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引导中学生阅读“无用”之书
中学生作文竞赛中，学生阅读面过窄现象引起评委注意

如今的中学生普遍很“忙”，在学业压

力下，无暇阅读“无用”之书的现象越来越

突出。 中学生语文杂志《新读写》编辑部透

露了“让青少年读懂中国”最近一次征文活

动的幕后故事，耐人寻味：此次征文比赛提

供了五道作文题， 要求学生择其中一题写

作。结果在 5 万多篇提交的中学生作文中，

写 《走近……》的占 64%，写 《我心中的一

位民国大师》的占 16%，而写《“大义灭亲”

和“亲亲相隐”》《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无名墓

碑》以及《朝三暮四》这三道题目的，加在一

起只占 20%。

这次征文竞赛的评委中， 有几位是沪

上高中的特级教师， 他们一眼就看出了症

结：如今学生的阅读面太过狭窄，这直接导

致在写作文时， 大部分人只能找一些与日

常生活紧密结合的题目“简单说说”。

学生阅读“投机取巧”的现
象让人忧心

作为佐证，还有评委举例，“在选写《民

国大师》的学生中，有一半以上写了鲁迅，

这说明学生们对大师的了解， 主要限于鲁

迅、林语堂、闻一多、林徽因、朱自清等课本

中出现过的人物。 ”而从征文内容来看，即

使是这些人们比较熟悉的大师， 中学生对

课本以外这些大师的著作， 以及关于大师

的传记等，阅读都很少。

连日来，记者在沪上多所中学采访时，

也听到不少语文老师感慨： 如今的学生虽

然都知道阅读的重要性，但“投机取巧”的

阅读很让人忧心。 当下的学生阅读只读片

段，只做题目，能有闲心读下整本书，尤其

是和考试无关的“无用”之书的学生整体数

量偏少。

不过， 随着新高考的实施， 语文考试

“指挥棒”正在发出新的信号。去年，上海首

次实施新高考， 市教育考试院发布的高考

语文试卷点评称， 这份试卷的命题特点之

一，就是“指引学生思考生活内涵、发掘生

命价值的导向”。按照松江教育学院特级教

师陈赣的看法，语文卷“关注学生语言的建

构与应用、思维的发展与提升、审美的鉴赏

与创造、文化的理解与传承”。

如何让广大学生具备这些核心素养？ 学

界的意见高度一致：必须依靠经典阅读，必须

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

和知识迁移能力。而当前尤为重要的一点是，

由于不少“00 后”孩子是互联网“原住民”，成

长于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因此，必须要为更

多孩子提供“可口”的读物，缓解日益突出的

阅读“碎片化”倾向。

通过搭建“脚手架”帮助学生
跨越阅读障碍

出于对这些现象的洞察，《新读写》 每年

7 月、8 月的合刊都会推出经典导读， 例如精

选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代表作， 由沪上

及全国各地的特级教师逐段进行阅读文本批

注，并给出思考题等“配套”信息，为中学生奉

上一份“适量且适当”的读物。

用编辑的话来说，“高大上” 的文学作品

需要“细品”———如何只截取作品当中的一小

块，让孩子读出作品的味道、继而爱上阅读，

对文本选编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他们希望做

到既保证广大学生原汁原味阅读原著， 同时

又通过搭建必要的“脚手架”，帮助学生跨越

阅读障碍。

新近推出的 《新读写》 今年 7 月、 8 月

合刊， 陈军、 余党绪、 李强、 王伟娟、 陈美

等一批中学语文教学名师纷纷担当中学生阅

读的领路人， 从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 《约

翰·克利斯朵夫》， 到中国经典文学名著 《红

楼梦》， 基于丰富的教学经验， 这些名师为

学生们能更有质量地阅读好书、 品评经典，

进而养成和锻炼思辨能力， 实现写作上的跨

越， 精心地提供了各种 “脚手架”。 该专辑

将阅读与写作、 知识积累与能力操练融为一

体， 可作为学生在暑假期间拓展阅读写作能

力的辅导材料。

“有质量的阅读，往远处说，有益于孩子

的心智成熟；往近里讲，有助于语文成绩的提

高，对升学才有用。 ”《新读写》杂志社首席编

辑王育栋介绍，该刊物一直秉持着“大语文”

