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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
穗期”。这一时期的阅读，会奠定一
个人的精神底色。

当前，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日
趋多样，青少年还需要阅读吗？他
们的阅读习惯有什么变化？该如何
引导？“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相关
从业者和专家。

现在的孩子如何读书？

翻书声此起彼伏，一排排书架
间，孩子们忙着找书拿书。周六下
午两点，记者来到四川省图书馆青
少年阅读研学中心，这里已是“一座
难求”，连台阶上都坐满了捧书阅读
的孩子。

“从我馆近两年青少年借阅量
来看，斗罗大陆、哈利·波特等系列
小说位居前列。”四川省图书馆流通
阅览部主任刘柳介绍，目前青少年
借阅书籍中纸质书仍占主流，同时
数字阅读增长迅速。

和过去相比，当前青少年阅读
内容更为广泛多元，对动漫、科幻文
学、科普百科类读物的关注显著
提升。

“当代青少年每天都与日新月
异的科技成果‘同步成长’，阅读兴
趣点也随之变化。”中国作家协会儿
童文学委员会委员、儿童文学作家
徐鲁说，机器人、元宇宙、人工智能
等也成为部分青少年的阅读主题。

阅读载体的变化造就了新的阅
读习惯。山西夏县一名六年级学生
的家长范晓荣说，孩子校内阅读以
纸质书为主，在家会用电子产品阅
读，“每天主要是睡前半小时，在手

机上听书或阅读国学机上的内容”。
还有很多青少年利用课间、通

勤等零散时间阅读网络文学，把碎
片化时间利用起来；在阅读之外，通
过游学研学、参加航天夏令营、体验
讲解员等实践活动获取新知。

不少青少年很关注阅读中的社
交性。社交媒体上，以青少年为主
体的书评短视频、播客讲书等新形
式层出不穷，很多人积极分享作为

“少年讲书人”的独到见解。
“现在青少年的阅读指向与习

惯方式跟过去比有明显变化，电子
书占比增长迅速；会借助听书等视
听媒介或通过社群等参加带有社交
性质的阅读活动。”北京师范大学文
学院教授陈晖说。

自主阅读不足 阅读兴趣
不够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今青少
年在阅读内容、方式等方面呈现出
鲜明的时代特征，但仍面临自主阅
读不足、阅读兴趣不够等问题。

——课业压力大，网络信息挤
占阅读时间。山西一名小学校长坦
言，部分教师依旧有重成绩、轻读书
的观念，存在占用学生阅读课现
象。一些家长也反映，随着年级升
高，孩子面临升学压力，课业负担
重，每天自由阅读半小时都很奢侈。

电脑游戏、手机短视频等对阅
读的挤占与冲击显而易见。当前青
少年普遍存在过早过多接触电子产
品的情况。有专家调研发现，初中
生更倾向于浏览网络文学和娱乐化
内容，经典名著阅读率在下降。

——应试目的强，能力培养
弱。成都某小学三年级学生瑞瑞表
示，推荐书目不是“爱不爱读”，而是

“必须读”，学校通过每周读后感分
享课来监督。还有部分家长将阅读
等同于“刷题工具”，导致青少年将
《红楼梦》等经典视为“考试资料”而
非文化瑰宝。

徐鲁观察到，一些青少年善于
写虚构、幻想的故事，却难以写出一
个真实、性格鲜明的人物或符合事
理逻辑的故事；究其原因是阅读面
狭窄，缺乏非虚构儿童文学作品浸
润，导致思辨能力和事理逻辑分析
能力有所欠缺。

——家长表率不足，城乡存在
差距。记者在图书馆随机采访 10
位家长，其中 7位表示自己没有经
常阅读的习惯。“我知道应该陪孩子
读书，为孩子营造读书氛围，但回家
后只想休息，刷刷手机。”成都家长
吴女士道出尴尬现实。

