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儿童来说， 选书的首要标准是好玩 ，

童书的好玩体现为无意义、 想象力和幽默感

阅读的重要性， 在当下， 已无需再多讨论。 但是， 如何为孩子

选书？ 选什么书？ 如何让孩子爱上读书？ 男孩和女孩的书籍有何不

同？ ……这都是很多家长的困惑。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李郦从阅读对孩子语文素养的角度告诉你， 家长究竟该如何选书。

■彭慧胜

在担任教师的 11 年中 ， 我一

直在思考， 具备什么样潜质的学生

未来才能做出一流的工作， 或者我

们该如何培养一流的人才？

2000 年我加入了复旦大学高分

子科学系江明老师课题组读研究

生， 导师是陈道勇老师。 当时我有

一个深刻的印象， 那就是查找英文

文献非常麻烦。 因为没有版权， 向

图书馆申请后， 要等很长时间才能

获得论文全文。

而 且 ， 实 验 设 备 都 比 较 陈

旧 ， 预约也很困难 ， 经常需要等

待几周 。

2003 年从复旦硕士毕业后， 我

决定先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再回国

做教师。 因为我非常想去看看发达

国家如何培养人才、 如何做研究。

去了后， 我发现美国的实验室

硬件设施确实很先进 ， 效率也很

高。 2006 年我博士毕业， 获得了去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研究的

机会， 开始相对独立的工作。

但是在这个国家实验室， 我的

工作卡是鲜艳的红色， 时刻提醒着

我是中国人， 虽然这里的设备和资

讯都很发达， 绝大部分实验室我却

无权进入。

正是在这里 ， 我深刻意识到 ，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但科学家是有

祖国的。 也正是在这里， 我更加体

会到， 为什么要爱国， 如何爱国。

所以， 当我的导师江老师和陈

老师告诉我， 复旦正在经历前所未

有的变革， 取得了巨大发展时， 我

毫不犹豫地回到复旦工作。

2008 年 10 月我回来后发现 ，

离开短短五年多， 复旦大学就拥有

了绝大部分科研数据库， 可以随时

下载全文， 我们也几乎拥有了与世

界最好科研单位媲美的表征设备 ，

具备了从事一流研究的平台条件 。

中国大学在硬件建设上的优异成绩，

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

的投入以及所获的巨大成功。

但很快我也发现， 要做一流的

研究工作， 硬件设施固然重要， 更

重要的是人， 是能产生原创性想法

的导师和学生。 所以， 做一流的研

究和培养一流的人才， 是相辅相成

的两个重要方面。

我想 ， 一流人才包括很多方

面 ， 比如要有胆识 ， 敢于啃硬骨

头 ， 要破解最重要和最难的问题 ，

而不是跟随别人 。 又比如理科类

研究者 ， 需要加强人文修养 。 科

学和艺术有很多相似之处， 都需要

培养灵感和直觉， 才能解答最重要

的问题。

我非常渴望 ， 能在自己的实

验室做出改变世界的成果 ， 或者

培养出改变世界的学生。 我明确告

诉学生， 这是我们的梦想。 目前我

们还没有做到， 但我们绝不放弃！

我觉得这是做教师最吸引人之

处， 因为我们有可能改变世界。

作为经历了国家巨变和民族复

兴的年轻一代 ， 我们感谢这个时

代。 我们更有责任和义务， 将前辈

奋斗来的一切更好地传承给下一

代。 不但是教书育人的工作能力 ，

更是实现中国梦宏伟蓝图的精神

情怀 。

（作者为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
系教授）

■闻玉梅

70 年前， 我是一名高中的受教育

者。 70 年后的今天， 我已从事教育工

作几十年。 从我受教育以及从事教育

工作的经历中， 我感受到， 也一直认

为， 教育是光荣、 神圣的， 也是很多

人向往的， 更是我们要珍惜的。

教育究竟是什么？

我觉得教育首先是教 ， 是传承 。

不仅是知识和人类文明的传承， 还有

我们要把为师的品德也传承给学生 。

所以， 为人师长非常不容易。

如果说教是传承， 那么育就是育

人。 就仿佛养育一个小孩， 我们要把

他慢慢地培养出来 ， 必须慢工出细

活。 所以我们老师应该给学生滋润的

雨水， 给他们灿烂的阳光， 也要给他

们能够承受打击 、 经历风雨的本事 ，

这样他才可以成为一个坚强的、 能够

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 我觉得现在我

们很多学生经不起打击 ， 只能表扬 ，

甚至一批评， 就做不好。 这些都是我

们教师要重视并且要解决的问题。

同时， 身为一名教师， 我在教育

的过程中， 也始终在接受教育， 并不

断总结。 我想我经历过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传承。

我是医学院教师， 我们的学生未

来承担着救死扶伤， 为人民服务的重

任 。 我们首先要把老一辈高超的本

领、 对病人的关心传承下去。 这就是

第一阶段。

第二个阶段， 突破。

所谓突破， 意味着我们不能只沉

浸在过去前辈的成就中。 我们应该做