理念，“阅读无法急功近利， 语文教育无法急

功近利，要让更多的孩子爱上阅读，必须提供

最优等的精神食粮。 ”《新读写》编辑部认为，

从未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以及近年高校对人

才选拔的具体要求出发，语文教育应该走“大

语文”之路。

■本报记者 沈湫莎

高温下的医者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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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早晨 8 时 25 分， 一辆从川

沙驶来的急救车停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急诊室门口。 从车停下，到车上 70 多岁

的病人经过初步诊断后分诊到急诊内科，

整个流程仅仅耗时 6 分钟。

入伏以来，沪上各大医院也进入了“战

高温”状态。作为上海最大的综合性三甲医

院之一， 中山医院急诊科每天近千人次就

诊。 高龄就诊者、合并病症多的就诊者、疾

病终末期病人……急诊室医护人员每天都

面临各种挑战。 在这里， 急诊科就是医院

“最强大脑”，协调各个科室，在“黄金时间”

挽救病患的生命。入伏首日，抢救室就接诊

了 25 名危重病人。

7 分钟吃完一顿饭，只为了
不耽搁“黄金 30分钟”急救流程

“哪里不舒服？ 吃过什么药？ 既往的病

史？……”问诊、诊断、开医嘱、送走病人、用

免洗洗手液消毒， 急诊内科医生邓至从早

上 7 点半到中午 12 点， 诊治了 20 多位病

患，“今天人不算多，一天看 50 多个病人是

常事。”身材娇小的邓至吃午饭也只用 7 分

钟，但她自己并不觉得稀奇，因为急诊科病

人的分秒都很珍贵， 医生们早已练就特殊

技能———一上午不喝水、不上厕所。

原本只有 20 张额定床位的抢救室早

已人满为患， 多加的病床和担架占满了急

诊室门口的走廊和大厅。“这几天抢救室有

120 多位病患，最多时能攀升到 140 位。 ”

已有十年工作经验的抢救班护士单明敏很

“淡定”，“我们这里都是危重病人， 每个病

患每天至少输液三瓶， 护士每天经手的输

液袋就要 400 多袋了。 ”

19 日凌晨零时 16 分， 一名年轻的男

子因为持续胸痛 5 小时， 被救护车送到中

山医院急救。 护士在他的床头挂上“T”字

的标识，没挂号就立刻先带着小伙子，通过

中山医院的“胸痛绿色通道”，验血、做心电

图，15 分钟后，诊断结果出来了，“还好，没

有心梗和脑梗的危险。”值班的医护人员都

松了一口气。

按照急诊科设计的绿色通道， 疑似胸

痛病患从送医急救到明确诊断不超过 30

分钟， 大大提高了急救的成功率。 该院的

急诊科人流量极大， 高温天气更是一天有

三四十辆救护车来，高峰时可以达到五六十

辆。 为了方便病人， 院方还简化了流程，

急诊病人先就诊后付费， 这一小小改变，

给患者赢得了更多的生机。

急诊科的工作，唯快不破。这正是邓至

当初选择急诊科的缘由：“我们这里说话做

事都很有效率， 送来的病人都要在第一时

间做出准确的判断、立刻救治，比较爽气，

我觉得跟我的性格比较吻合。 ”

急诊室就像各个科室的
“总调度”

