读偏食。”敖德说。

“童书就是给孩子读的”，这也是在孩子
阅读习惯培养中的一个常见误区。台湾绘本
专家许肯馨表示，家长和孩子一起读起来是
关键，一则是儿童阅读习惯培养从 0 岁开始，
低幼阶段父母的阅读陪伴必不可少；二则对
于为孩子选书的家长，他们本身必须也是读
者，喜欢阅读并持续有阅读，既是以身作则，
也能够深度了解童书的创作由来及时空背
景；三则即便孩子具备了独立阅读的能力，亲
子共读也是父母了解孩子，建立亲子亲密关
系的好方法之一。

“教”和“育”是相辅相成的，在我们教育
子女的同时子女也在教育着我们。让我们在
阅读中获得营养，和孩子一起成长。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能够想起我在读小
学一年级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比如，我认为当我读完了一年级一班，那
么接下来就要去读一年级二班了。比如，我在
老师拿着学籍簿点名的时候，把脸埋在书桌下
面偷偷地吃烤鱼片。比如，我参加期中考试写
完了自己的“学名”，还惦记着要把自己的“乳
名”写在姓名栏里面。我也能够记得一年级
时，班主任的名字，还有全班同学的名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能够想起我在
教小学一年级时候发生的事情。

那时候，我的年纪也不大，站在教室里的
样子，就像大孩子带着一群小孩子。那时候，
我们每天下午都要一起唱歌，或者画画。那时
候，我们还堆过雪人、放过风筝、举办贝壳展
览。我也依然能够记起一年级时，所有学生的
名字。

这两个“一年级”，意义不一样，又相隔十
几年，却都是我记忆里最柔软的片段。

偶尔，我惆怅地想，那些事情还有那些
人，距离我现在的生活，看起来已经远不
可及。

但是在下一刻，我又想，哎，也不过就是
“昨天”发生的事情。

我想，我对“一年级”的印象，很可能就是
我对“人生之初”的印象吧！背着书包上学的
第一天，碰到的第一个老师，交到的第一个朋
友，遇到的第一次麻烦，还有经历的第一场考
试⋯⋯

我写《一年级的小豌豆》和《一年级的小蜜
瓜》时，这些“昨天”的事情就那么自然而然地
跑到了我的脑海里，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是我
经历过的，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我熟悉的。

当我用圆珠笔在纸上，一个字接一个字地
写故事的时候，那些关于成长的历练，也似乎
被重新演绎了一遍。

我给孩子们读小豌豆的故事，也读小蜜瓜
的故事。

我问他们：“喜欢吗？”
“喜欢！”孩子们每次都兴高采烈地回答。
但是，当我把打印整齐的书稿邮寄到出版

社的时候⋯⋯
第一次：没有回音。
第二次：没有回音。
第三次：有了回音。编辑说从来都没有出

版社出版过只写一年级的作品，他不能够判断
读者的接受度。他还跟我说了很多很多“万一
失败”的话。

要不然，就再换一个地方试试好了！
于是，第四次。
还有第五次。第五次遇到的编辑拒绝这

两本书的理由是：这不是著名作家的作品。
那么，还要不要去试第六次？我觉得要！

反正已经走到这里了，多迈一步又能怎样？
我也会觉得疲倦。觉得疲倦了，就走到书

店去。看书。这里所谓的看书，并不是真正意
义上的阅读，而是放眼望过去，将成排的书架
和展台全都收入到眼里。也深深地呼吸着，努
力去闻纸墨的香味，然后想，有一天我的书也
会出现在这里。

有一天，是哪一天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有一天”确实是一个梦想。
2007年，《一年级的小豌豆》和《一年级的

小蜜瓜》首次出版，距离第一次尝试，整整过去
了3年的时间。

我无法说清这样的时间究竟是长的，还是
短的。也或者，长短并无所谓，那一刻，我只是
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在这之后的几年里，出版界关于“一年级”
的图书日益增多，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无
论内容、封面，还是版式，都与小豌豆和小蜜瓜
异曲同工。这也许就是大家以另外一个角度
表达了对这两本小书的喜爱吧！

