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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小学高年级学生
阅读开始出现功利化

调研显示，小学生的阅读时间有
限，“每天有1小时或以上阅读”的小学
生比例仅12.0%，大多（占70.0%）小学生
一学期的阅读量在20本以内。特别是
五年级学生由于升学压力，其课外阅读
量还会减少。而在美国，小学生“每天
阅读一本书”受到广泛认同与推动。

调查还显示，小学生的阅读面比
较窄。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倾向童话
故事，三年级以上的以名著为主。值
得关注的是，小学高年级的阅读也反
映出过于“现实”、“近乎功利”的动
机，比如主要动机是“可以学到东
西”、“可以提高语文”等。

此外，调查还反映出小学生的阅
读理解较低浅。小学生在阅读时，
58.1%关注于“故事情节”，即阅读理
解的初级阶段——对表层信息的把
握上；相对而言，对语言、思想等更高
层面的阅读信息把握较少，分别占
18.3%和23.6%。

家庭藏书量越大
孩子的课外阅读越多

调研显示，影响儿童课外阅读的
不利因素中，学生课业负担重、没有
时间占比重最大，为23.0%；阅读指导

缺乏，没有方法（占比约16.8%）；识字
量不足（占16.6%），这主要发生在一、
二年级学生中。此外，影响儿童课外
阅读的资源条件也很多。包括家庭
对公共文化资源的利用率越高，则儿
童的课外阅读量越大。据统计，此次
被调查者中，43.6%的父母会经常带孩
子去公共图书馆、书店等文化机构，
相应儿童的课外阅读量也更大。每
周去这些地方的儿童，其一学期课外
阅读在20本以上的比例占到50.3%。

父母阅读越多，儿童的课外阅读越
多。63.4%的父母经常在家阅读。父母
每日阅读和很少或几乎不阅读的家庭
中，儿童一学期课外阅读超过20本以
上的比例分别为46.2%和17.0%左右。

此外，家庭藏书量越大，儿童课
外阅读越多。藏书在50本以上的家
庭占到63.0%，其儿童一学期阅读20
本以上的比例占到41.2%；而家庭藏
书量在10本以内的，61.9%的儿童一
学期仅读到5本以下。

有趣的是，调查还显示，父亲的
学历越高，儿童的阅读量越大。父亲
学历在大专及以上和大专及以下的
家庭中，儿童一学期阅读20本书以
上的比例分别为34.6%和21.0%。而
且，高学历父母更可能协助儿童选择
图书，更可能给予儿童阅读指导，并
更会利用公共资源来促进儿童阅读。

民进市委调研千余小学生课外阅读情况

父母常在家阅读会“感染”孩子
昨天，民进市委披露了《关于推进

“家庭阅读”、提高儿童阅读素养的建
议》的提案。据了解，民进市委妇儿委
组建课题组，通过对全市8所小学一至
五年级的1039名学生调查，发现尽管
本市小学生普遍对课外阅读有浓厚兴
趣，但由于学业负担、缺乏指导、家庭

阅读氛围等原因，阅读时间和阅读水平都有待进一步提
高。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民进市委认为，美国、英国、俄罗

