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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客人》》 桑亚桑亚（（1010岁岁）） 画画

4 月 23 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世
界读书日”，这一天也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和
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辞世纪念日。自 1995 年

“世界读书日”设立以来，每年的这一天，世界上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政府支持下，出版机构、学
校、图书馆、社区等都要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日
活动。去年“世界读书日”前夕，中国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给北京三联韬奋书店全体员工回信，肯定
其创建24小时不打烊书店的举措。

阅读的外延是广阔的，内涵是丰富的。近
年来，随着科技发展，阅读形式越来越明显地
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在传统的纸质阅读外，网
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光
盘阅读等新的阅读形式、阅读工具涌现，并迅
速被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所接受。多种阅读形式
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共同撑起了全民阅读的
天空。

诗词美读 书法赏读

古典诗词和书法在中华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说到阅读，当然少不了它们。不同于以往抱着一本

《唐诗三百首》摇头晃脑地吟读，如今借助电子阅读古
诗词同样精彩。小孙是一名学理工的大学生，但有别
于人们印象中的“理工男”，他对于文学、历史颇有兴
趣和心得。他说：“习大大在讲话中常引用古典诗词，
有的我知道，有的不知道，不知道的我就上网查。登
陆相关网站，选取要读的古诗词，在唯美的水墨画卷
映衬下，在民族丝竹的背景中，配合着颇有韵味的诵
读，再加上屏幕边的文字讲解，视频、音频叠加，视
觉、听觉全方位展现，一下子就把我带入诗词所表现
的意境当中。”这种网上阅读古典诗词的形式，免去了
查生冷字、查典故含义的麻烦，避免了读错字音的尴
尬，很合年轻人的口味。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习惯并接受这种形式。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生周倩说，我到现在也不太
接受电子阅读，总觉得电子阅读让人没有安全感，用
电子阅读看不进去，往往会飞快地翻过页面，印象很
浅，最后竟不知道读了什么。我喜欢手捧诗词、轻吟
静思的那种感觉，这样会看得很认真，而且印象深刻。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新闻传播学系教授云国强
认为，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之间不是零和关系。以学

生为代表的年轻一代越来越适应电子阅读，随着内容
的配套升级，电子出版也会越来越完善。另一方面，
我们几千年以来一直习惯纸质阅读模式，它能给予人
们一种传统读书过程中的温暖情感，纸质阅读门槛也
比较低。总之，二者各有千秋。

标题快读 刷屏跳读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忙碌的现代人面对海量信
息，要想不被淹没，就必须学会取舍。因此，不少人
针对不同的阅读内容，采取不同的阅读形式。

比如，为了第一时间获取新闻，在有限的时间
内，可以快读新闻标题，有空时再对感兴趣的文章内
容细读。现在不少人在微博、微信上查看朋友的长文
或转发的文章，一般先看标题，感兴趣，再点开看正
文。但一般来说，这些转发的文章在朋友那里，大多
止步于标题。由此催生出以标题博眼球的“标题党”，
也就不奇怪了。有人笑言，标题党能把 《水浒传》 做
成 《3个女人和 105个男人的故事》。正因为标题党的
动机“不纯”，所以，往往打开正文一看，或文不对
题，或小题大做，更有甚者是生拉硬扯，给人以上当
受骗的感觉。

现代阅读的一个特点就是碎片化。这和现代人生
活节奏的加快有关。利用零碎时间进行标题快读、刷
屏跳读等碎片化阅读，虽难以尽如人意，却也能达到

快速、及时、交互等阅
读效果。只是专家提
示，碎片化阅读易使人
形成一种惰性依赖，习
惯于通过搜索、提问或
者交互来获得知识碎
片，不容易形成深度
的、批判性的、理性化
的、系统的知识体系。
它对人们的知识体系、

思维方式以及理性思考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
判断能力都构成挑战，这需要广大年轻读者重
视。

小品趣读 好书深读

在网上看听古典诗词、现场阅读欣赏书
法、快速阅读新闻标题、刷屏跳读感兴趣内容
的同时，仍有精致、严肃的内容需要从纸质阅
读物上寻找。

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学生何子章说，由
于专业的缘故，自己对一些名家的杂文和小品
文比较感兴趣，这些或深邃、或幽默、或辛辣
的小文能够拓展自己思维的深度和广度，所以
一般会买来纸质的书籍阅读，因为觉得可以反
复看、不断领悟和吸收。

“80后”硕士小王每周都在网络上收看高晓
松的网络视频节目《晓说》，对于谈古论今、纵横中西
的高晓松很是佩服。当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将视频节目
的文稿汇编成四册的 《晓说》 出版时，小王毫不犹豫
地在当当网上买了一套。我问他，已经在网上看了相
关内容，还有必要再买这几本书吗？小王说，网上的
节目看完就过，若想细细琢磨，则必须一书在手。可
见，电子阅读和传统纸质阅读是互补而非对立关系。

