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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好处人人皆
知

，

不容置疑
。

然而面对
着市场上众多的书籍

，

还
有网上的各种各样的文
学论坛

，

家长学生看得眼
花缭乱

，

该如何选择呢
？

不仅是学生茫无头绪
，

不
少家长也是束手无策

。

现状：武侠言情吃香

新区刘胜明先生打
电话向记者反映

，

他的儿
子近段时间迷上了武侠
小说

。

现在只要一放学
，

他儿子就抱着金庸的小
说猛看

，

也很少与家人一
起吃饭了

，

常常自己一个
人躲进房间一边看书

，

一
边吃饭

。 “

老师几次打电
话告诉我说我的孩子现
在成绩急剧下滑

，

不很听
话

，

在上课时不专心听
讲

，

还看起了武侠小说
。 ”

他们夫妇几次劝说
，

甚至
动武也无济于事

。

对父母
的教诲

，

儿子是左耳朵进
去

，

右耳朵出来
，

根本没
有一点改变

。 “

现在我们
该如何是好呀

，

真不知道
该怎么办了

。 ”

新区鹤翔小区的陈
女士是这样形容自己女
儿的

：

在六年级以前
，

女
儿平时很少看电视

，

在
家是个乖乖女

，

见了生
人话也不敢说

。

自从迷
上电视剧

《

还珠格格
》

以
及续集后

，

整个人大变
了样

，

再也不安生了
，

没
话也要找话说

，

美其名
曰向

“

小燕子
”

学习
。

到
了八年级以后

，

更是迷
上了琼瑶小说

，

什么
《

梅
花烙

》、《

望夫崖
》、《

新月
格格

》、 《

月朦胧鸟朦
胧

》、《

青青河边草
》

等讲
得头头是道

，

学习成绩
却一落千丈

。

言情小说
对她的危害实在是太大
了

，

甚至改变了女儿的
个性

，

把她变得偏执起
来

，

最近她还嚷着
“

爱一
个人需要理由吗

？ ”

现在
她真的很担心女儿

。

我市新区某校的一
位高一学生向记者坦言

，

看了小说
，

会将自己融入
到故事里

。

看武侠小说会

喜欢打架
，

会有英雄气
概

，“

路见不平
，

仗义出
手

”，

有可能会产生暴力
倾向

。

喜欢看侦探科幻小
说的

，

容易疑神疑鬼
，

会
以为有人在晚上偷袭自
己

。

言情小说的危害更大
了
!

我们班就有不少女生
看

，

还带到学校里来呢
!

整
天议论

，

都没心情去学习
了
!

像什么
“

心有灵犀一点
通

”、“

恨不相逢未嫁时
”