山西一所县城小学图书馆里，
很多书籍是与教学和课本相关的系
列丛书，特色图书相对较少。县城
书店里的童书种类也很有限，和大
城市存在一定差距。

在全社会营造书香气氛

面对变化和挑战，受访业内人
士认为，首先要提升成年人阅读素
养，努力为青少年提供专业的阅读
指导，在全社会营造书香气氛。

“应尊重新兴阅读形式，合理接
纳青少年在阅读题材、风格方面的
多样选择。”陈晖建议，鼓励青少年
读者分享自己的阅读体验、表达阅

读感受，鼓励他们以同人写作、改编等
形式回应文本，从读写共创中获得成
就感及能力提升。

家长、教师和阅读推广人，应成为
青少年精神成长的“高级营养师”。

广东省少儿阅读推广人姚菲菲指
出，教师不仅要引领孩子读出故事的
趣味，更应该探索“读写结合”的整本
书阅读方法，带孩子们体会写作手法
的精妙之处，迁移运用到日常作文中。

“成人应增加阅读量、提升阅读品
质，以更好引导孩子。”首都师范大学
儿童文学教育研究基地主任王蕾认
为，成人也可阅读儿童书籍，更好地站
在孩子的角度理解他们的阅读需求；
还需学习科学阅读理念，更专业地给
予阅读指导。

从开蒙识字到诵读四书，我国传
统阅读教育讲究“次第”发展。徐鲁等
专家建议，建立科学的分级阅读体系，
循序渐进。低年级的小读者可以从薄
一点、插图多一点的图画书和故事书
读起，尽量把每一本书完整读完。先
建立起“读完一本书”的信心，然后慢
慢培养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

四川省图书馆去年推出“川阅无
限·云借阅”平台，支持全省读者线上
选新书、快递送到家，对促进城乡青少
年文化服务均等化发挥积极作用。

多位县城小学负责人希望农村书
屋、职工书屋、县城图书馆等采购更多
适合青少年阅读的书籍，鼓励社会力
量参与学校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还可探索‘馆校合作’模式，实现
公共图书馆与学校图书资源的数字化
共享。”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原主席张明
舟说。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刷屏”时代，如何引导孩子们“深读”？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杨湛菲 史竞男 边思琪

阅读为儿童青少年的成长提供
着不可或缺的营养。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学校作为儿童青少年成长的
核心场域，越来越重视培养他们的阅
读习惯和能力。然而屏幕时代的今
天，手机短视频、碎片化阅读、功利化
阅读等无时无刻不争夺着孩子们的
阅读时间。面对这样的考验，我们该
如何让孩子真正沉下心来阅读呢?

多地中小学积极探索阅读
的N种方式

为了让学生读好书，近些年，各
地各学校都在进行有益的探索。

在兰州市第十一中学，阅读课搬
进了图书馆。“每个年级每周开设两
节阅读课，在课内我们探索构建浸润
式阅读生态，课程设计以‘一堂课，就
是一本书’为原点，通过每堂课的系
统化训练，培养学生的阅读素养。”兰
州市第十一中学新教育实验阅读课
教师高进儒说，同时这学期在阅读课
设计了八组特色专题学习活动，如

“如何阅读一本书”“改变，从阅读开
始”“会读书，才会学语文”等。

这些专题通过“阅读故事”与“图
式分享”的创新形式展开，以故事化
思维重构课堂，让学生们爱上“深阅
读”。

每天都是“读书日”的常态化阅
读，让精神食粮滋养孩子们成长。四
川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范家小学是
一所农村寄宿制学校，晨诵国学经

典、晚上静心阅读、睡前听广播故事，
学校每天都开展着常态化阅读。教
室的墙上，贴着每名学生已读书单；
住校生晚上除了自由阅读外，还交流
分享读书体会；学校倡导的“八美少
年”评选中，“阅读美少年”就是其中
一项。

最是书香能致远，在老师们看
来，阅读带给孩子们的改变润物无
声。“此前，班里害羞的学生较多，不
敢在全校活动上发言，通过广泛阅
读，孩子们肚子里有‘料’了，积累了
成长底气，变得爱提问善表达，找到
了自信。”范家小学语文老师杨秀丽
说道。