“23 床的病患有急性肾损伤，高钾，双

肾积水，双侧输尿管扩张，左肾穿刺造瘘，前列腺癌术后，泌尿道

出血，贫血；16 床的病患心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高血压病，房

颤，右下肢浮肿……”早晨 7 点半，一份 86 名急诊内科病患记录

整整齐齐，由夜班医生交接给了白班的医护人员，大家在外区医

生办公室进行早交班，然后在床旁逐一交接病人。

“急诊科总值班”李鑫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总”。 李鑫的作

用非同一般，“急诊病人病症复杂，我们需要协调各科医生会诊，

或者协调不同的科室收治病人。 ”李鑫说，一忙起来，一个小时

里，20 多个电话中间不带歇的， 还得跟各科室的医生 “吵架”。

“你看，我们这里的病人大多伴有多种综合病症，其中还有一定

比例的肿瘤术后病人。 ”邓至在抢救室一边查看病人一边介绍，

这里 80%以上是老年人，救治难度大，而且需要各个科室共同

配合。

中山医院急诊科在新建的东院区 17 号楼，六层急诊大楼除

了抢救室，还设有内科、泌尿外科、神经内科、外科、各类检查室、

输液室、留观病房、急诊外科病房等等。 “这里是医院里的小医

院，急诊科有时候充当医院内部总调度的功能。 ”在别人眼里又

苦又累的急诊科工作，却令邓至感到十分骄傲。

不拒绝每一个病人，急诊科里的“老面孔”

成了医院“甜蜜的负担”

在急诊科抢救室，62 床的阿婆已经在这里救治了 658 天。

“她去哪里都不放心，只认可中山医院，觉得只有这里才能保住

自己的命。 ”陪床的家属这样说。

年过七旬的沈阿婆因为胸闷， 在女儿的陪伴下坐了一个多

小时的公交车，从浦东新区赶到中山医院问诊。 “她只有来中山

医院才放心。 ”一同前来就诊的女儿说。

急诊科里，不少上了年纪的病患信任中山医院的医疗水平，

成为了急诊科里的“老面孔”，也成了医院“甜蜜的负担”。

“凡是到中山医院来就诊的病人，我们从不推脱。”邓至至今

还记得，去年冬天，一名外地的肝癌晚期的病人到中山医院来求

诊，尽管病症过重，急诊科还是安排他入住治疗。

入伏首日，一名 50 几岁的男士因为胸闷、气促被送到急诊，

他担心自己心梗。 邓至看着他苍白的脸色，建议他先查血色素。

结果显示血色素过低，疑似消化道出血。 近日，已经康复的他还

特别赶到医院来谢谢邓至的精准判断。

急诊科里，医生和护士行色匆匆。“因为人多病情重，这里工

作压力大了些，但只要看到有病人从我们手中抢救过来，我们就

有满满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邓至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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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科医护人员在对救护车送来的病患进行初诊。

本报记者 袁婧摄

科普动漫，是时候成为“爆款”了

科普向动画片《工作细胞》内容丰富严谨、情节轻松有趣，

在某视频网站 7 月新剧中排名第一，被频繁转发

红血球是路痴女孩， 白血球是高冷帅

哥，血小板是呆萌小孩……7 月以来，一部

名为《工作细胞》的科普向动画片霸屏，在

医生们的朋友圈中也被频繁转发。 虽然只

在某视频网站播出三集 ， 播放量却超过

2000 多万，在 7 月新剧中排名第一 ，而且

评分高达 9.8，豆瓣也给出了 9.2 的高分。

这部情节简单、 画风也算不上精致的

科普动漫， 何以能赢得动漫爱好者们的青

睐，甚至连许多医生也开始自发推荐？专家

认为，在知识爆炸的时代，人们有跟不上时

代的焦虑，又有时间被切割成碎片的无奈，

而 20 多分钟的动画片既有轻松搞笑的情

节，又有丰富严谨的科学知识，恰恰符合这

个时代人们获取知识的需求， 科普动漫是

时候成为爆款了！

拟人易学， 将物品本质还
原的技巧颇见功力

《工作细胞》用拟人手法，讲述了一群

生活在人体内的各色“细胞”生命体的日常

生活以及与千奇百怪的细菌、 病毒战斗的

故事。

用拟人手法展示人体内环境并不新

鲜， 中国免疫学会科普专业委员旗下微信

公众号绘制的四格漫画“漫话免疫”，各色

细胞就以人的口吻述说起各自特点； 上海

科技馆 2014 年推出的 4D 动画电影《细菌

大作战》中，也根据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

的特点设计了人形的卡通角色。

“是否拟人化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反

映科普对象的内涵。”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急诊部主任、 医学科普工作者王韬说，《工