一点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说起来很简单， 我做了什么呢？

还记得， 当时我被要求申请担任

博士生导师 。 我自己是上世纪 50 年

代被培养出来的人， 当时没有博士体

制， 我们也不知道博士生培养是怎么

回事。 如何做博士生导师呢？ 可是当

时， 我觉得国家需要， 我们就要做我

们没有做过的事情。 所以我就去向老

一辈的老师学习， 向国外的博士生导

师学习。 慢慢也培养出了一批很好的

博士生。

再比如， 培养高层次人才， 必须

要有基地。 1986 年我们申请卫生部医

学分子病毒重点实验室， 侯云德———

2017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

者， 在北京建了一个病毒实验室， 我

们在上海也要建一个。 当时卫生部问

我， 你要不要跟他合办， 我说不能合

办， 跟他合办， 就没有我们了， 他太

强了。 我们慢慢从头开始。 从卫生部

的、 教委的重点实验室发展至今， 我

们自己的医学分子病毒实验室也在国

际上有一定地位了， 这就是突破。 要

培养高层次人才， 就必须要有这样的

突破。

第三个阶段， 升华。

每一个老师都可以被比喻成一条

蚕， 独自作茧， 然后再不断突破。 但

不论怎样， 我们永远都要为国家和人

民想得更深一点， 更远一点， 凡是国

家和人民需要教育工作者做的， 我们

就要承担起来。

2013 年到现在， 我们新开了人文

医学课程。 之所以开这门课程， 是因

为当时的医患矛盾很多， 甚至医生要

戴安全帽上班 。 我认为这很不正常 ，

其中原因既有大众对医生不了解， 也

有医生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 聚焦了

科学和技术， 而忽视了人文关怀。 于

是我向学校提出， 开一门医学人文课

程， 这样既培养我们医学生的人文情

怀， 也能让更多的人理解医生。 第一

次开课时， 来了二十多位学生， 虽然

不多， 但是我非常高兴， 因为这些学

生中有来自法律系、 经济系的， 还有

新闻系的， 他们都来学这门课。

现在这门课有更多的老师参加教

学 ， 并且还成为网络传播的热门课

程。 截至目前为止， 累计有四百多所

学校十万多名学生选了这门课 。 而

且， 这些学生选这门课不只是听听讲

座而已， 还要经过严格的考试， 最后

获得学分。

我说这些事， 并非是说我自己了

不起 。 我只是想说 ， 我们身为教师 ，

要为国家多想一点。

近年， 老龄化越来越成为国家重

视的问题 。 今年 ， 我 86 岁 ， 也进入

了老龄阶段。 于是我会思考， 我们究

竟该如何解决中国的老龄化问题。 所

以我们又开始从事老年医学研究。 我

们提出 ， 国家不单单要考虑养老问

题， 还有 “医老” 问题， 要实现健康

老龄化， 现在国家也采纳了。

最近我又考虑到， 身体健康得到

重视了 ， 精神健康更应该得到关注 。

特别是现在 ， 连小学生都压力很大 。

如何使心理卫生和精神健康， 与身体

健康并重 ？ 现在我们也在进行研究 ，

并有相关建议。

总之， 生命是有限的， 可是作为

一个教育工作者， 能够带来的影响是

无限的。 只要生命还在延续， 我们在

教育的这条道路上， 永无止境。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复旦
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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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科研源自一流人才

把握选书标准， 在亲子阅读中收获快乐

本版图片： 视觉中国

■李郦

从比较粗略的层面， 我们可以把童

书阅读分成两个年龄段： 一是 0-6岁的

学前阶段， 以绘本为主； 另一个是 7-12

岁， 以绘本、 桥梁书作为过渡， 以文字

书为主。 超过 12 岁的孩子， 则会在心

理上产生渴望被当成大人的愿望， 排斥

“童书” 的概念， 倾向于阅读更具思想

性和专业性的书籍。

虽说经典绘本的阅读年龄范围是

0-99 岁， 但是不同年龄段孩子的阅读

内容， 重叠并不太多。 在日益重视亲

子阅读的今天， 挑选书目是否还有统

一的具体标准？

如果掌握好下面几个标准， 就一

定可以把握亲子阅读书目选择的方向。

■ 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 在优秀教育工作者眼中， 为师传承的不仅是

知识， 更是为人为学的精神。 “一位好老师可以影响 100 个人， 后者再影响

100 个人， 依次接续， 那么一代人、 两代人、 三代人总能够最终改变世界、

实现超越。 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做的每一件事， 都会成为这个伟大历史过程

的见证……” 日前， 复旦大学一批优秀教师代表分享了他们为师的经验和感

受。 此处节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和青年教师彭慧胜的文章。 这两位教师

年龄相差 40 多岁， 对于为师之道却有着共同的感受———

第三个标准是专业 ， 学会使用奖项 、

工具书两个 “拐杖”

