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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24 年武汉（国际）
童书展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 吸引了近 200 家全国少儿
出版发行商参展。 如何让孩子
们重新燃起对纸质图书的兴
趣，如何让孩子们从“看屏”转
变为“读纸”，成为此次童书展
的热点话题， 而此次童书展的
创新举措， 让我们对“互联网
+”时代如何让孩子坚持纸质阅
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与思考。

随着科技的进步，“互联网
+”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移动
设备普及后， 人们更倾向于电
子阅读， 纸质图书似乎逐渐被
边缘化。 然而，纸质阅读的重要
性不可忽视， 尤其是对孩子们
而言， 因为纸质阅读对孩子们
有多方面的好处。 与电子设备
不同， 纸质书要求孩子持续专
注于同一本书， 从而培养了孩
子的专注力和耐心。 与电子设
备相比， 纸质书对孩子的眼睛
刺激更小。 此外，在情感和社交
发展方面， 纸质书是一种有形
的媒介， 可以让孩子体验翻书
的乐趣， 感受文字和图片之间
的关系， 以及纸张和封面的材
质和质感。 这些感受有助于激
发孩子的情感共鸣， 增强孩子
对阅读的兴趣和热爱。

在现代科技的冲击下，出版
行业更要注重利用现代化的技
术手段，吸引孩子们关注纸质阅
读。 比如，此次童书展邀请阅读
推广人，通过直播平台向读者推
荐优秀儿童读物，虽然传播渠道
发生了改变，需要隔着屏幕与读
者互动， 但借助网络的力量，可
以触达更多读者，而且阅读推广
人有温度的分享能够更好打动
读者，帮助孩子们了解童书如何
好、怎样读。同时，此次童书展还
提供了丰富的现场体验，有的出
版社设计了多样化的阅读空间；
有的展位专门设置“故事时间”，
邀请知名儿童作家现场为孩子
们讲故事；还有各种讲座、互动
游戏、角色扮演等，让孩子们沉
浸式感受线下阅读的喜悦。这些
读书分享活动通过网络平台广
泛转播，让更多不在现场的观众
也能听得到、看得见，充分体会
阅读的乐趣。

除了技术，观念也在持续更
新。中文分级阅读理念越来越受
关注，并为公众所接受。 此次童
书展公布了根据中国书刊
发行业协会发布的《3 至 8
岁儿童分级阅读指导》所研
发的一系列标准应用成果，
并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提供不同难度和类型的图书，让
孩子们可以根据自身兴趣和阅读
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图书。这种
个性化阅读方式， 不仅可以让孩
子更好地享受阅读， 还可以帮助
孩子提高阅读能力和综合素质，
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 也为家长提供了更
科学的选择和指导。

为了更好地推进纸质阅读，
为纸质阅读带来新的活力，不
仅童书出版领域， 相关各界的
共同努力和合作也不可或缺。
从出版到科技、 教育等相关领
域的融合正在加速推进， 不断
探索有效的阅读方法和路径，
为提升儿童的阅读素养贡献力
量。“互联网 +”时代，让孩子坚
持“读纸”，让纸质图书重新焕
发活力，是一个挑战，也充满希
望和机遇。 通过各方的努力和
创新， 让更多孩子重新燃起对
纸质图书的热爱， 享受阅读带
来的乐趣和启发； 把纸质阅读
打造成璀璨的星河， 让每个孩
子都成为未来的“摘星人”。 ①2

用纸质阅读丰盈美好童年
□宁宇

南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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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辅导老师的带领下，老人
们跟随音乐节拍，抖肩扩胸活动
身体， 动作整齐划一……前不
久，一则关于江西九江一所老年
大学声乐课的视频在网络上走
红，人们被有趣的形式、欢乐的
氛围所感染，也看到了老年生活
不一样的打开方式。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
水平提高，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希望继续接受教育， 充实精神
文化生活。近年来，各地区各部
门着力扩大资源供给， 推动资
源下沉， 老年教育发展驶入快
车道。 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2023 年 4 月份，全国各级各类
老年大学（学校） 已达 7.6 万
所，形成省、市、县、乡镇（街
道）、村（社区）五级办学网络体
系和 15 大门类、61 个专业 、
298 门课程较为完整的老年教
育立体课程体系， 惠及学员
2000 余万人。 不过，我们也要
看到， 我国老年教育还存在资
源供给不足，城乡、区域间发展

