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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泰国的天气，那便是
“热”。如果用一个短语来描述泰国人学习汉语
的热情，我想用“非常热”再贴切不过了。这
也是我在泰国做汉语教师志愿者时感触最深的
一点。

2016 年 5 月，怀揣着“讲好中国故事”的
梦想，我来到了泰国曼松德·昭帕亚皇家师范大
学孔子学院，开启了一段至今令我难忘的时光。

“张老师，你会中国功夫吗？”“书法中的这
一笔是不是叫捺？”“中国的烤鸭好吃吗？”“中
医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好？”……在曼松德大学
中文专业大二年级的写作课上，学生围在我身
边问了许多关于“中国文化”的问题。

孔子学院的课堂气氛一直都很活跃，许多
学生有着强烈的好奇心，爱提问题，积极性很
高。相比死记硬背式的读书方式，这些学生更
喜欢动手去“玩”。爱玩是他们的天性，那么如
何可以让学生们在“玩”中学汉语，让他们觉

得学习汉语不再是一件枯燥的事情，就成了我
后来备课的重点。

其实，让我下决心开启“玩中学汉语”的
课堂模式来源于一个叫沈文的泰国学生。沈文
是我们班里一个很安静的男孩，平时不爱说
话，每次上课都会很认真地做笔记，但是一到
写作小测验，成绩却不太理想。

有一次，我找他聊天，他才吞吞吐吐地告
诉我，个人兴趣对他来说很重要，如果中国老
师只会讲干巴巴的汉语基础知识，他学起来就
会觉得枯燥。

因材施教的想法当时在我的脑海中立刻闪
现出来，我想与其用效率不高的“满堂灌”方
法授课，倒不如让他们学会在“玩”中学汉
语。后来我带他们一起拿画笔在风筝上画他们
眼中的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参与其中，
会让他们造个句子来检验其汉语词汇储备。不
一会儿，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蜿蜒盘旋的万里

长城便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众人面前。同学们一
起拿着画好的风筝在操场上飞奔、嬉戏。我注
意到平时不爱笑的沈文在活动中也笑得很开
心。当然，活动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他们了解风
筝文化，更重要的是我在教给学生一种学习汉
语的方法。在批改作文时，许多同学都表达了
对“玩中学汉语”的喜爱。更让我欣喜的是，
沈文的文章里不但加入了新学的词汇，语句也
比以前通顺了。再后来，曼松德孔子学院只要
举办文化活动，我带的学生们就会主动参加，
并写一篇文章给我看。

其实，在曼松德孔子学院任教的 1 年中，
我所教授的学生里既有牙牙学语的幼儿，也有
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的中学生，还有立志去
中国留学的大学生和已经六七十岁的本土教
师。我看到了他们学习汉语的执著，也感受到
了他们想了解中国的迫切心情。每当下课时，
幼儿园的孩子双手合十对我说谢谢，每当听到
周六有老师要从外府坐火车、倒天铁、再换摩
的赶来孔子学院参加汉语培训时，我便会有一
种沉甸甸的责任感。

依稀记得离任时的场景，当收到学生送给我
的小礼物和祝福时，那份依依不舍的感动。这一
年的教学经历鼓励着我，也让我坚定了未来只要
有机会还会继续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信念。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汉语教师志愿者）

日前，在第七届江苏书展上，江浙沪京
全民阅读办共同发布《中国分级阅读苏州宣
言》，倡导“全民阅读，儿童优先；儿童阅
读，科学引领；分级标准，合力打造”。

这个宣言非常好，很接地气。子女教育
是每个家庭的重头戏，其中阅读又被大部分
家长所看重。恐怕没有哪个爸妈不愿意看到
自己的孩子时不时地捧本书看、反而希望孩
子成天玩手机。所谓耕读传家，阅读是要代
代相承的，这是中国人的传统。

《汉书·韦贤传》记载，西汉丞相韦贤教
子有方，4个儿子都挺有出息，尤其是少子
韦玄成，后来以才华及为人位至丞相，自此
民间开始流传一句谚语，“遗子黄金满籝，
不如一经”。

如果在儿童阶段就养成阅读的习惯、爱
好，那么对于孩子一生的成长都是大有裨益
的。但若没有基于儿童成长规律的科学思
想、技术和方法加以指导，那么儿童阅读就
会迷失方向。

也就是说一开始，家长、社会乃至政府
必须引导好，为孩子供书、供好书；帮孩子
选书、选好书。这里说的好书，是指适合儿
童的书，而且是适合不同性格、不同禀赋的
儿童的书，有助于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
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书。

