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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应该成为教育的核心 

倪闽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阅读重要吗？ 

恐怕没有人会说“不”。当一个小孩掌握基础的拼读规则、学会辨识文字时，

“阅读”就成为伴随他一生的事情。幼年时，他们需要阅读启蒙读本，获得进入

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共识；学生时代，他们需要阅读教材与课外读物，培养

理解与思辨事物的能力；进入工作后，也需要阅读相关材料、报告和书籍，既为

了能够在某一领域内有所建树，也为了跟上这个日新月异、越来越复杂的世界。 

阅读很重要，阅读是教育的核心，这个是我们的共识。作为教育者，最重要

的是要了解现在孩子们的阅读养成教育存在什么问题，如何来实现高质量阅读。 

孩子们的阅读养成教育存在什么问题？ 

首先我想表达的是，我们基础教育阶段的阅读教育还是很有效的。国际学生

评估项目（PISA 2018）有这样一个报告，标题为“学生知道什么、能做什么”，

是对 79 个国家的 15 岁学生进行阅读、数学和科学测试的结果分析。2018 年的

测试重点是阅读。来自中国的四个省份：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是这次测试当

中最优秀的，在世界顶级阅读素养榜单上高居榜首。 

PISA 定义的“阅读素养”，指的是“以开发知识、潜能和参与社会生活为目

的，对阅读材料（或文本）理解、运用和反思的能力”。 

这个阅读素养体现了三层含义： 

一是阅读目的不仅是“体验美感，增长知识，发挥潜能”，而且还要“实现

个人目标，并参与社会”； 

二是阅读不仅仅是对阅读材料的“理解、运用和反思”，同时更要“评价”

并参与到阅读活动中，不仅要客观地再现作者直接表达的意思，同时还要对文本

的内容和表达进行思考，并要运用所得的信息来解决问题，强调读者对文本的自

主评价，甚至批判； 

三是阅读材料不局限于传统的纸质文本，而是涵盖一切可读、可视、可听的

文本。现代阅读素养不同于以往从语言学和心理学等角度的界定，而是更多地从 

社会功能角度出发，考虑孩子们在接受学校教育之后，其阅读素养是否足以应对 

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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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连续 4 次 PISA 测试当中反映，我国的孩子和世界同年龄孩子们相比是优

秀的。 

那么，我们的孩子阅读方面还存在什么问题？主要是三个： 

一个是在区分事实和观点方面能力较高的比例还不高； 

二是非连续文本阅读还是有差距，就是指图文表混合的文本阅读； 

三是女生阅读成绩远高于男生，估计是男孩子受诱惑的东西太多了，特别是

电子游戏把孩子们的空余时间占用了，没有自由阅读时间。 

从深入分析来看，造成孩子们阅读的主要问题来源于四个情况： 

一是没有时间阅读，这是最核心的问题，小时候还有一些自由阅读，但越到

高年级，越是没有时间阅读。 

二是自由阅读时间碎片化，没有形成知识架构和个人思维结构。 

三是阅读功利化，现在孩子们阅读长篇小说少，很多孩子在老师或者家长的

指导下会阅读一些心灵鸡汤类的文章，多半是为了考试。实际上阅读小说是一种

生活体验，丰富感情、增加对生活和不同人的理解，但很多家长甚至老师会觉得

这种阅读对提高学习成绩没有关系，实在遗憾。还有一些数字平台，孩子阅读是

为了打卡，为了排名，都会产生一定的异化。 

四是文学阅读多，科普阅读少，大家可以关注到，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给

他襁褓中的女儿看量子力学的绘本。 

那么，如何实现高质量阅读？ 

阅读塑造大脑，阅读也塑造社会，塑造国家。因此有效的阅读素养培育，对

于一个国家来说十分重要，也就是说阅读不仅仅是个人问题，群体阅读能力是国

家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要明白，阅读和 40 年前，甚至 20 年前相比，都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变

化。 

一是原来是少部分人的精英阅读，现在是大部分人的大众阅读。我们经常会

说民国时候的读书人怎么样，现在的读书人怎么样，实际上这是完全不可比的，

那个时候识字的中国人不超过 5%。针对大众阅读和精英阅读是不同的。 

二是以前阅读资源少，现在是阅读资源泛滥。可以阅读的东西太多，结果经

典被淹没，造成垃圾阅读挤出效应。孩子的时间是有限的，因此阅读内容和阅读

方式的选择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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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阅读形式从连续文本阅读，走向多途径阅读。如今，数字阅读已成为孩

子们的常态。数字阅读改变的，不仅仅是阅读习惯的问题，深刻的改变是人的思

维。纯文本的阅读，主要是抽象阅读，数字阅读中间会穿插大量图片、视频，人

的大脑底层和兴奋区域会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有很多不可预测的效应。 

针对这些阅读的情况变化，我想给教育者和有志于从事儿童阅读培养方面

的父母一些建议： 

一是研究阅读理论，形成中文阅读的本土理论体系。我们曾经的经典阅读理

念是“中医式”阅读，通过大量阅读，通过悟，悟出来的人，就可以“读书治家

平天下”，这就是精英阅读。但是大众阅读，总是会有大量的人无法实现顿悟，

怎么办？ 

现在则要形成“中西医结合式”的阅读理论和研究方法。阅读本身就是一个

复杂的认知过程，涉及感知、比较、概括、想象、预测、推论、评价等许多因素。 

阅读是有兴趣关键期、发展关键期和阅读能力的梯度的，在关键期如何有效

地指导，如何很好地把握阅读梯度，十分关键。 

二是开展多样化的阅读实践。实践研究主要是解决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比

如孩子读多少书是适切的？如何增强阅读理解力？如何解决读书的输入输出问

题？ 

三是建设中文分级阅读的评估体系和阅读材料库。英文阅读经过几十年积累

后，形成了非常完备的阶梯型阅读评估体系，也有完备的阅读语料，对于循序渐

进地建立学生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有强有力的支持作用。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

成熟后，会更有针对性。 

四是营造良好的阅读社会环境，包括家庭阅读指导，也包括阅读的社会力量

和市场力量的培育和整合。有线下的图书馆的环境建设，也有线上的阅读环境建

设。 

阅读是一种对话，是一种精神进食，是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 

关于阅读，不应该追求让孩子阅读更快更多，应该追求提升阅读质量，提高

他们的阅读能力，促进他们的阅读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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