不平衡等问题， 亟待进一步提
质增效。

受限于资金、场地、师资等
因素， 当下一些地方出现老年
学校“一位难求”的现象。 要创
新思路、因地制宜、多措并举，
不断扩大老年教育的覆盖面。
优先发展社区老年教育， 建立
健全社区老年教育办学网络，
可以方便老年人就近学习。 比
如， 湖北省谷城县石花镇将军
山村把老年学校、 托幼机构和
文体活动场馆整合到一起，让
“一老一小”同步“上学”，满足
了老年人学习、 娱乐和照料孙
辈等需求， 让许多老年人在家
门口圆了“大学梦”。 此外，不妨
大力发展线上老年教育， 打造
触手可及的学习终端， 方便老
年人自主灵活学习。 去年，国家
老年大学上线“云课堂”，学员
在家用手机就能上课， 还可以
反复观看学习。 充分调动各类
社会资源， 探索行之有效的办
学模式， 方能让更多老年人共

享老年教育发展成果。
除了提高老年教育的

可及性， 还要着力推动其
规范化、优质化发展。与基
础教育相比， 老年教育有

其自身特点。 老年群体更多是希
望通过培养兴趣爱好，提升晚年
生活质量，因此，开设哪些课程、
采取何种教学方式等，都得瞄准
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考虑老年人
的接受特点， 并注重适老化建
设。 比如，上海精心打造老年教
育信息化管理平台，为每一位参
加学习的老年人建立终身学习
账户，使之可在全市各个老年教
育机构自由报名，实现学习轨迹
持续记录，并围绕学习者进行数
据挖掘与分析，为其提供便捷的
个性化学习服务。 把握老年人的
生活学习特点，紧随社会发展趋
势，既提供绘画、书法、声乐等相
对传统的教育内容，又覆盖互联
网知识、“主动健康”、 人工智能
等与时代发展紧密相关的内容，
老年学校方能成为老年人的知
识学园、生活乐园和精神家园。

当下，学习已经成为每个人的
终身需要。随着老年人经济供养状
况的改善，满足老年人精神需求的
重要性日益凸显。扩大老年教育资
源供给，实现生命全周期的学有所
教，不仅能帮助老年人更新知识和
信息结构， 充实他们的晚年生活，
还能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让老
年人与时代发展同步。 ①2

办好老年教育 让“夕阳红”更精彩
□徐之

●永远别同时用两条腿去测河水的深度。
●只有先改变自己的态度， 才能改变人

生的高度。
●自然资源不是从祖宗那里继承来的，

而是从子孙后代那里借来的。
●人生就像一只储蓄罐， 你投入的每一

分努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回馈于你。
●哪里有浪费时间这回事， 你能浪费的

只能是自己的生命。
●不要憎恨过去，没有它，你无法成为如

今这么坚强的人。
●你若想得到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先得

让世界看到最好的你。
●人与人之间最小的差别是智商， 最大

的差别是坚持。
●最可怕的事情不是经常犯错， 而是经

常为所犯的错误找借口。
●你会成为哪一类人， 并不是取决于你

的能力，而是取决于你的选择。
●在哪里存在，就在哪里绽放。 不要因为

对环境不满，就忘了散发芳香。
●对人好，是应有的善意和修行，是为了成

就更好的自己，而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回报。
●无论发生什么都欣然接受，一切都是礼物。
●你永远不知道你的习惯会让你错过什么。
●心中有座花园，看谁都是鲜花；心中有

座魔窟，看谁都是冤家。
●小成靠朋友，大成靠敌人。
●做事用心，做人用情；做事如水，做人

如山。
●人生四大幸事：生得好、老得慢、病得

少、死得快。
●多数的错误，不是理智所为，而是情绪

所致。
●不要在顺境时， 以为是自己努力的结

果，而在逆境时，却认为是命运的问题。
●想要幸福，那就要有自己幸福的定义，

有了自己的定义， 就不会跑到别人的幸福里
去攀比。

●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即使赚不到钱，
还可以赚到知识；即使赚不到知识，还可以赚
到经历；即使赚不到经历，还可以赚到阅历。

●谦卑是当你有资本高调时， 选择了低
调；节制是当你有条件奢侈时，选择了朴素；
忍耐是当你有力量反击时，选择了退让；忠贞
是当你面临巨大诱惑时，坚守了最初的选择。

●优柔寡断，是人生最大的负能量。
●成功的秘诀无非两点：用心做人，用爱

做事。
●想要的太多，努力的太少，结果肯定只

有烦恼。
●好好对待陪在你身边的人， 亲情友情

爱情都是一辈子的事。
●越是平庸的人，越怕别人说他的缺点；

越是优秀的人，越爱反思自己的不足。
●如果有一天，你不再寻找爱情，只是去

爱；你不再渴望成功，只是去做；你不再追求
成长，只是去修———一切才真正开始！

●不因幸运而固步自封， 不因厄运而一
蹶不振。 真正的强者， 善于从顺境中找到阴
影，从逆境中找到光亮，时时校准自己前进的
目标。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长编著

的《精粹语言汇编》

每日箴言
南阳华龙高级中学
告诫广大学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