因此，分级阅读很有必要。分级阅读主
要是针对儿童不同年龄段身体、智力、知识
和状态提出的概念，是因材施教在阅读中的
体现，直观上看，就是一份不断变动的书
单。

那么，这份动态书单应该遵循什么标
准？由谁来确定？怎么确定？

首先，分级阅读的标准，不是一家所能
定下来的，需要各方合力。从供给侧来说，
教育出版界首当其冲，需要根据少儿不同发
展阶段出版不同类型的文本。

过去我们不太看重少儿阅读的分级问
题，3岁和6岁的都看《百家姓》，5岁和8岁
的都看 《三字经》。事实上，实证研究显

示，一个孩子在 6 岁和 7 岁可以有截然不同
的性格、偏好以及阅读需求。所以，0 到 3
岁该看什么，4 到 7 岁该看什么，都需要研
究。

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才能划定
一个大体的范围、方向。这一块，国外有比
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国内需要加快赶上。在
网上也有不少儿童分级阅读的指导文章，微
信上一些教育类公号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不
过失之于零散，并且不够权威。

其次，分级阅读当前主要是由家庭、学
校来实施的，而家长、老师在推荐阅读书目
时，多是来自自己的经验、工作中的实践，
所选内容可能不是孩子最感兴趣的。如果说
有一种冷，叫做“我妈妈觉得我冷”，那么
就有一种书，叫做“我妈妈觉得我爱看的
书”。

这其中有一个热点话题，多年来争论不
休，就是少儿读经的问题，小小少年，懵懵
懂懂地读着《大学》《中庸》，好不好呢？

从分级阅读建立标准的角度来看，是好
事，起码有个标准，一把尺子量天下。不
过，如果都去读经，那就不用讨论分级的问
题了，反正古代经典够读的了。

古籍经典完全可以作为儿童阅读的一部
分内容，但还需要作出更细致的安排。也就
是说，分级阅读不光是动态的，还得是系统
性的。毕竟所谓的经书，当初写作的时候，
并不是针对少年儿童的，并没有考虑孩子的
内心需求。诚然，可以让一部分早慧的孩子
具备良好的传统文化修养，但是对于对此不
感冒的孩子来说，读经就是浪费时间，还是
得需要各种阅读文本配合着来。

综上所述，少儿分级阅读目前缺乏一个
简明易行、可得性高的标准，而在建立这个
标准的过程中，有两点需要考虑，一个是基
于少儿成长阶段的动态变化，一个是不同文
本的系统配合。如果能实现这一纵一横两方
面要求，那么可以说少儿分级阅读标准的框
架就搭起来了。

分级有无必要之争

究竟什么是分级阅读？一直希望从学理层面推动中国少儿分
级阅读的儿童阅读专家王林博士的解释是：“按照少年儿童的年龄
和阅读能力，提供适合的、科学的读物。其核心理念是让少儿学
会和喜欢阅读。”

虽然分级阅读呼声渐高，但争议随之而来：有无必要之争，
标准制定之争……

不赞同童书分级者有之，“孩子理解能力就是天然的阅读过滤
器，是天然的分级能手，不需要再依靠外部力量去对童书进行分
级。”

对此，王林的观点是：并非孩子“浸泡”在书里就会阅读，
而是需要引导。引导会提高阅读效率，会促进孩子阅读能力的发
展，分级阅读起到的正是引导作用。

“‘牛不喝水强按头’，看重阅读价值但不知道从何着手的老
师、家长并不少见。”这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二小语文老
师杜斐的“阅读”教学体会。正因这样，在她看来，实行分级阅
读“很有必要”。“由于孩子年龄不同、认知能力以及阅读能力有
别，分级阅读对于没有指导孩子进行课外阅读经验的老师、家长
来说，具有参考价值。”杜斐说。

反对者中，有一种声音是“阅读是个人体验，标准化反而会
扼杀孩子的阅读积极性”。对此，做过多年童书编辑的北大出版社
编辑于铁红并不赞同：“确实有一些孩子的阅读能力和阅读范围超
出同龄人，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完全可以在分级阅读书目之外选
择更多自己喜欢的读物。分级阅读对他们来说不仅不会扼杀其积
极性，反而会有一种自由和领先的快乐。对于多数孩子甚至他们
的家长来说，为他们确定一些适合其阅读能力的范围和内容，利
大于弊。”

“利大于弊”体现的正是分级阅读讨论的基本背景——“个
别”和“一般”。“标准是借鉴性的，并非强制性。分级阅读的出
发点是让孩子爱上阅读，用经济快速的方式学会阅读。当然，也
不排除有些孩子的阅读能力较强，但分级阅读针对的是大多
数。” 王林说。

摸索中前行的分级阅读

数据显示，2016年国内图书市场上针对少儿的图书多达15.28
万种，面对浩瀚的书目，“选书难”是不少家长面临的困扰。推荐
少年儿童阅读书单的自媒体遍地开花，从侧面反映了“困扰”并
非个例。

其实，国内推动少儿分级阅读的探索早已开始。2008年，南
方分级阅读研究中心成立，针对 3 至 18 岁青少年儿童的阅读现
状，提出了分级阅读理念——“什么年级读什么书、什么年龄读
什么书”，并完成获得国家版权保护的《中国儿童青少年分级阅读
内容选择标准》等研究成果。

