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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深入了解当代中学生的阅读现状 ，从而对其提出针对性的生涯阅读指导意

见 ，是江苏省省级教育 科研规划课题 “中学生生涯阅读个案指导及对策研究”研究的重

要内容。文章对课题组通过访谈法采集到的 45个案 例进行了分析，探讨产生某些阅读现

象的原因，并就如何结合课题研究切实给予中学生阅读帮助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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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是构成社会精神根基的重要垒石，也是实现个人自我和谐发展的关键要素。中学

阶段是人生的起步阶段，是每个成长中的生命个体逐步确立世界观、掌握学习能力的关键

时期，也是学习最集中的时期。因此，为了引导中学生通过阅读积极干预自我生涯发展，

无锡市教育学会中小学图书馆专业委员会和无锡市东林初级中学于 2006年联合申报了十一

五课题 “中学生生涯阅读个案指导及对策研究 ”，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无锡教育学院

附属中学等十余所学校参与合作研究。该课题于同年 10月被江苏省教育学会列入教育学会

系统江苏省省级教育科研规划课题。

　　在研究过程中，采集真实、新鲜的当代中学生的阅读素材，深入了解他们的阅读现状，

以便有效地对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生涯阅读指导意见，是该课题的核心研究内容。在此基

础上，探索中学生生涯阅读与健康成长的关系及一般规律，从而完成 “初步建立符合我国

当代中学生成长发展规律的生涯阅读指导方法体系”的研究目标。为此，该课题组先后进

行了两次访谈，共采集到 45个阅读个案。本文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

　　基本概况

　　1

　　1.1 相关数据

　　1.1.1 学校类型分布

　　初级中学 5所;高级中学 3所;完全中学 1所;

　　实验中学 1所;实验学校 1所;技术类学校 1所;

　　师范类院校 1所。

　　1.1.2 所处年级分布

　　初一年级 11位，占 24.44%;初二年级 13 位，占 28.89%;初三年级 5位，占 11.11%;高

一年级 5位，占 11.11%;高二年级 4位，占 8.89%;高三年级 2位，占 4.44%;中专二年级 1



位，占 2.22%;初中毕业起点大专二年级 1位，占 2.22%;初中毕业起点大专三年级 3位，占

6.67%。

　　1.1.3 性别统计

　　男生有 15位，占 33%;女生有 30位，占 67%。

　　1.2 事理分析

　　1.2.1 涉及学校类型多样 ，但分布不均衡

　　课题研究对象为中学生。从统计的学校类型可以看出，凡有中学生的各类型学校，在

两次的访谈中，均有被访。其中，初级中学达到 5所，高级中学有 3 所，完全中学等均只

有 1所。分析原因，主要是课题 组成员来自于各类型学校。从掌握素材的角度来说，来源

应广泛而相对均衡，从而可以了解到比较全面的 信息。因此，如何合理安排与确定被访学

生的学校类 型，是值得考虑的。

　　1.2.2 参与年级比较全面 ，低年级比例较高 根据被访学生所处年级的数据统计，可

以看出初一至高三 6个年级的学生都有参与。技术类学校和师 范类院校分别有 1个年级和

2个年级的学生有参与。 年级的参与面比较全面，初一、初二年级各有 10多位。如果课

题组从中确定案例进行较长时期跟踪实 验，低年级人数较多比较有利。

　　1.2.3 性别比例差异悬殊 ，可引起关注 被访的 45位学生，男生有 15位，占 33%，

女生高达 30位，占 67%，后者比前者多了一倍。笔者了 解到，有些被访学生，是课题组

成员随机选择的，无任何主观色彩。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是班主任 或任课老师推荐

