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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行读图、盛行小视频的年代，有一对宁波的父女
却喜欢用笔交流！这样的沟通方式结出了丰硕成果——
新出版的《聆听彼此：关于爱与成长的父女对话》被誉为

“温暖的教育诗篇”！4月24日下午，父女作者袁志坚、袁
天舒做客鄞州书城“悦读沙龙”，与读者们分享了笔谈成
美文背后的故事。

一次挨骂后
她开始给爸爸写纸条

18岁青春美少女袁天舒是宁波外国语学校国际部
高三学生，目前已被美国纽约大学ED录取，今年8月即
将赴美读大学。

在分享现场，袁天舒透露与爸爸的笔谈源于一次“挨
骂”。“那是初三的时候，我因为犯错被爸爸训了一顿。挨
骂后的我很伤心，忍不住给爸妈写了张纸条，大意是我
虽然做错了，但你们也不应该这样吼我。”就是那一次写
纸条，让女儿和爸爸都发现，以“写”的方式进行亲子沟
通，可以让双方都冷静下来，而且写出来的内容更理性、
更深入、更有条理。

让她感动的是，从初三到高三，她写的这些纸条、卡
片，都被细心的妈妈珍藏了起来，如今拿出来再看，一个
个场景瞬间复活，“在信息接收得很多也扔掉得很快的
当下，我希望回忆的时候还有一些物质化的东西可看，
而不是在手机里找不到了。”

“激活一段生活的记忆，犹如重新活了一遍，那不是
简单的重复，而是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
社会、认识人生。”袁志坚对女儿的话阐述了自己进一步
的想法，整个分享会，父女俩就“倡导家庭共写”你讲一
段、我说两点，步步深入地展现了一家人一起阅读和写
作的美好。

“家中一定要有书”
喜欢写的背后是大量阅读

现场有读者问，家庭共写，其前提是家庭成员需要具
备写作的能力吧？

对此，袁天舒认为关键是“有话要说”，然后把这些
话用笔写下来就行，“在写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局限
性，就会去阅读、研究好的作品，写作技能自然就会提
高。”

记者发现，袁天舒喜欢写的背后是喜欢阅读、喜欢思
考。从莎士比亚戏剧、《量子力学》到波伏娃的《第二性》，
从叔本华、尼采到萨特，这位少女阅读的广度和深度远
超同龄人，这与她的家庭有关。她的妈妈是高校教师，父
亲袁志坚是宁波出版社总编辑，家中藏书犹如一个小型
图书馆。“我家的阅读有两点，一定要读经典作品，阅读
的时候一定要动笔。”袁志坚分享说，“家中一定要有书，
有的书也许你以为孩子不要看，其实未必。女儿小时候
也是从《安徒生童话》等儿童读物看起，到中学后，我带
回家看的书她也看，包括科学史、艺术史等以及一些理
论类书。”

“家里的菜谱我也看，被爸爸视为垃圾的一些动漫类
书，我也看，背着爸爸偷偷地看。”袁天舒调皮地补充。

早在2012年，陈菁菁便在家门口
开了一家童书馆，为儿童提供借阅服
务，并开始传播亲子阅读的理念。

“那时，很多人认为一两岁的孩子
是不需要阅读的。”陈菁菁说，但其实我
们一直提倡的是0岁阅读，因为早期启
蒙阅读对孩子非常重要。将近10年过
去了，现在几乎每个家长都意识到了，
其实孩子一出生就可以阅读。我们现在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为孩子挑选合
适的书，以及怎样陪孩子亲子阅读。

陈菁菁提醒，为孩子选书的时候，
一定要以孩子的年龄、兴趣爱好、阅读
基础和理解水平为导向。

比如，3岁以前的低幼读物，最重要
的就是要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家长可
以选择色彩鲜明的，能触摸的，甚至集
游戏和阅读于一体的图书，一下子吸引
孩子的注意力，从而产生阅读兴趣。