2009年，专业从事青少年读物出版的接力出版社在北京成立
了儿童分级阅读研究中心，邀请国内儿童文学、童书出版等领域
的专家加盟，并推出中国儿童分级阅读参考书目。

除这些研究机构的成立，一些专家、学者也加入了研究和推

动分级阅读的行列，王林便是其中之一。2008年他开始关注分级
阅读，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和北京师范大学合作举办中国儿
童分级阅读论坛。目前，王林正在申请一个和分级阅读有关的科
研项目——“中国儿童分级阅读的研究与实践”，“希望能集合心
理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专家把分级阅读这个事情做起来”。

各方推动下，少儿图书市场的分级阅读已进入实践阶段。“打
开当当、京东等网站的少儿图书首页可以看到，专业、非专业出
版社的少儿图书不少都会标明读者年龄段。”在于铁红看来，这种
分级阅读雏形出现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引进版童书在我国
所占的市场份额不小，而国外童书具有严格的分级标准，这对国
内出版社分级阅读概念的形成产生了影响；二是国内孩子家长对
分级阅读有需求。”

建立评估体系难在哪儿

即使各方都在为分级阅读的探讨和实践添砖加瓦，但为大家
共同认可的标准却一直未能出台。“推出中文分级阅读标准，首先
需要大规模调查数据的支撑，年龄不同、地域不同、家庭背景不
同……基于这些因素，要推出一个科学的、能被认可的分级阅读
标准难度很大。此外，分级阅读涉及到心理学、语言学、儿童文学
等多个学科，但这些领域的相关基础研究还相对薄弱。”王林说。

如何为学生选书，作为一线语文老师，杜斐积累了不少经验。但
少儿的阅读带有很强的个体特征，她就常被学生“牵着鼻子”走。这也
正是建立阅读评估体系面临的难题——如何评估读者的阅读能力。

在我国目前的少儿图书市场上，可见到的多以年龄为分级标
准 。“单纯以年龄来分级过于简单”是从事分级阅读研究相关专
家的共识，但到底该如何进行分级，却仍处在讨论阶段。

2011 年 国 务 院 颁 布 的 《中 国 儿 童 发 展 纲 要 （2011—2020
年）》明确提出，推广面向儿童的图书分级制，为不同年龄儿童
提供适合其年龄特点的图书，为儿童家长选择图书提供建议和指
导。 这被视为儿童分级阅读的方向，但其并未对“分级制”提出
更详细的方案。

在讨论建立分级阅读标准的过程中，“借鉴”是一个高频词。
因为欧美对儿童分级阅读的研究已有60多年的历史，也有一些为
大家熟知的成熟评估体系。比如欧美广泛采用的蓝思分级法，它
有一套阅读水准的测评系统，包括对于词汇等的考核。

由于中外语言的差异，并不能“简单移植”和照搬国外体系，中
国的分级阅读体系要基于中文的研究——这也是业内共识。

在日前举行的第七届江苏书展上，北京、上海、江苏、浙江
全民阅读办共同发布 《中国分级阅读苏州宣言》，倡导“全民阅
读，儿童优先；儿童阅读，科学引领；分级标准，合力打造”。

“合力打造”可谓要义所在。
“在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分级阅读时，值得注意的是从商业角

度探讨和基于纯粹的教育目的来探讨，二者并不完全一样。在中
文分级阅读评估体系的制定方面需要更为慎重，也需要多学科的
专家来参与。”王林说。

任何一套评估体系并非一成不变。“一旦一个标准确定，不变
往往成为它健康实施的阻碍。要把带有时代特点的、更新的、更
优秀的内容不断补充进去，这样才可能使孩子的思维像流动的清
泉一样活跃。”于铁红说。

中文分级阅读：

如何给孩子“最适合合””的的文字文字？？
□ 本报记者 赵晓霞

“请问，适合3岁孩子读的书在哪儿？”体验式书店——北京青少年阅读
体验大世界中，一位母亲正向穿黄色制服的工作人员咨询。

“在婴幼区和早教区，有适合的。”顺着工作人员所指的方向看去，是一
片或按出版社、或按主题、或按印刷情况等分类的大区域。这位妈妈犹疑了
一会儿，走向接力出版社的陈列架。面对琳琅的书目，若无明确目标，想从
中选出一本适合3岁孩子阅读的书，并不容易。

“选书难”是近年来促使“分级阅读”呼声渐高的理由之一，也是中文分
级阅读相关机构和专家正在研究和解决的事情——为孩子有效率地选到合适
的书，让孩子爱上阅读。

少儿阅读需分级引导
□ 熊 建

“玩”中学汉语
□ 张 达 文/图

日前，江西省峡江县启动为期1个月的“倡导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玉峡”图书巡展活动，经过精心挑选的6000
多个品种的5万多册图书在各街道社区巡回展出。图为几名小孩正在书展上认真看书。

曾双全、张晶/人民图片

与其用效率不高的“满堂灌”方法授课，倒不如让学生学会在
“玩”中学汉语。

图为沈文 （右二） 正在兴致勃勃地画纸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