的。这种性别比例的悬殊，不知是否 和此年龄段学生的生理、学习心理有关? 有报道指 

出，进入中学阶段后，青春期女生的心理成熟比男生 早，很多女生比同龄的男生更会规划

自己的未来;忧患意识明显高于男生;大多数女生自我约束能力比男生强。就学习习惯而言，

女生天生比男生更具有忍受 力和耐力，能够吃苦耐劳，韧性也比男生强;普遍比 男生花费

在学习上的时间更多〔1〕。男女生在学习心理 上的差异，可能会影响他们的阅读心理，

从而造成阅 读度的不同。不过，到目前为止，课题组还没有对不 同性别学生的阅读情况

作对比调查。但这种悬殊，可引起课题组成员的关注。

　　2 阅读因素分析

　　2.1 阅读环境受人为因素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阅读环境，创造 着读者。而良好的阅读环境，总是在有形无形地激励 着读者，并成为

其养成良好阅读素养的根本保障。本文引用的访谈案例中，阅读环境主要涉及家庭和学校 

两个方面。

　　2.1.1 家庭方面

　　(1)支持与引导为主调。从案例中可以看出，大多数家长 (有效数据 38条)都支持孩子

进行阅读。 在相关的信息反馈中，有 30位学生的家长支持孩子 课外阅读，所占比例为



79%。其中有前提条件的有 5 位，即 “不影响学习”，比例为 13%。有些家长自身 就酷爱

读书，在给孩子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时，也给 孩子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引导孩子喜欢上了

阅读。如在课题组成员对广勤中学一位同学的访谈中，被访者 就谈到父母 “也喜欢看书。

爸爸喜欢看战争类的，妈妈喜欢看文艺类的小说和外国名著 ”，并且会在家里“吃过晚饭

后大家会聊一会天，大多数是看过的书 ”。

　　另有几位学生直言，自己喜欢阅读，是受了父母的影 响，“我妈妈也经常看书，我喜

欢阅读应该也受她影响吧”。并且父母的阅读倾向也在一定程度对孩子产 生了影响， 

“记录战争时期的书，是因为我老爸喜欢 看，我没事就拿来翻下，慢慢也就喜欢看了”。

“我妈 妈也很喜欢这类的书，她对我的阅读有比较大的影 响，她也比较重视我的阅读。

”有些家长在孩子阅读 之初进行了物质鼓励， “记得有一次语文考砸了，妈妈拿出一本

书让我看，说看了就给我 5块钱，我就开始看了 ”。并且 “后来妈妈就帮我办了一张借

书证， 经常帮我借些书看，慢慢地就开始喜欢看书了 ”。但这里也有个现象值得关注，

即有些家长在支持孩子进 行课外阅读时，是 “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支持 ”。

　　还有些家长让孩子阅读的目的是 “想让我作文水平提 高一点”。

　　(2)忽视与反对皆因重成绩。也有些学生在访谈 时谈到，父母对自己的课外阅读是不

支持甚至是持反 对意见的。其中，有 7位学生的家长持反对意见，有 1位是不支持也不

反对 ，共占 21%。有个男生，自小 就对地理方面的知识特别感兴趣，在问到他印象最深 

的一次读书经历时，他说： “还是在上小学时，有一次我想买 1本地图册，家里人不太同

意，他们觉得我 把课堂里的书读好了就不错了，看那些地理的东西没什么用。在我的再三

哀求下，他们才勉强同意了。”