高进儒认为，营造书香校园，就
是通过创造浓厚的阅读氛围，整合图
书室和图书角丰富的阅读资源，探索
阅读的N种方式，让阅读成为学生最
日常的校园生活方式，也可将阅读作
为撬动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基础和
行动源头。

课外阅读空间挤压严重

记者调查发现，孩子们的校内阅
读情况总体积极向好。但手机“快餐
文化”、亚文化的传播等仍旧争夺着
孩子们的校外阅读时间。

——手机“快餐文化”冲击文字
阅读。

不少家长反映，孩子一放学回
家，手机就不离手，玩游戏、刷短视频
是常态。云南一位中学生告诉记者：

“桌上放着下决心要读的书，但每次
看书前总忍不住看几眼手机，这一看
就是几个小时，书是一页也没翻。”

范家小学校长张平原表示，短视
频等“快餐文化”和网络游戏存“成
瘾”设计，容易使缺乏自制力的孩子
陷入短暂的快乐。同时，“投喂式”碎
片化信息冲击文字阅读，影响青少年
对长文章、长视频的消化理解，侵蚀
了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

——功利性阅读影响孩子阅读
兴趣。

记者采访发现，在中小学阶段，
孩子年龄与阅读时长呈“倒挂”现
象。湖南一位家长说，小学阶段学科
少，家长还有时间课外陪读。等升入
初、高中，孩子课程增多，每天回家忙
着写作业，挤不出时间阅读。

然而部分中小学生向记者吐露，
尽管他们很想看课外书，家长却经常
提醒不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没有
意义”的书籍上。

部分中学老师表示，一些父母认
为孩子应专心于“学业”，这也导致学
生课外阅读量不足，无法坚持良好的
阅读习惯。

——经典难“啃”，亚文化“上
头”。

部分中学生反映，会完成老师布
置的作业，读一些经典书目，但没有
老师讲解，这些书读起来晦涩难懂，
读完后处于无感状态，感觉离经典越
来越远。

此外，不少学校老师和家长反映，
一些中小学生易受到不良网络文学或
书籍吸引。“这些书籍中不乏恐怖悬疑、
猎奇刺激、色情奢靡等描写，正处于青
春期的孩子看后容易沉湎其中。”

如何让孩子们发自内心享受
课外阅读?

阅读就像潺潺的小溪一样，慢慢地
浸润孩子的一生。

静待花开，充分认识课外阅读的重
要性。“阅读不能急功近利，是积累渐进
的过程，要静待花开。”云南一位中学语
文老师路雯雯说，良好的阅读习惯与学
习能力提升密不可分，阅读过程能锻炼
专注力和韧性，读书越多知识之间就越
容易形成连接，产生正反馈。

把课外阅读时间留给孩子。高进
儒认为，不能将课外阅读简单等同于

“看闲书”，家长应为孩子留出成长阅读
的空间和时间，多陪伴孩子共读，养成良
好的阅读习惯。同时家长在家里也要做
好表率，陪孩子一起放下手机捧起书籍。

各学科总动员，专业阅读指导必不
可少。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部分学校建
立起专业的阅读指导教师队伍。中国
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阅
读指导教师队伍不限于语文学科，各科
教师都应该参与进来。此外，教育部门
可根据实际将阅读课纳入课程体系，同
时加强家校共读，引导家长做好对孩子
居家阅读的辅导。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我们该如何丰盈孩子们的课外阅读时间?
新华社记者 白丽萍 吴晓颖 经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我国瞄准 4 月 24 日 17 时 17 分发射神舟二

十号载人飞船。2025 年 4 月 24 日是第十个“中国航天日”，这也是神舟系
列飞船首次在航天日飞赴太空。 （新华社发）

轻点手机屏幕，万卷诗书掌间
流转；打开智能手表，日推金句映入
眼帘；聆听有声读物，人间烟火萦绕
耳畔……数字时代，人们的阅读方
式有了更多选择。

4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在山
西太原举办的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
上，最新发布的《2024 年度中国数
字阅读报告》显示，2024 年我国数
字阅读市场总体营收规模为661.41
亿元，用户规模已达6.7亿。