3 到 6 岁的孩子，有了一定的理解
能力和认知能力，可以选择故事情节相
对复杂一些的绘本。

等孩子 6 岁之后，孩子已经认识了
一些字，这时候可以选择一些由亲子阅
读向自主阅读过渡的桥梁书籍。同时，
家长也应该让孩子博览群书，进而开阔
孩子的眼界。

“不过，对 6 岁之前的低龄儿童，家
长不能有太强的目的性。”陈菁菁说，有
的家长认为，阅读就是为了认字，为了
记住词句，也有的家长为了让孩子可以
尽快独立阅读，特地报了认字班。这些
都背离了亲子阅读的初衷。“与其为低
龄儿童的认字焦虑，不如坚持每天 10-
30分钟的亲子阅读，相信良好的阅读习
惯和丰厚的阅读基础会给孩子之后的
学习带来很大的收获。”

另外，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需要
家长给孩子创建一个舒适的图书角，收
藏一些经典的图书，在家中营造一种书
香的氛围，准备一个适合孩子身高、有
展示功能的小书架，因为绘本封面朝外
摆放，比起竖着陈列摆放，更能吸引孩
子自主翻阅，有助于他们养成独立阅读
的习惯。

陈菁菁
宁波某童书馆创办人

“很少有孩子天生爱阅读，但也
很少有孩子不喜欢听故事。”做了18
年的语文教师，说到书籍带给孩子的
力量，陈佳美认为这早已不言而喻。

“有研究表明，孩子的阅读能力和听
力在八年级时会达到相同的程度，在
这之前，通常听力比阅读能力强。因
此，在孩子八年级之前，亲子阅读无
疑是让他们爱上阅读的最佳途径。”

另一方面，陈佳美说，现在的语
文教材教学计划在两年前就纳入了
两个新栏目，叫《快乐读书吧》和《和
大人一起读》，这显然意味着语文课
堂教学已渐渐延伸到家庭，引导家长
多和孩子一起读书，成为家校联合营
造语文学习氛围的“规定动作”。

“不过，在亲子阅读中，还存在不
少误区，一味追求一本书是否‘有用
’，孩子看了是否马上能用在作文
里。”陈佳美认为，阅读不是显性的，
它的关键是能力和习惯的培养积累，

“很多有阅读习惯和基础的孩子，到
了四五年级，他们的优势就突然表现
出来了。”

那么，针对小学生的亲子阅读，
该怎么做？陈佳美也给家长们支了几
招。

在选书上，小学低年级已经开始
大量识字，可以进入整本书阅读，家
长可以为孩子选择图文并茂的绘本、
图书；小学高年级，可以为孩子选择
故事性与逻辑性兼具的图书，比如中
外神话、寓言故事等，少儿版的国内
外名著也是不错的选择。同时，家长
也可以引导孩子进行经典诗词诗歌
的诵读。

陈佳美总结了选书的 4 大要领：
生僻词汇少一点、大道理少说一点、
情节发展稍微快一点、人物形象鲜明
一点。

在陪读上，父母能做的有很多。
亲子阅读，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读，父
母通过抑扬顿挫的朗读，吸引孩子进
入阅读氛围，不过，要注意的是，朗读
切忌读得太快，而是要慢慢念，让孩
子有充足的时间观察书中的画面，并
在脑海里勾勒出图像，以便于展开充
分想象和思考。同时，朗读也要掌握
时间，陈佳美建议，在孩子四年级之
前，家长最好每天热情专注地为孩子
朗读10分钟，如果父亲能够多多参与
亲子阅读中来，孩子的收获也会更
大。

在阅读之外，家长也可以建议孩
子们为读过的书画思维导图，帮助更
好地理解消化书中的内容。

陈佳美老师建议，小学低年级学
生看连环画，高年级学生可以多读国
内外神话故事。

陈佳美
宁波国家高新区实验学校教育

集团翔云校区执行校长、语文教师

用笔谈的方式进行亲子沟通

这对“笔友”父女
被誉为“温暖的教育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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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阅读
家长朗读切忌太快
以便孩子充分想象和思考

幼儿阅读
6岁之前的阅读
家长目的性不能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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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分享会现场。 记者 俞素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