对于人文社科类的中外名著，更多人宁愿选择纸
质图书。而对于充满精美图片的时尚、自然地理等期
刊，大多数年轻人也会选择纸质杂志。

开卷有益。只要是阅读，不论纸质阅读还是电子
阅读，不论潜心精读还是标题跳读，都是以获取知
识、掌握信息为目的，不可能要求采取统一的阅读形
式，也不必太纠结于各种阅读形式的特点和优劣。近
年来，我国国民的阅读量呈现出稳步上升态势，但与
世界上的“阅读大国”如以色列、匈牙利、韩国、日
本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今年，“全民阅读”第二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政府大力投入支持全民阅读。从上海的数字阅读自助
机到北京市政府每年拿出1000万元用于开展“北京阅
读季”活动，无不显示着全民阅读工程在加快实施。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对个人成长影响巨大，全
民阅读则对全体国民素质提高影响深远。当每个中国
人都养成阅读习惯、打下厚重的文化基础，中华民族
才能实现持续发展、永葆蓬勃生气。

中文阅读形式趣点几何中文阅读形式趣点几何？？
本报记者 刘 菲

保加利亚孩子眼里的中国
日前日前，，由保加利亚大特尔诺沃大学孔子学院主办的由保加利亚大特尔诺沃大学孔子学院主办的““中国和保加利中国和保加利

亚古代文明美术作品展亚古代文明美术作品展””在布拉法埃尔展览厅开幕在布拉法埃尔展览厅开幕。。此次展览共收到来此次展览共收到来
自索非亚自索非亚、、瓦尔纳瓦尔纳、、特尔戈维什特等特尔戈维什特等1414个城市的个城市的232232幅作品幅作品。。参赛人员参赛人员
中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年龄最小的只有44岁岁。。

该展览的主题是该展览的主题是““中国和保加利亚古代文明中国和保加利亚古代文明”。”。提交作品的孩子们通提交作品的孩子们通
过学习中文过学习中文，，用画笔描绘着自己心目中的中国用画笔描绘着自己心目中的中国，，在参展作品中出现了诸多在参展作品中出现了诸多
具有中国元素的画作具有中国元素的画作，，如龙如龙、、长城长城、、五星红旗五星红旗、、旗袍旗袍、、天坛天坛、、熊猫等熊猫等。。

孔子学院外方院长伊丝克拉说孔子学院外方院长伊丝克拉说：“：“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比赛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比赛，，让更多的让更多的
保加利亚人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保加利亚人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也希望中小学生能从小对中国产生兴也希望中小学生能从小对中国产生兴
趣趣、、对学习汉语产生兴趣对学习汉语产生兴趣。。将这些优秀作品展出将这些优秀作品展出，，
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保加利亚参观者关注中国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保加利亚参观者关注中国
文化文化。”。” 董董 豪豪、、殷思琴殷思琴文文//图图

《荷花与仙鹤》 穆斯塔法（12岁） 画《元宵节》 乔治亚（13岁） 画

我的中文
名字叫丽丽，
是 从 刚 果 来
的。

刚来中国
的时候，我住
在杭州市。杭
州是一个很漂
亮的城市。我
常常说，杭州
是一个充满绿
色的城市，因
为那里有很多
树和花，都很
好看。杭州是
一个宁静、平
和的城市。城
市中部有著名
的西湖，每个
游客都喜欢去
西 湖 看 看 风
景，拍上几张
漂亮的照片。

两年前，我来到上海同济大学，
开始医学专业的学习。刚来上海的时
候，我觉得上海没有杭州好，因为没
看到很多树和花。但后来我发现，之
所以产生这种判断，是因为那时候我
对上海的了解很少。现在，我已经在
上海待了一段时间，也去了不少地
方，比如豫园、世纪公园、中山公
园、上海动物园、外滩等。目前，我
对上海的感觉变了，觉得上海和杭州
一样，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很
有新意。

除此之外，我还去过苏州、无
锡，它们也都非常漂亮。随着在中国
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对中国的了
解越来越多，兴趣也越来越浓。不论
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中国的每个城
市都有很特殊、很好玩的地方。

我喜欢旅行。有机会的话我打算
去更多的地方旅游，更多的了解中国。

（本文作者系同济大学医学院刚
果民主共和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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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艾昉湖。艾昉湖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的东北部，在伊利湖边上。
艾昉湖的夏天比较热，人们喜欢去湖里游泳，也有很多人喜欢开着