透过这份报告，一起来看过去
一年的“阅读之变”。

队伍更庞大——
2024年，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实

现“增加一个亿”的目标，增长率为
17.52%，增长量和增长率均创下近
年来新高。

从“一书在手”到“一屏万卷”，
十年来，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实
现了翻倍增长，数字阅读已成为全
民阅读的重要引擎。

报告显示，26岁至35岁的用户
仍然是主力；26岁及以上的用户占
比已接近六成。

“数字阅读正在由以年轻人为
主向更加成熟的年龄层渗透。”中国
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第一副理事长
张毅君说。

场景更智能——
报告显示，2024年，电子阅读依

然是数字阅读用户的“心头好”。
“90后”陈文婷是读书软件的年

付费会员。她认为，电子阅读能实
现“随时想读就能读”“想看哪本看
哪本”，阅读过程中还能看到一些书
友的精彩评论和反馈，更有乐趣。

“银发群体对数字阅读的需求
显著提升。无需长时间注视屏幕的
有声阅读，以其便捷性和健康性，正
成为中老年用户的首选方式。”掌阅
科技股份有 限 公 司总编辑马艳
霞说。

IP 产业链的协同，打破了传统
的阅读边界。如今，读者不再局限
于单纯的文字阅读，也能听书、看
剧、追番、买“谷子”等，文化内容有
了更丰富的展现形式。

与此同时，AI技术正在深度介
入阅读场景：北京城市图书馆推出

“元宇宙体验馆”项目，掌阅上线“AI

辅助阅读”赋能找书、读书、用书全场
景，咪咕推出“灵犀知书”智能矩阵实
现阅读服务的全链路智能化……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理事长
孙寿山说，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给包括
数字阅读行业在内的中国数字出版业
提供了更大发展空间。“文字数码化、
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的发展趋势
愈发显著，数字阅读正在向多模态、多
终端、多场景方向快速演进。”

内容更多元——
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数字阅读

作品总量约为6307.26万部，同比增长
6.31%。

读者们更愿意“一键收藏”什么样
的书籍？

文学作品依然稳居读者首选；教
育与文化类内容实现显著增长，较去
年同期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人物
传记、烹饪美食、旅游旅行等题材占比
也有明显提升。

“这一变化传达出两个重要趋势，
一方面，读者阅读需求日益呈现出多
样化、差异化特征，同时全民终身学习
意识持续强化、知识型阅读需求攀升；
另一方面，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持续
推升读者对传统文化内容的热爱。”张
毅君说。

数字阅读持续探索“出海”路径。
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数字阅读

出海作品总量为80.84万部（种），同比
增长6.03%。东南亚、北美、欧洲和港
澳台地区市场共同构成中国数字内容
出海的四大主力市场。

去年以来，《庆余年（第二季）》《与
凤行》《大奉打更人》等网络文学 IP改
编剧集火到海外，《庆余年（第二季）》
成为迪士尼旗下的流媒体平台有史以
来播出热度最高的中国大陆剧。

“网络文学是中国文化产品‘出
海’最大的 IP源头。截至2024年底，
阅文向海外推出了 6800 部中国网文
翻译作品，推出海外原创作品 70 万
部，覆盖200多个国家与地区，网络文
学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搭建了一座
桥梁。”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
晓楠说。

中国数字阅读作品正加速走向全
球，通过精彩内容，世界各地读者真切
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用户达6.7亿！

读书日看数字阅读之变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万倩仪 邢拓

中 国 航 天 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 4 月 23 日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检
知识产权检察厅首次亮相。据
介绍，最高检日前在经济犯罪
检察厅加挂“知识产权检察厅”
牌子，此前最高检曾设立知识
产权检察办公室。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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