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郭来湖◎著

和青少年学生谈

与



◎作者工作照

作者郭来湖系河北省衡水市冀州人，大学中文系毕业。从教

三十六年，退休后，他依然挚爱着一生从事的教育事业，依然挚爱着

他朝夕相处的师生们。对于当下一些青少年学生淡于读书，不重视深

厚学养积累的不良风气，一直忧记在心，于是决心写一些和青少年学

生谈读书与成才的文章，给他们以正能量的引导。他埋头搞调查、找

资料，总结个人读书治学的体会，汇总教书育人、培养人才的心得。

初稿写出后，他又召开一系列座谈会。或把初稿念给学生，师生互动

讨论感受和得失；或把初稿发给学生，定期进行读后感座谈；或将初

稿交给学生，请他们写出心得体会，然后仔细审阅。几番功夫之后，

便有了这部使青少年学而知其道理，行而有其榜样的书——《和青少

年学生谈读书与成才》。



◎作者与教育部原部长周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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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每每念及教育家陶行知的名言，脑海

里总会联想到郭来湖先生。他儒雅风趣、潜心治学、酷爱阅读和

写作。每次和他相见，三句话不离本行，谈得最多的就是青少年

的读书和教育问题。

郭来湖先生在小学、初中、高中、中等师范教学一线都教过

书，其后又从事七年多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学校这块教书育

人的园地里，辛勤耕耘了 36 个春秋，教过的学生以上万计，可

谓桃李满天下。如今虽然退休了，但他退而不休、休而不息，仍

然将目光和笔触投向他所关爱的莘莘学子：时下一些青少年学生

思想浮躁，淡于读书，不重视深厚学养的积累，缺乏成长为有责

任、有担当人才重要性的认知；有的学生初中还没毕业，受功利

驱动，就跟随家长去经商赚钱；更有不在少数的学生被称作“低

头族”，醉心于玩手机、打游戏，他们的零星碎片阅读，没有学

术、没有深度，收获的只是一种浅薄的“知晓”，使治学成才严

重缺乏学养的积累和后劲。种种新的“读书无用论”, 让他震惊、

思考、担忧。于是，他回忆自己青少年时代求学时，同学们都胸

怀大志，读书蔚然成风，梦寐早日成才，提出的口号是“为祖国

健康工作五十年”。为了多读书，他们早起晚睡，每天下午第二

节课后，大家都排着长队到图书馆登记借书……由此，郭先生养

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他说：“时至今日，一天不读书不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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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缺少了最大的意味。”尤其他还深刻地指出：“一所不重

视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素质教育。”有鉴于此，他

着意要写一系列与青少年学生谈读书与成才的文章，给青少年以

正能量的引导。这就是本书写作的缘起。说了算，定了干。郭来

湖先生以一个老教育家的责任和认知，以“板凳宁坐十年冷”的

精神，埋头于搞调查、找资料，和学生座谈，把作品读给学生听。

从 2011 年 7 月开始构思写作，到 2014 年 7 月完成初稿，然后又

一次次不厌其烦地修改，整整用了三年半时间才完成了这本很有

分量的著作，拳拳爱心、舐犊情怀，跃然于字里行间。

《和青少年学生谈读书与成才》整部作品 20 万字，收录 62

篇文章，大致可分为三部分阅读欣赏。第一部分，为读书篇，讲

的是读书的理论、观点、方法和如何扎实开展青少年读书活动，

以及作者个人的读书心得和体会。第二部分是名作赏析，包括如

何欣赏诗、词、小说、散文等，以及面对好的作品，作者是怎样

阅读和理解的。第三部分是成才篇，作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讲述了教书育人、培养人才的实践经验，较深入地阐释了怎样通

过引导青少年读书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从而培养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人才。每篇文章虽单独成题，但前后有序，内

容有内在的关联性。整部书虽为板块结构，但文路构架没有断裂，

没有生僻，没有迟滞，气口和节奏处理得很好，不矫揉造作，不

盛气凌人，流畅而又富感染力。其意旨又非常贴近时代，贴近青年，

贴近地气。且在行文的广征博引中，又恰如其分地嵌入名人成才

的生动事例，语言质朴，趣味盎然。使青少年学而知其道理，行

而有其榜样。作者的讲解和阐述娓娓道来，以事明理，以理服人，

以情感人。事、理、情交融布流，如春日般清明，如小溪般清澈，

不疾不徐、潺潺有声地流入读者的心田。那种滋润，恰似一种美

妙的艺术享受。这正像作者的处事风格和为人一样，随和而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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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而亲切，没有强力灌输，没有居高临下。和读者之间，如同

