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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册图书都是哪些书籍呢？陈洁瑜说三分之一是绘本，三分
之一是教学用的资料，还有三分之一是人文社科类和科普类书籍。
除了教学类书籍外，另外两类书的阅读都是为了陪伴女儿成长而读
的。一起阅读绘本时，陈洁瑜会朗读给女儿听，然后母女俩尝试着
分角色朗读，女儿最喜欢的绘本是《小猪佩奇》系列的书，有时一个
喜欢的故事读了好几遍，女儿第二天还会自己翻看。人文社科类和
科普类书籍的阅读既是陈洁瑜自身拓展知识面的需要，也是为了以
后和女儿交流时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丰富的话题。

本报讯（记者 徐叶 通讯员 叶赛
君）足不出户听好课，将耗费在路上
的时间“夺回”。记者昨日从宁波市学
校装备管理与电化教育中心获悉，今
年寒假，“空中课堂”将推出510节新
课程，包括省、市级的优课和“宁波教
育大讲堂”的名家讲座。

“空中课堂”是宁波市教育局推出
的网络学习平台，也是一项服务民生
的实事工程，每年寒暑假期间都会上
线一大波优质的新课程，希望能为全
市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让名师
共享、名课共上。

据了解，省、市级优课资源主要来
源于“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
该活动由教育部组织开展，我市教师
自主申报，是从数千节课程中精心挑
选并最终获奖的课程。每节课均由各
级教研员指导，授课教师精心构思，教

研团队集思广益，经过了反复试教磨
课，有利于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此次
上线的优课内容丰富，涵盖了高中、初
中、小学各年级的几乎所有学科，方便
学生按需选择和学习。

除了优课，今年寒假“空中课堂”
还推出了讲述教育热点的系列课程，
比如邀请国内知名教育专家为甬城百
姓讲课的“宁波教育大讲堂”，由著名
学者、新闻理论家、作家梁衡主讲的

“阅读改变人生”专题讲座等。
经过几年积累，“空中课堂”已有

2000余节优质视频课程供学生及家
长点播。课程除学科辅导外，还涉及
书法教学、作文辅导、教师培训和乡土
教材等素质教育内容，更有家庭教育
与孩子成长、转型时期的父母角色定
位、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学习等家庭教
育课程，帮助家长与孩子一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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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优课“送到家”

80后妈妈一年借阅图书709册

她说最好的陪伴
是和孩子一起阅读

一年借阅图书709册，大部分业余时间陪孩子一起阅读。昨
天，宁波大学园区（鄞州区）图书馆公布了2018年年度阅读报告，
在63万多名读者中，年度借阅冠军是一位80后妈妈陈洁瑜。她
说，最好的陪伴是和孩子一起阅读。

得知自己是宁波大学园区（鄞州区）图书馆的借阅冠军时，陈
洁瑜有点意外。她是一位小学数学老师，有一个5岁多的女儿，平
时工作也比较忙，在图书馆待的时间不长，常常把书借回家读。

亲子阅读书籍占了大部分

一年709册书并不是陈洁瑜2018年全部的阅读量，她还会在
豆瓣读书上把自己想看或看过的书摘录下来，做好标记，指导自己
找到更适合自己的纸质书。工作忙，还要照顾女儿，怎么有时间看
这么多书？陈洁瑜说，除了用大块时间进行专业的系统的阅读外，
她还常常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阅读。譬如旅行时，她总要带上几
本自己喜欢的纸质书。排队等候的时间，坐在火车上的时间，都可
以用来看书。

陈洁瑜的读书习惯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她女儿。她说，在女
儿一岁半的时候，她和家人就带着孩子一起到宁波大学园区（鄞州
区）图书馆的少儿图书馆去，让孩子触摸纸质书籍。女儿两岁半后，
在双休日的某个半天时间里，母女俩就能在图书馆里一起阅读绘
本。而在平时，每天晚上吃过晚饭，母女俩有时会一起阅读绘本，有
时各自翻看自己喜欢的书。在这段相对较长的时间里，陈洁瑜有时
也做阅读笔记，记下书中的关键词和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再抽时间
到网上查阅更多的资料。

陈洁瑜说和孩子一起阅读的时光最美好，她认为最好的陪伴就
是陪孩子一起阅读。她也建议年轻的父母们在家里放下手机陪孩
子一起读书。 记者 陈爱红 通讯员 柯阳青

尽可能利用时间阅读

和孩子一起阅读的时光最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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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做父母的，或多或少“喝”过诸如“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最好的教育是陪伴”之类的“鸡汤”——道理都懂，但怎样才算“有
效陪伴”？一起吃晚饭，时间有点短；一起旅游，机会不常有；一起游
戏，“节目”没那么多……其实，对多数家长来说，像这位80后妈妈
那样与孩子一起阅读，就是“简单不粗暴”、也是很有效的育儿经。

记得在电视特别是电脑普及之前，许多孩子根本无需引导，有
空就捧着各种“小人书”读得津津有味。但正如美国学者尼尔·波兹
曼于上世纪80年代写作的《娱乐至死》一书中提到的那样，随着家
庭电视的普及，社会由印刷统治转变为电视统治，大众学习与娱乐
的主流方式由读书转变为看电视。让尼尔始料未及的是，随着互联
网的普及，当下社会早已由电视统治转变为“网络统治”，长期形成
的阅读习惯经过这两轮技术革命的冲击，都形成“危机”了——不信
你瞧：在地铁上读书看报的绝对稀有，玩手机才是“标配”。

在这种大背景下，不少家庭在家里陪孩子的节奏是这样的夫妻
互助：你陪孩子一会儿，我去刷会儿手机……过段时间再来换班
——因为刷手机时轻松愉悦，而陪娃读书颇费脑子啊。因此，除了
时代与技术背景，孩子不爱读书也往往源自家长。

反之，如果家长坚守阅读的爱好，并将这种坚守通过陪伴传导
给孩子，那么，通过“理性、秩序、逻辑性”的书本语言熏陶出来的孩
子，或将大概率胜过经由“脱离语境、肤浅、碎化”的网络语言浸润的
孩子。“爱读书的孩子不学坏”“阅读是最好的陪伴”等就是从实践中
总结出来的教育规律。 胡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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