从照书养娃到与娃共读
□ 廉 丹

家长与孩子一起成长，是责任、是幸福，更是一门艺术。读书育儿，要先读对书。共同阅读，不妨

由兴趣开始。

是玩伴

更是知己

□ 潘笑天

儿童节来临之际，童书市场又
热闹了一把。这两天，中国童书博
览会人气火爆。各大出版商铆足劲
儿，端出可口“大餐”。本届博览会
也跳脱传统书展套路，变身阅读嘉
年华，不同主题的体验区让人“脑洞
大开”，不少小朋友“路人转粉”。在
博览会上走了一圈，感慨颇多。一
方面，儿童阅读市场的红火可见一
斑，难怪童书被誉为中国图书市场
的“金蛋”；另一方面，孵好这颗“金
蛋”并不简单，不能只盯市场，更要
秉持初心——让童书成为孩子心灵
的知己，而非一时的玩伴。

那么，如何让孩子爱上阅读，让
阅读成为习惯呢？

关键是要有真正的好书——这
是问题的根本。

这几年，童书品类繁多，但是佳
作尚少。何谓好书？首先，好书得
抓住孩子的兴趣，不仅投其所好，更
要循循善诱，在潜移默化中让孩子
从兴趣中激发求知的冲动。博览会
上，啄木鸟科学艺术小组带来了新
作《恐龙大王》，此前，《它们》、《绘本
恐龙》等系列书籍已赢得无数拥
趸。和其他恐龙图书不同，这一系
列由科学艺术家赵闯严格根据科考
研究成果进行创作，真实重现古生
物的生命形象。和小读者们聊天，
你会惊讶于他们对恐龙科学知识的
熟知程度，一些初中生已是专业领
域的贴吧“吧主”，未来要当科学家
成了他们的梦想。其次，好书要触
动孩子的内心，不仅传播知识，更要
联结人与人的真挚情感。就拿这套
恐龙图书来说，童话作家杨杨的加
盟，令“高冷”的恐龙充满温情，科学
与文学结合，认真地讲故事，引发孩
子们关于生存、死亡、亲情、友谊的
思考。最后，好书要沉淀人类文明
的结晶，在时代潮流的涤荡中，坚守
优良传统，弘扬真善美德。在博览
会现场，穿行于动漫、科幻、传统、国
际等各个阅读体验馆，仿佛游走儿
童读物的历史长廊，细数流传至今
仍脍炙人口的佳作，你会发现，它们
的主题、手法、形式、语言各不相同，
但都有着共同点——人性光芒熠熠
生辉。

有了好书，还得有“书房”——
适合孩子阅读的空间和环境。

听到不少家长们吐槽：想带孩
子去图书馆，可要么路程太远、地方
太小，要么书目太旧、种类太少，阅
读的场所太缺了。对此，李岩也感
同身受，这位曾经的 IT 男、媒体人，
自己筹钱办起社区图书馆“第二书
房”。和一般的“图书馆”不同，他要
做的是“读者馆”，以孩子而不是以
书为中心，注重阅读体验，根据不同
的孩子，采购对胃口的图书。同时
举办各种讲座、游戏、活动，鼓励亲
子互动，让家长和孩子相互激发阅
读的欲望和乐趣。今年，“第二书
房”把读者节搬到了童书博览会，不
少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到这里一道
读书，一问一答透着其乐融融。有
意思的是，现场不少志愿者正是“第
二书房”忠实小读者的家长，张群芳
就是其中一位。她打趣道，5 岁的
女儿为了能更多地泡在“第二书
房”，经常嚷嚷：“妈妈你去那儿工作
吧”。两年间，“第二书房”已在七八
个城市开了十余家新馆，速度之快
连李岩自己都没想到。而这背后折
射出的，是旺盛的阅读需求与有限
的市场供给之间存在缺口。

有 了“ 书 房 ”，更 要 有“ 书
香”——建造有形的阅读场所或许
能立竿见影，培育无形的阅读氛围
则非一朝一夕。

如今，全民阅读的热情正在形
成，各类阅读季、活动周、嘉年华日
渐普及，声势不小。但不少童书出
版人士保持着一分清醒：“脉冲式”
的热潮更似“阅读总动员”，在点燃
了激情之后，形式终究要回归本质
——安静下来，促膝捧读。不论是
出版商还是家长，都要克服功利阅
读的短视，正视孩子的内心需要，并
教会他与阅读独处、与心灵对话。
如此，阅读才能成为一种内在的需
要、融入血液的习惯。

你要问了，怎样才能让孩子找
到这位知己呢？我说，留一分邂逅
的美妙给孩子吧，让他去寻找。(本书单由公众微信账号“童书加油站”提供)

致一年级

□ 商晓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