作细胞》的高明之处，在于作者能将复杂的

人体运行机理还原成人们通俗易懂的日常

生活，整部作品在世界观、剧情冲突等环节

的设计上，给人一脉相承的感觉。

作者给红血球设计了双凹型的帽子，

应对它原本双凹盘形状； 血小板运输的货

物上写着 “Ca+”字样 ，因为钙离子是促进

凝血的重要物质； 红血球被堵在地铁闸机

口动弹不得，因为这是静脉瓣膜，血液只能

单向流动……

“看到这些有意思的设定，有一定医学

常识的人一定会迫不及待地通过弹幕分享

给其他观众，细节设定越多，弹幕越多，动

漫人气也炒高了。 ”王韬说。

知识加成的笑点、 虐点更
容易让人接受

在视频网站的分类中，《工作细胞》被

列入搞笑门类， 加上当下炙手可热的日本

配音演员加盟， 使得这部戏一经推出便自

带“流量”。

“科普动画里的搞笑不好做。 ”上海科

技馆科普影视创作科副研究馆员、《细菌大

作战》编剧叶晓青坦言，当下观众的笑点和

惊喜阈值都很高，普通的“笑果”如同隔靴

搔痒，太过夸张或低俗，还会拉低整部影片

的格调。

在科普动漫的笑点和虐点设置上，科

普动漫更难，因为不能违背科学性。 比如，

白血球往往会从墙壁、 天花板等犄角旮旯

里，以并不体面的方式钻出，这是由白血球

可在组织间隙中游走的特性决定的； 初始 T

细胞原本是个懦弱的孩子， 一旦被树突状细

胞激活后，就会变成一个能以一打十的硬汉；

当红血球被白血球英雄救美后， 问两人是否

还能相遇时，白血球回答“不能”，因为人体中

白血球和红血球的数量太多了， 一个擦身就

将消失于“人海”。

这些桥段本身并不新鲜， 但与合适的知

识点融合就变得特别起来———比如许多人在

看到红血球白血球不能再见的那一刻竟产生

了共鸣，发弹幕表示要更好地珍惜眼前人。这

些反馈给了叶晓青很大启发， 她说：“知识爆

炸时代， 要逗乐观众或吓他们一跳都不太容

易， 那些未被广泛传播的科学知识倒是一个

不错的手段。 ”

科普动漫要从说教的话语体
系中“突围”