几乎成了个别女孩的口
头禅了

，

她们上课时还偷
偷看呢

。

这都是在浪费时
间浪费生命

，

还会想东想
西的

，

注意力怎么能集中
呢

？

成绩肯定不会好
。

新
区一位高中老师也说

，

现
在的同学可能都喜欢武
侠

、

言情之类的小说和书
刊

，

有时候还会发展到废
寝忘食

、

爱不释手的地
步

。

他们一旦看入迷了
，

便会
“

走火入魔
”，

就连课
堂上也在看

，

没有心思学
习

，

学习质量怎么能提
高

？

还有的人被书中的一
些情节所吸引

，

这不就是
看书害了自己吗

？

原因：大多缺少关爱

那么
，

究竟什么原因
造成现在的中学生喜欢
看这样的课外书呢

？

沉迷
于武侠小说的小强说

，

现
实中

，

他不爱说话
，

朋友
也说他的内心比较封闭

。

在他小的时候
，

邻居家小
孩邀他一起踢足球

、

打乒
乓球

，

他从没参加过
，

大
了后就更不和其他人一
起玩了

。

无聊之中
，

他抱
起了古龙的小说

，

后来是
越看越爱看

，

一发不可收
拾

。

现在是好像吞食了鸦
片

，

三天没有新武侠书
看

，

就感觉难受
。

现在上
高中二年级的小明告诉
记者

，

自从父母的生意做
大以后

，

虽然在物质上他
不缺少什么

，

但是他老觉
得父母现在不像以前那
么爱他了

，

觉得自己是一
个缺少关爱的人

，

很少能
从父母那里获得关爱

，

于
是就以各种方式从外界
寻找他内心需要的东西

。

像看电影
、

聊天
、

和异性
交往

，

这些都满足不了他
的需要

。

后来一次偶然的
机会

，

他看了一本武侠小
说

《

东方第一剑
》，

便开始
迷上了武侠小说

。

新区的江先生认为
，

现在中学生看武侠言情
小说

，

其实是很典型的青
春期叛逆心理的反应

，

这
个状态是每个孩子在成
长过程中都会出现的

，

只
是每个人表现的方式各
有不同而已

。

尤其是一些
性格内向

、

脾气古怪的孩
子

，

在和他人交往过程中
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关
心

，

就会投向自己建造的
虚幻世界中

，

言情
、

武侠
小说正好满足了他们这
一心理

。

标准：适合就是最好

“

书犹药也
，

善读之
可以医愚

。 ”

真正的学者
往往不是见书就读的人

，

而是会读书的人
。

作为中
学生

，

正是青少年时期
，

又是人格
、

品位等各方面
素质渐趋定型的时候

，

所
以我们更要选择适合我
们的书去阅读

。

那么
，

中小学生究
竟读哪些书比较好呢

?

市外国语中学的田老师
告诉记者

，

读什么书是
没有明确标准的

，

主要
是根据自己的年龄段和
兴趣爱好来选择

。

小学
生应该读一些启蒙类的
书

，

如少年版的四大名
著

、《

唐诗三百首
》

等
。

稍
大一点的中学生最好寻
找一些知识类

、

文学类
的书

，

如
《

儿童文学
》、

《

中华上下五千年
》

等
。

到了高中的前期
，

更是
开卷有益

，

多读一些知
识类

、

文学类
、

传记类的
书来加深自己的理解能
力和鉴赏能力

，

如
《

调皮
的日子

》、 《

百科全书
》

等
。

退休老教师刘福昌
说

，

无论是读哪一类书
，

都是从需求出发的
，

需要
是读书的主要动力

。

就拿
他自己而言

，

读书的意义
主要是陶冶情操

，

所以一
本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他读了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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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
，

而对
现在的中学生而言

，

显然
是不合时宜的

，

他们现在
读的书大多以小说和散
文类为主

。

如果一本书
，

能让中学生发现所关心
的生命或者社会的主题

，

要么给他们人生的智慧
启迪

，

要么给他们指出前
进的道路

，

要么给他们洞
察社会和生活本质的能
力

，

这样的书就是好书
，

叫人读来感到震撼
，

感到
亲切

。

至于对人无用的东
西

，

都是垃圾
，

书上的不
过是文字垃圾而已

，

像含
有暴力内容的垃圾对人
的危害最大

，

因为它不但
侵占了读者的时间

，

更重
要的是污染了读者的精
神家园

。

家长：选择要把好关

淇滨中学的一个七
年级学生提出了这样的
疑问

：

我们现在功课那么
多

，

作业要完成
，

以后还
有升学考试任务

，

哪有时
间看书

？

何况还要选一些
好书

。

有这样疑问的中学
生不在少数

。

支持孩子多
看课外书的贾先生说

：

“

孩子现在功课是多了
些

，

但他们会过得更充
实

，

会远离电视和网络
，

对孩子而言也是一种锻
炼

。

其实只要你肯挤时间
来读书

，

就不愁没有时
间

。

就像鲁迅先生说的
‘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
，

只要你愿意挤
，

总是有
的

’。

他自己就是把大家
喝咖啡

、

谈天的时间
，

用
在了读书上

，

最终写出了
许多好文章

，

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伟大成就

。

孩子们
也可以用午休

、

放学做完
功课以后

、

节假日等点滴
时间来读书

，

哪怕每天只
有一小时

，

积少也能成
多

。 ”

