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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青少年爱上阅读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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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28 日

记者 郦亮

阅读对所有人来说都很重要，对青少

年更是如此。在2022上海书展现场，当然也

就少不了向青少年普及阅读的书。

上海市民办新世纪小学校长杨毅蓉就

编了一本《从爱上阅读到学会阅读》的书，专门

和孩子们分享了很多阅读的小故事。杨毅蓉

校长提到新世纪小学的特色泛读课。这本书

其实就是他们“泛读课”的案例汇编，能惠及

更多家庭，告诉家长们亲子阅读是可操作的。

解放日报读书周刊主编顾学文在她的

一本《妈妈永远“在线”》的亲子书里也讲

到了阅读的故事。儿子“臭蛋”15岁赴美留

学，无论是比同龄人更快适应国外更注重

探索的教育方式、独自做决定的能力、交

朋友的方法还是能享受独处阅读时的安

然，人们发现孩子真的从从小养成的阅读习

惯和大量有深度、有质量的阅读中获益。

但是阅读是有门槛的，为了让孩子们

能够更多的阅读，书展上的许多书都在做降

低门槛的事，包括一些学术类图书和专业类

图书。昆剧表演艺术家、澎派闺门旦传人赵

津羽就写了一本《我的昆曲+津羽讲昆曲》的

书。在这本书里，昆曲固然是典雅的，但也是

亲民的，和每个人的距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

遥远。昆曲不仅仅是美化自我，甚至能让更

多人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得养分，滋养自己

的生命。

让高中生更爱走进历史名人故居

由上海市青少年校外活动联席会议

办公室指导，上海市中小学德育研究协会

主办，面向全市中学生的“文化根•民族魂•

中国梦”——“进馆有益”微课题实践探

究活动已经开展了九年了。今年，结合喜迎

二十大，主办方设置了“新时代•新奇迹•新

成就”项目，利用上海红色文化资源信息应

用平台——红途参观“新时代新奇迹——

2017-2022上海发展成就展”（线上展），结

合五年来上海在经济发展、改革开放、民主

法治、公共文化、人民生活、城市治理、生态

环境、党建工作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开展微

课题学习探究活动，为上海未来发展献言

献策。

大同中学的周盈吟、吴漾、丁嘉彬和胥

子恒四位同学，在前往上海城市规划展示

馆参观学习后，站在展馆的最高处随手摄

下了一张黄浦风貌图。“心怀《上海市城市总

体规划》的美好蓝图，作为黄浦的学子，我

们萌生了以高中生视角走访考察本区范围

内现存的优秀历史名人故居资源，收集调查

当代高中生对于历史名人故居的认知状况

的强烈愿望。”随着发现与研究的深入，小

组成员迫切感受到：应当引领高中生切实

关注黄浦区名人故居的文化功能与育人价

值，将这一校外资源与校内学习活动加以

统整融合。这些名人故居将是高中生思政

教育、核心素养与必备品格培养的新地和

宝库。由此诞生了名为《上海市黄浦区名人

故居现状及高中生认知情况的调查》的课

题。

四位同学通过查阅书目和相关文献资

料、网站和小程序搜索等方法，初步收集

整理了黄浦区内101处名人故居，小组成员

分头走访，逐一考证，最终确认81处故居的

确切信息。疫情下同学们设计了线上调查

问卷，以便更广泛地了解高中生对名人故

居的认识情况。从中发现影响育化价值诸

多问题，例如故居介绍陈旧，史料介绍侧重

于讲解建筑外形，人文性思想性弱，尤其缺

少实物与互动体验，无法吸引青少年；过去

的宣传形式无法满足人们当前需要等。小

组成员最后提了两点建议，第一，积极促进

馆校深度合作，如将名人故居的保护与开

发，故居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同高中生课

题探究课程、项目化学习课程相结合等；第

二，不断创新展示传播形式，例如鼓励中学

生通过拍摄小视频、制作海报等形式介绍

自己熟悉的黄浦区内名人故居、史实文化

等。

让场馆的红色精神为更多人所知

来自上海商业会计学校的李佳怡、徐

颖，代表四位小组成员带来了微论文《探究

如何围绕红色精神开展建设工作——以

上海公安博物馆为例》。“红色精神是中国

共产党在一百年的奋斗历程中最宝贵的精

神，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更要积极地

去传承革命先辈们的‘红色精神’。”谈到进

行这项微课题的初衷，两位同学表示，“博

物馆是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载体之一，在发

展理论及社会实践的同时，红色精神也应在

博物馆建设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小组同学对公安博物馆进行了多角度

的学习和研究，在分析了公安博物馆宣传

红色精神方面的优缺点后，提出了一些改进

想法。比如在场馆的周边产品方面，2021年

博物馆出版了《火红印迹——上海公安博

物馆馆藏品背后的故事》，为传播社会正能

量作出积极贡献。同学们觉得只有图书是

远远不够的，在这个碎片化时间居多的时

代，大量的文字已经不是众人了解故事的主

要方式了，而是通过简洁、直观和有趣的方

式接收信息。

小组成员建议在周边产品的利用方

面，可以学习其他博物馆。举例来说，盲盒

等文创产品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周边形

式，北京故宫博物院就抓住了这点推出了

很多优质周边，吸引了更多人对于博物馆的

兴趣。上海公安博物馆可以将红色精神与

场馆本身联系在一起，创作出优秀的文创产

品，增加趣味性。

在研学过程中，同学们不断被感动

着，“至今记得在回放学习‘庆祝首个中国人

民警察节’警察博物馆直播时，我们随着镜

头，了解上海公安历史，聆听英雄事迹，学习

公安精神，沉浸感受着公安民警的光荣风

采。”同学们更加感受到和平生活来之不易

和公安事业的重要和伟大。

据悉，进入最后答辩阶段的29项课

题，都是经过了初评和复评的优秀之作，担

任答辩导师的有上海市中小学德育研究

协会两任会长，长期致力于青少年科技教

育、学生校外教育、中小学德育的专家领

导、大学的教授等，导师们高度评价了学生

们在疫情中社会实践的行动力和探究精

神，也对课题中的不足提出了希望和建议。

带着课题进馆研学
感受家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

在近日举行的第九届“进馆有益”中学

生微课题论文实践探索活动的答辩会上，记

者发现学生们的研究课题越来越体现出社

会责任，有对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传承的研

究，有对黄浦区历史名人故居的研究，也有

对Z世代青少年生活理念和旧区改造的研

究……这项旨在引导中学生走进红色场馆

和实践基地的活动，今年开展期间正值喜迎

二十大，记者看到了同学们通过有针对性的

实践研究，不仅具备了进馆学习、研究的方

法，更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家国情怀，坚定了

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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