第二个标准是多样， 兼
顾家长的眼光与孩子需求

阅读， 一方面是为了让我们更多地了

解这个世界，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我们更

加宽容地看待这个世界 。 所以这种多样

性， 首先表现为内容题材的多样性兼顾。

我们一说起阅读， 第一反应就是文学

作品， 其实不然。 童书固然是以故事为基

础， 但内容可以涉及很多方面。 自然、 动

物、 科学、 艺术、 历史， 都在童书选择范

围之内 。 从 《神奇校车 》 的趣味知识 ，

DK 系列百科图鉴的包罗万象到 《西顿野

生动物集》 的广袤天地， 再到散文， 精彩

纷呈的大千世界渐次在孩子眼前展开， 这

才是真正全面的阅读。

多样性， 其实也是人群类型和文化的

多样性兼顾。 我们常常囿于自身的局限，

无法全面了解世界的真相。

《地图·人文版》 带我们坐地日行八

万里， 爱玛·戴蒙的 “各种各样系列” 翻

翻书， 则分别从各种各样的人、 身体、 感

觉、 工具、 房屋、 交通工具六个角度分别

展现世界万物的丰富性， 给孩子极强的新

鲜感， 满足他们探索的乐趣， 可以让孩子

成长的过程中慢慢体会。

英雄史诗之外， 对弱者、 特殊人群的

关注， 也会让孩子在阅读中形成一种更加

宽厚平和的态度， 最近几年， 中国原创绘

本中讲述自闭症的 《弟弟的故事》 和讲述

阿尔兹海默症的 《我依然爱你》， 其实都

是此类题材很好的创作尝试。 可以说， 只

有先认识到世界的多样性， 才能引发孩子

对这个世界表象背后的同一性的深入思

考。 不用纠结于孩子为什么不看自己推荐

的、 喜欢的书， 只要孩子持续阅读， 每一

条溪流最终都将通向大海。

阅读应该是快乐的， 状态是放松

的。 亲子阅读不仅是童年美好记忆的

一部分， 也是孩童的陪伴者———家长

重新回归单纯世界的途径。

童书的好玩， 首先体现为无意义。

不追求任何教化目的， 完全摆脱功

利的童书最受孩子欢迎。

很多时候， 成人无法理解孩子为何

会要求一遍一遍讲述 《圆白菜小弟 》

《阴天有时下肉丸》 这样的绘本， 甚至

会质疑， 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的确， 童书中有一类就是无意义，

甚至看上去荒诞无聊。 《打破杯子的

鼠小弟》 系列绘本就是这样的书， 将

孩子那种天真、 好奇、 善良、 游戏的

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孩子也可以

从中获得无限的阅读乐趣。 在文字书

中， 刘易斯·卡罗尔的 《爱丽丝漫游奇

境记》， 也是致力于打破以启蒙为宗旨

的儿童文学传统， 以丰富的想象、 离

奇的情节赢得儿童的心。 可以说， 走

进儿童的世界， 就要从 “无意义” 的

书本开始。

童书的好玩， 还体现为想像力。

厌倦了平淡如水的日常生活， 童

书以幻想的方式架构出新世界， 可以

开阔孩子的视野和精神世界。 而就日

常生活而言， 一切突破常规的情节走

向， 也是创新出奇的亮点所在， 可以

帮助孩子跳脱思维定式的藩篱， 培养

创造性思维。

从绘本的角度来说， 克罗格特·约

翰逊的 《阿罗有枝彩色笔》 系列就是

如此， 小男孩阿罗用一枝紫色的蜡笔

边想边画， 上天入地自由自在， 以一

种自信、 安全的状态营造出浩大的内

心王国。

而文字书里， 米切尔·恩德的 《永

远讲不完的故事》 情节曲折生动， 书

中场景奇幻瑰丽， 令人叹为观止。 在

小说的每一章结束时， 又都以 “不过，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以后再讲” 来结

束， 如果读者顺着这句话继续想象并

写作， 真的就会让这本书成为永远讲

不完的故事。

童书的好玩， 更体现为幽默感。

幽默感不是单纯搞笑， 而是戏剧

化的 “开脑洞 ” “抖包袱 ”， 童书成

了一座 “纸上剧场 ”， 孩子在阅读过

程中收获快乐和放松 。 佩特·哈群斯

的绘本 《母鸡萝丝去散步 》， 双线并

行， 文字是母鸡的视角， 画面则是狐

狸的视角。 成人看到的是平淡的散步

故事， 孩子却能看到惊心动魄的几次

偷袭。 结果自然有惊无险， 狐狸偷鸡