记者了解到
，

不少中
学生都埋怨父母管得太
死

，

自己没有一点自由
，

大多数中学生都希望有
一定的阅读空间

。

孩子在
外国语中学读七年级的
李女士认为

，

孩子由于年
龄不大

，

对书籍的选择和
鉴别还没有能力

，

生活阅
历不如成人丰富

，

所以每
次孩子看什么书

，

买什么
书

，

都是他们夫妇一起带
着去的

。

书里面内容有精
彩的

，

但也有糟粕
。 “

一本
好书有时可以让人受益
终身

，

一本坏书也可能把
孩子引入歧途

，

所以家长
一定要在内容上把好
关

。 ”

另一位李姓家长告
诉记者

，

他对孩子自己的
阅读选择还是表示理解

的
，

毕竟每一代人生活的
环境背景是不同的

，

就像
自己小时候比较喜欢一
些小英雄的故事一样

，

现
在的孩子也会有他们喜
欢的书籍

。

阅读书籍本身
是一件让人愉悦的事

，

如
果过分干预

，

他怕孩子会
丧失阅读的兴趣

。

不过他
也不得不承认

，

孩子自制
能力不足

，

还需要时不时
引导

。

同时
，

现在个别不
良出版商为了高额利润

，

印刷那些
“

有害
”

的书籍
，

肆意向市场倾销
，

作为家
长

，

在让孩子读什么书的
选择上还是应该慎重些

。

市民建议：尊重与引

导结合

市教育局的一位工
作人员认为

，

当前中小
学生阅读的总趋势还是
好的

。

据他了解
，

真正看
武侠

、

言情类书的是少
数

，

因为这类书在市场
上很少看到

。

但他同时
指出

，

中学生的阅读应
该将个人选择与家长引
导相结合

，

中学生不应
盲目选择

，

家长也不能
强行干预

。

家长在为孩
子选购书籍时

，

应该根
据孩子的年龄选择适合
其身心发展特点的书
籍

。

青少年时期
，

阅读的
兴趣应该广泛而多样

，

只有通过这样的积累
，

才可以建立起比较全面
而完整的知识结构

，

毕
竟中学生大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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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左右

，

是学习和记忆的
“

黄金时期
”。

而在成年
以后

，

读书的时间
、

精力
和兴趣将大大不如学生
时代

。

近年来的高考语
文的答卷反映出许多考
生知识面上的修养欠
佳

，

和平时阅读量小有

很大的关系
。 “

单靠课本
和课堂上学到的

，

甚至
是复习迎考中强行灌入
的一点点东西

，

是远远
不够的

。 ”

新区市民江新超先
生认为

，

中学生的阅读需
要学校

、

家庭和社会加以
适当的引导

，

这种引导应
该是春风化雨般的

，

而不
应是强制的

。

一些家长动
不动就说

，

你读这些有什
么用

？

趣味低下又浪费时
间

，

你为什么不读读名
著

？

对这种话
，

孩子的第
一个反应就是反感

，

他们
逆反心理一上来

，

就不可
能再去思考和重新筛选

。

家长其实应该具体分析
一下他们不愿读名著的
原因

，

找出问题所在
，

再
加以解决

。

当前一些学生
不喜欢读名著

，

不外乎是
嫌篇幅太长

，

一本书近千
页甚至更多

，

情节冗长
，

故事不吸引人
，

节奏缓
慢

，

书中所写距今遥远
，

人物关系错综复杂
，

这同
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快有
关

。

但古今中外名著
，

是
书中瑰宝

，

对中学生很有
裨益

，

是接受人类优秀文
化熏陶的重要途径

。

针对
这些

，

家长应该多与孩子
交流

，

帮助孩子克服畏惧
心理

，

引导他们进入名著
的殿堂

，

让他们领略其中
的奥秘

。

一位刘女士说
，

家长
可以在孩子看历史电视剧
的时候

，

从一些历史人物
和情节的真假是非

，

激发
、

引导孩子去翻阅与此相关
的历史或文学书籍

，

这样
既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

，

又培养了他们的质疑能
力

，

让他们真正达到开卷
有益的效果

。

中学生，如何才能开卷有益

晚报记者 李 鹏

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是人类进

步的阶梯。 历史上有许多人爱书如宝，手不释卷，因为他们明白一本好书可以影

响一个人的一生。多读一些好书，能让我们了解许多科学知识。读书可以让我们

拥有“千里眼顺风耳” 的功能。 多读一些书，能通古今、达四方，很多事都可以

“未卜先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