　　也有学生说到，父母对自己的读书从未关心过。有些 家长不支持的原因，主要是怕影

响学业。“(父母)不支持 (我看课外书)。因为他们说影响学习，尤其是 看很厚的书的时

候，他们说成绩会下降。在他们眼中 似乎只有我捧着一本作文书津津有味地看才不会影响 

学习。”“(家长)认为学习最重要，其他课外书最好 少接触，像小说呀，家长总认为会影

响学习，所以家长只要看见我看书，就会问我看的是什么书，令我很 反感。”对此，有许

多学生认为，“(阅读)对我的成 绩没有什么影响”;也有些学生说 “阅读对我的成绩有点

影响，对学习有一定的提高”。对此，笔者认为， 家长应让孩子学会合理安排课内学业与

课外阅读的时 间，做到课内与课外的有机结合，从而让孩子的知识面更广并培养起健康兴

趣。

　　2.1.2 学校方面

　　由于被访对象处在不同的学校，因此，不同的学校、不同的教师、不同的同伴对学生

的阅读也有着不 同的态度与影响。支持学生进行课外阅读的教师 (有效数据 33条)有 28

位，其中有前提条件即不妨碍学 习成绩的有 3位，反对的有 5位，所占比例分别为

85%、15%。

　　(1)老师起关键作用。 “图书证发给我们后，王老师(班主任)布置我们每个月必须借

两本书，他月 底会来图书馆查阅览情况看。班级里也举办过一两次 读书活动，让我们交

流喜欢读的书、读书的感受和启发。”“初二办理了借书证，但并不由学生保管，而是 统



一放在老师那。进入初二后，阅读课基本上被老师 瓜分了。”这两位被访学生的阅读情形

因为老师阅读 理念的不同而截然不同。

　　从个案中可以看出，在学校推动阅读活动的老师，主要是语文老师或班主任。 “老师

很提倡大家看 书的，主要是语文老师，她还建议大家读完之后有能 力感兴趣的可以写写

笔记，读后感，要尽量写。” “班主任 (语文老师)，一般推荐杂志上她认为比较好的 文

章。”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的阅读素养对学生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在个案中学生反映自

己的阅读是受了 老师的影响。如， “老师说这本书写到了鲁迅一生的一些事情，所以就

借了 (《朝花夕拾》)看看。”“大多数时候是任课老师推荐什么就去看什么。”因此，提

高教师的阅读素养，必将对学生的阅读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2)同学间相互影响。对于同学的阅读情况，从被访学生的述说中也呈现着不同的状态，

一种是 “周

　　围喜欢看书的同学很多的，而且还互相介绍自己看的 书。”有一个学生因为同桌 (最

要好的同学)的 “生物 超好”，也喜欢看 “生物方面的课外书”。另外，也有认 为 

“同学谈论看的电视多一些，书不太多”的。

　　2.2 阅读时间呈现中国中学生学习特色

　　拥有一定的阅读时间，是培育阅读生命的必要前提。笔者统计了在两次的访谈中提及 

“是否有阅读时 间”这个问题时的 38份反馈，其中利用假期、双休 日和课余时间进行阅

读的有 27位学生，占 71%;假期、双休日的有 8位，为 21%;基本每天坚持睡前阅 读的有 3

位，仅占 8%。在我国，学生的课业负担是 非常繁重的，特别是中学阶段。大多数学生每

天完成 老师布置的作业基本要到晚上 10点左右甚至更晚。 因此利用假期、双休日和课余

时间进行阅读成为我国 中学生的一个特色。

　　在访谈中，笔者了解到有些学校图书馆制定了每周到馆阅读的固定时间，有些自身阅

读素养较高的班 主任、语文老师 “每天中午在班级里制定了固定的阅 读时间进行统一的

阅读”，这些措施都从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学生的阅读时间。

　　2.3 阅读书目显示出明显的倾向性

　　在两次访谈中，学生例举自己最近两年内阅读的书目中有 《红楼梦》、《三国演义》、

《史记》、《纳兰 词》、《呐喊》、《朝花夕拾》、《家》、《边城》、《繁星 · 春水》

、《雷雨》、《伊索寓言》、《爱的教育》、《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哈姆莱特》、

《安娜 ·卡列尼娜》、《红与黑》、《简·爱》、《傲慢与偏见》、《悲惨世界》、《高

老头》、《欧也妮 ·葛朗台》、《巴黎圣母院》和泰戈尔 的诗歌等中外经典名著，也有 

《文化苦旅》、《历史的 天空》、《狼图腾》、《冷山》等现代作家写的名篇，还有 

《哈利·波特》系列魔幻小说，《微微一笑也倾城》 等网络文学，《悲伤逆流成河》、

《小时代》、《毒》等青春文学，《男生贾里》、《女生贾梅》、《草房子》等儿童文学。

这些作品都属于文学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