在国漫发展一片大好的形势下， 国产科

普动漫的位置却有些尴尬， 虽然每年也有不

少作品涌现，却很少达到当年《蓝猫淘气三千

问》《海尔兄弟》的影响力，而这两部已经是十

几年前的作品。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李亦

中有多年科普影片的鉴赏经验， 他认为 “蓝

猫”“十万个为什么”等科普作品的成功，让中

国后来制作的科普动漫， 都染上了一种一本

正经讲道理的“说教气”，这不仅使科普动漫

屏蔽了数量更庞大的观众群体， 甚至连孩子

都不喜欢了。“好的科普作品要让人看不到科

普的痕迹，最好让大家沉浸其中，在无形中有

所收获。 ”李亦中说。

王韬认为， 尽管科普动漫需要有严谨系

统的科学知识打底， 但首先要是一部合格的

动画片，符合观众的审美趣味。当下层出不穷

的前沿科技、 碎片化的阅读习惯已经为科普

动漫的火爆提供了土壤， 当科学真正与动漫

结合时，优秀国产动漫的春天也许就要来了。

更多优秀考生“第一志愿”选择医学
录取分数线超出一本线 165 分，医学正聚集越来越多优质生源

高考统招第一批及普通批的录取工作已

近尾声。 日前， 记者从各省市考试院及各高

校招办公布的数据发现， 无论是沪浙综合评

价录取还是高考统一招生， 医学院校与综合

性大学医科专业的录取分数较往年都有较大

提升。

目前上海几所医学院今年在各地的招录

工作已经顺利完成。 医学院校采用独立代码

招生，与全国众多知名学府同台竞争生源，在

这种情况下， 医科依然能吸引到大量优质生

源第一志愿填报。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招生

负责人高海峰表示，“越来越多优秀考生第一

志愿选择医学专业， 不仅意味着医学专业回

暖， 同时也说明医生这一职业得到越来越多

人的认可。

分数线稳中有升， 包括中医
在内的医学专业逐年回暖

目前全国有 700 多所高校设有医学类专

业招生， 而上海医学院校的全国招生情况近

年颇为“出彩”，在很多省份的分数线领跑

全国其他医学院校。

过去几年， 沪上三所医学院的录取分

数线逐年升高。 自 2013 年起，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在各省一批次录取分数线都远远

超过一本线，2013 年，平均高出一本线 130

分左右， 今年录取分数线平均比一本线高

出 165 分。 在上海入围面试的分数线去年

为 554 分，今年更是上升到 564 分。在部分

省市，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录取分数线与

本部理科的录取分数线不相上下。 高海峰

告诉记者：“在有招生计划的 31 个省市中，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录取分数均处于高

位，其中 14 个省市的录取分数线位居医学

相关院校第一，11 个省市居第二。 ”

同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今年在上

海的投档线为 578 分， 居上海医学院校之

最，在某些省市更是仅次于北大、清华。

此外，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

今年首次参加上海本科普通批次招生，其

中院校专业组代码 1 投档线达到 551 分。

值得一提的是，中医、中药学等过去不

被追捧的传统专业分数线同样表现不俗。 上

海中医药大学的院校专业组代码 1 投档线高

出上海当地本科线 119 分，可见，中医对于考

生的吸引力也不断上升。

良好从医环境， 激励更多年
轻人学医

“优质生源的集聚， 这不仅意味着上海

医学院校对优质生源的吸引力， 从某种程度

上也折射出从医环境的改善 。” 高海峰说 ，

2013 年，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以独立代码

招生， 就是希望能够招收更多以学医为第一

志愿的学生。 换言之， 当时的医学专业并非

考生的首选。

曾经， 社会上流传着医务人员反对子女

学医的说法，原因很多：学制长、学习压力大、

医患关系紧张…… “我认为现在这一说法是

个伪命题！”复旦大学医学教育管理办公室主

任钱睿哲担任此次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综合

考评医科组的考官， 她发现前来面试的许多

考生家庭都有从医背景。“一位东北考生父母

祖辈全都是医生， 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

长大，天然对这份职业充满神圣的使命感。 ”

如今越来越多医生支持自己的子女从医。

本身也是医生的钱睿哲坦言， 自己同事中就有

不少孩子选择子承父业，继续探索医学。 “父母

是医科从业者，最清楚从医意味着什么，如果他

们不仅自己从事这份职业、这份事业，还鼓励子

女来学医，那是对医学的认可。 ”

为了让更多学生了解学医魅力， 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特地成立医学招生宣传讲师团。 医

学院各系优秀教师以每年二三十场宣讲会的频

次， 走进全国各省市重点招生院校。 令高海峰

欣喜的是， 在宣讲中他能明显感受到高中生对

医科的兴趣。 有一次， 一位心外科医生在台上

讲述自己治病救人的事例， 一下台便被学生团

团围住， 要求分享更多故事。 “由抽象的医学

专业变为具象的鲜活案例， 会让更多孩子燃起

学医热情。”

钱睿哲认为， 教育部、 卫健委等部委出台

了深化医教协同， 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的

一系列举措， “强调重视医学人才培养， 要为

医学人才提供更好的环境， 这将激励更多年轻

人学医。”

■本报见习记者 李晨琰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左图：四格漫画“漫话免疫”。 右图：动画片《工作细胞》用拟人手法，讲述了生活在人体内各色“细胞”生命体的日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