不成狼狈逃窜， 既满足了刺激感， 又

充满娱乐性。

幽默感还来自于对待困境的态度，

即使在最严峻的形势之下， 用一种乐

观的精神一笑置之， 这其实是一种更

大的勇敢， 将会启发孩子如何更好地

面对挫折和困境。 罗尔德·达尔的文字

书 《女巫》 中， 小男孩被女巫变成了

小老鼠， 如何与年老体弱的外婆一起

打败女巫， 本身就是一个很吸引人的

故事。 而故事的结尾更出人意料， 虽

然女巫被打败了， 但是小男孩依旧是

小老鼠的样子， 但是因为有精气神十

足的外婆在， 他们把接下来的日子继

续变成一场好玩的 “游戏”， 这样乐观

的故事让孩子开怀大笑， 最后又会被

感动到流泪。

我们经常希望得到一个推荐阅读

的书单， 殊不知早已经有专家为我们

把好了关。 想要找好书， 需要有两个

“拐杖”， 一个是各大奖项， 一个是工

具书。

美国的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和凯迪

克奖 ， 大家都很熟悉了 。 绘本 《100

万只猫》 和文字书 《夏洛的网》 《时

代广场的蟋蟀 》， 以及 《让路给小鸭

子》 《疯狂星期二》 《这不是我的帽

子》 都是这两个奖项的代表作品。

英国凯特·格林纳威奖的得奖者并

不限于英国人， 气势和格局更大， 虽

然颁给绘本， 图文整合也是重要考量

标准。 《和甘伯伯去游河》 《大猩猩》

是其中的优秀作品代表。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设立的国际安

徒生奖两年评选一次， 是作家奖而非

作品奖， 用于表彰该作家一生的文学

贡献， 从作家奖的角度看， 1958 获奖

的瑞典作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的代表

作是 《长袜子皮皮 》， 1970 获奖的意

大利作家贾尼· 罗大里代表作为 《洋

葱头历险记 》， 2018 获奖的日本作家

角野荣子代表作是 《魔女的宅急便》。

而插画奖的获奖名单更是精彩 ， 1970

年获奖的莫里斯·桑达克代表作是 《野

兽国 》， 1972 年获奖的依卜·斯旁·奥

尔森的代表作是 《月光男孩 》， 1990

年获奖的莉丝白·茨威格代表作是 《拇

指姑娘》 《胡桃夹子》 《爱丽丝漫游

奇境》 ……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地投入

到以上作家的作品海洋中去， 因为安

徒生奖肯定了他们一生对童书的贡献。

除了国际知名奖项之外 ， 社会组

织的各种榜单也值得参考， 就国内而

言， 比如魔法童书会自 2015 年起， 每

年进行的 “妈妈眼中的中国原创好童

书” 评选活动， 就是由民间评委独立

推荐， 把眼光聚焦在每一年中国原创

童书的新书佳作， 鼓励原创 、 寻找童

书创作的 “中国味”。 再比如亲近母语

研究院自 2001 年起， 每年修订推出的

《中国小学生分级阅读书目》， 内容涉

及文学和人文社科等多个方面 ， 都可

以作为参考。

而工具书， 在阐述儿童文学理论

的同时， 一定会对经典作品作深入分

析， 如果我们按图索骥， 就能发现海

量好书 。 松居直的 《幸福的种子 》

《如何给孩子读绘本》， 彭懿的 《图画

书阅读与经典》 《世界儿童文学阅读

与经典》 《幻想文学阅读与经典 》 避

免了纯学术的艰深， 都是家长值得收

藏的经典理论书籍。

可以说这些奖项和工具书 ， 不仅

解决了读什么的问题， 还解决了怎么

读的问题， 能够让我们手中的童书真

正物尽其用。

虽然市面上书单不计其数 ， 但是

家长在选择书籍的时候， 仍然要明确

一点： 阅读本身是一件无功利的事情，

每一本书都会在适当的时候与孩子相

遇， 相信把握住上述三个标准 ， 亲子

童书阅读一定能够收获快乐 ， 埋下幸

福的种子。

（作者系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高
级教师）

教育工作者要为国家多想一点

硬件固然重要， 但关键是具有
原创思想的导师和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