斯、香港地区等国家和地区的阅读推

广经验表明，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

学校、书店等公共资源来推进“家庭

阅读”，是全面提升儿童阅读素养、构

建“书香社会”的可行且高效的举措

之一。因此，如果能建立“公共图书

馆+家庭阅读”的服务体系，将大大

弥补家庭藏书量有限、儿童阅读面

窄、父亲学历低等不足。

首先，学校应成为公共图书馆与

家庭阅读之间的中介桥梁，但就目前

而言，功能较弱。本次调查发现，仅

39.1%的学生表示“经常”去学校图书

馆借阅。这一方面与学校图书馆开

放时间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学校图书

馆缺乏阅读指导或藏书量有限有

关。因此，如果以学校为平台，借助

公共图书馆力量，开展“家庭阅读”指

导将变得非常可行。

其次，公共图书馆应确定家庭阅

读大纲及提供儿童分级阅读指导。

俄罗斯等国的公共图书馆都会有专

人为不同年龄儿童家庭编写阅读大

纲，并举办教师指导培训。这一方面

给予了家庭选择图书的具体参考，也

协助学校进行家庭和儿童阅读指导。

民进市委还认为，应在公共图书馆

与学校图书馆之间建立流动借阅服务

制度。学校图书馆可以定期调查儿童

和家庭的阅读情况，将结果反馈给公共

图书馆，协助公共图书馆了解“家庭阅

读”情况，进一步完善图书分类、分级，

并制定可持续的家庭阅读计划。同时，

公共图书馆可与学校图书馆建立流动

借阅服务协议，让藏书“活”起来。

推“公共图书馆+学校+家庭阅读”服务体系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昨天下午，一架机号
为 B3321 的国产 ARJ21 型客机从

长沙黄华机场安全飞抵上海虹桥
机场，标志着该系列国产飞机在
虹桥机场首次验证飞行取得圆满
成功。

虹桥机场保障ARJ21验证飞行

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继续小幅上涨。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常鑫 摄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了
去年12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
价格统计数据。数据显示，去年12
月份房价环比继续上涨，同比涨幅继
续扩大。其中，在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指数方面，上海紧随深圳，环比上涨
2.1%，环比涨幅比前期扩大0.2个百
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
师刘建伟表示，由于各城市供需状况
各不相同，城市间房价分化现象仍非
常明显，一线城市的房价同比平均涨
幅远高于二、三线城市，三线城市房
价同比平均仍在下降。

城市间房价分化现象更明显
从环比涨幅情况来看，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
宅价格环比继续小幅上涨。70个城
市中新建商品住宅环比最高涨幅为
3.2%，高于上月0.3个百分点，二手住
宅最高涨幅为3.3%，高于上月1.4个
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
计师刘建伟表示，由于各城市供需状
况各不相同，城市间房价分化现象仍
非常明显。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二
线城市房价上涨较快，环比涨幅明显
高于其他城市；其余二线城市环比较
为平稳；大部分三线城市仍然处于库

存逐步消化阶段，环比仍在下降。

一线城市房价同比涨幅持续扩大
刘建伟表示，从同比涨幅情况来

看，城市间分化现象更为明显。随着
环比上涨，越来越多的城市同比涨幅
由负转正，且比上月有所扩大。新建
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上涨的城市有21
个，且涨幅均比上月有所扩大；二手
住宅价格同比上涨的城市有35个，
其中33个城市的涨幅比上月有所扩
大。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
二手住宅价格同比综合平均涨幅分
别为7.7%和7.6%，分别高于上月1.2
和1.4个百分点。

其中，一线城市的楼市涨幅较
大。从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来看，
深圳环比涨幅继续领先，环比上涨
3.2%，涨幅比前期扩大0.3个百分点。
上海紧随其后，环比上涨2.1%，环比
涨幅比前期扩大0.2个百分点。 二
手住房方面格局和新房类似。深圳继
续排名第一，环比上涨3.3%，其次是北
京价格环比上涨1.7%。上海排名第
三，环比上涨1.2%。

瑞银中国房地产行业研究主管
李智颖预计，2016年一线城市的房
价上涨压力仍大，二线城市房价则继
续分化，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仍以降
价去库存为主。

多个城市去年年末房价出现翘尾

沪新房价格指数环比涨幅排第二

据上海链家市场研究部监控数

据显示：上周全市商品住宅供应量为

14.47万平方米，环比上涨11.78%；成

交量为 29.37 万平方米，环比下滑

5.40%；成交均价为38124元/平方米，

环比上涨4.57%，创下历史最高记录。

上周商品住宅成交量继续滑落，

并已连续 4 周呈现下滑状态。成交

均价方面，上周豪宅产品交易火热，

从而带动成交均价进一步上扬，已连

续 3 周呈上涨趋势，并突破 3.8 万元

大关，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上周全市单价5万元/平方米以

上的高端商品住宅共成交432套，较

前周增加41套。尽管上周新房市场

成交量出现下滑，但高端市场交易量

则继续上涨，已重回400套以上。上

周新房市场成交量前十榜单中，有4

个均为高端项目，这在以往成交史上

较为罕见。

[相关]

上周申城豪宅交易火爆带动均价继续上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