小游艇在湖上玩。
艾昉湖的秋天有时有风。平均气温为华氏50多度。我的朋友说，今

年秋天，她要教我在湖边放风筝。
艾昉湖的冬天很漂亮，可是也很冷，常常是冰天雪地。我常盼着冬

天，因为可以堆雪人，也可以滑雪，都很有趣。我们家常常在圣诞节假
期去滑雪场滑雪。

艾昉湖的春天风景很美，遍地开满各种美丽的花。每年春天，妈妈
都会在花园里种上很多漂亮的花。我喜欢春天。

我喜欢艾昉湖的四季，但最喜欢的是春天。如果你来艾昉湖，也会
喜欢上这里的。 （寄自美国）

艾昉湖的四季
岳芳芳（16岁）

用好课堂的每个10分钟
胡碎娟

我小时候做过很多搞笑的事，其中一件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的呢。
3岁时的一天，外公叫我出门跟他散步。“毛毛，该出去走走了，你也不

能整天呆在家里吧。”听了外公的话，我乖乖地跟着他出了家门。“外公，我
们路走错了。应该向那边走。”我向另外的方向指了一下。那时候，我们家
在一个环形的小路边。每次外公带我去散步，都是沿着顺时针的方向走。
可偏偏那天，外公想带我沿着逆时针的方向走走。我觉得走错路了，就使
劲地把外公向另一方向拉。外公没听我的，继续沿着逆时针的方向往前
走。我哭着、喊着、闹着，最后回到我家的房子前。外公问：“看到了吗？这
不就是我们的房子吗？”我固执地说：“不是的，外公，别骗我！”外公又带我
往前走了两步，来到家门口。这一刻，正巧爸爸出来了。外公对我说：“毛
毛，你看，你爸也出来了。你看，这不就是你的家吗？”但我仍不相信，说：

“他不是我的爸爸！”外公和爸爸听了我这话，大笑起来，而且笑了很久。
现在，我已经长大，但外公有时候还会向我提起当年那个有趣的故

事。 （寄自加拿大）

“他不是我的爸爸！”
徐雪松（13岁）

地球是圆的，地球是我们人类生存的家园。有了它，才会有我
们人类，才会有美丽的生物，才会有我们现在如此美好的生活。

太阳是圆的，万物生长靠太阳。花儿在阳光的照耀下绽放出美
丽的笑容。我们在太阳下享受着温暖柔和的阳光，幸福地成长。

硬币是圆的，靠了它，我们才能买得到各种东西。做生意、娱
乐等都不能离开它。硬币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有滋有
味。

红绿灯是圆的，它每天指挥着道路交通。有了红绿灯，不论行
人还是车辆在道路上能遵守统一的交通规则。

圆是幸福快乐的象征。每当我们张口大笑时，嘴就成了圆形。
它表现了我们的喜悦和幸福。

我们学校国际部的建筑也是圆形的，老师和学生每天快快乐乐
地学习，充满幸福。 （寄自日本）

圆，象征幸福快乐
寺田优佳（17岁）

作 为 一 名 海 外 中 文 学 校 的 老
师，陪着孩子一天天成长，看着他
们的中文水平一点点提高，我感到
很欣慰。新学期来临，我根据儿童
注意力周期特点，做了以下尝试：
将 40 分钟的课堂分成 4 个 10 分钟的
课堂单元，用轻松的情景语言将每
一个环节有机衔接。

比如，在《中华字经》第十一课“文物”的教学
中，针对“凡尔赛宫、金字塔状、泰姬陵墓、彼得教
堂”这16个字的教学，我设计了4个步骤。

首先，以提问的方式进入第一个 10 分钟。
“小朋友，今天老师要带你们去旅游，你们喜欢
旅游吗？”然后，我通过多媒体演示播放图片，
第一张以飞机的图片引入，先到法国参观凡尔赛
宫，再到埃及参观金字塔，再后来到印度的泰姬
陵，最后飞到罗马的彼得教堂。这个环节已经轻

松地抓住孩子们前10分钟的注意力，成功地刺激
了孩子们的视觉神经。

在第二个10分钟，通过泛读、领读，师生改
变音调高低，缓慢诵读，学习小动物变化表情交
替朗读等多种形式变化，又一次成功地刺激了孩
子们的听觉神经。

接着，我又用一句话过渡：“那让我们一起
来回忆一下刚才旅行中看到的建筑的样子，把它
们用动作表示出来好吗？”孩子们马上活跃起
来，在这个10分钟里，孩子们很快可以边做动作

边配合文字进行朗读了，有一部分学
生已经会背诵。

最后，我说：“让我们再回到刚
才的旅行中，看谁能最快地用4个字
说出我们去过的地方吧。”于是，我
便再让孩子们通过看图片说出文字，
并在桌上找出对应的4字字条。

这 40 分钟的课堂，成功
地抓住了孩子们每一个
10分钟的注意力。在之
后的教学中，我尝试
着把这个方法运用到
汉 语 教 学 的 各 个 环
节，同样收到了不错
的效果。（寄自荷兰）

（本文作者系荷兰
丹华文化教育中心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