对面而坐的挚友，推心置腹，促膝交心，不生硬，不枯燥，完全

是站在朋友的角度、平等的立场进行观点讨论、经验互补和感情

交流的。

多读书、读好书的前提是爱读书，《和青少年学生谈读书与

成才》一书试图履行提醒、告诫和劝进的义务，因为现在中国人

淡于读书的现状确实令人担忧。据我国 2014 年公布的国民阅读

数据：2013 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77 本，远

低于韩国的 11 本、法国的 20 本、日本的 40 本、以色列的 64 本。

国人的人均阅读量与以上国家相比真是差距惊人。郭来湖先生在

书中指出了症结之所在：一是一些人对读书持怀疑态度，觉得“读

书无用”；二是一些人虽然读书，但没有形成真正的阅读信仰和

坚信阅读的“根基性价值”。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和一个人的阅读史有

关；一个学校的文化培育史，和这个学校的整体阅读史有关；一

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全民

阅读水平；一个社会到底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要看这个社

会整体阅读水平植根的深度。阅读水平的高低不仅仅影响到个人，

更影响到整个民族，整个社会。从现象看，阅读只是每个人的个

人行为，但是每个人的阅读行为最后就构筑和凝聚成了民族的精

神境界。一个国家的整体素质、一个民族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她的精神力量，而她的精神力量则往往取决于国民整体

的阅读水平。“中国人要在精神上立起来，必须读书！”（柳斌

杰语）

党的十八大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明确提出要开展全民阅读活

动。要求我们将全民阅读活动同当前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和伟大

成就联系起来，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奋斗目标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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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要将青少年的读书活动融入青少年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

全过程，使青少年一代逐步养成并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目前，我省坚持把全民阅读作为“三个河北”建设、文化强省建

设的一项重要文化惠民工程加以推进，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书

香河北”创建活动，不少出版社出版了许多好书，许多学校和单

位的图书馆得到了充实和丰富，不少报刊、电台电视台都相继开

辟了读书栏目，一些地方也有针对性地开办了公益书院、讲堂、

论坛等等，所有这些，都为青少年读书的现代化普及提供了许多

新的方法和生动活泼的经验，很受广大青少年的欢迎，给广大青

少年的阅读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从来读书长精神，与书为伴是智者。《和

青少年学生谈读书与成才》一书，不仅是一部读书治学与成才的

专著，更是一部励志作品的集大成者，它紧扣着当下与时代的急

切诉求，透达着追求人生梦想的智慧灵光。愿广大青少年读者与

《和青少年学生谈读书与成才》进行心的交流，从而在自己辛勤

耕耘的阅读心田里，再多汲取一份有益的滋养！

　　　　　　　　　　　　　　　　　　　      李晓明

　　　　　　　　　　      　      河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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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笔者一生从教，小学、初中、高中、中等师范都教过。尤其

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历史名校——河北省立冀县师范，从一线

中文教师到中层管理，再到担任校长、书记，一直工作了 22 年。

学校升格为高职院校后又任院长，从事七年多的高等职业技术教

育。在学校这块育人园地里，走过了36个春秋。退休之后身心尚健，

于是，老有所学、老有所为，便成为自己人生第三年龄时段的追求。

当下青少年学生淡于读书，不重视深厚学养的积累对于人才成长

的重要性，已成为业内人士和社会有识之士共同的担忧。于是，

便想写点和青少年学生谈读书与成才的东西，给他们以良好的引

导，这就是本书写作的初衷。

本书的基本框架，由读书篇、名作赏析、成才篇三部分构成。

全书共计 60 多篇文章，主要包括个人阅读体会、教书育人成才

的心得，以及一些怎样提高阅读收效的理论、方法和青少年成才

的途径等内容。每篇文章都独立成篇，前后顺序又有一个大体的

内在联系。每篇文章在结构的写法上，对相关阅读理论、方法和

成才途径阐述的同时，都列举融进名人或青少年读书成才的实例，

从而使青少年学生，每读一篇文章，无论从理论方法的学习还是

践行榜样的做法方面，都能读有所得。

为了增强书籍的可读性和趣味性，笔者也曾设想把语言写得

新潮活泼些，但积习已久的传统语言风格，改起来也难。于是就

在每篇文章的写作当中，在阐述每一种阅读理论、方法和技巧的

同时，在阐述每一种成才途径的同时，都列举一两位古今中外名

人，尤其是当代青少年学生读书和成才的实例，以增强文章的故

事性和生动的现实引导性。所以就使阅读理论、方法、技巧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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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途径的枯燥阐述，变得有血有肉而富于趣味性和吸引力。比如，

为了说明“读书的要旨全在学以致用”，就引用了农业科学家袁

隆平，走遍大江南北到田间地头做杂交水稻试验的故事；为了说

明“兴趣是治学成才的内驱力”，就引用了英国著名生物学家约

翰·格登，是如何成功克隆第一只青蛙，一举成名为“世界克隆

之父”的故事；为了说明“读书要行万里路”，就引用了北京女

孩马宇歌走遍全国游学的故事等。

另外，为了使青少年学生在阅读中，在学习每一种读书方法

和技巧或借鉴名人成才之道的同时，尽量多学习一些历史知识、

前沿创新知识、科技知识和社会人文知识，行文中在列举每一位

名人故事时，凡涉及一些相关知识时，都尽量叙述得完整具体些。

比如：在《读书治学要学会运用记忆技巧》一文中，在讲述人体

骨关节相关知识时；在《读书的要旨全在学以致用》一文中，在

介绍水稻等自花授粉的植物也有杂交优势的相关知识时；在《科

学地分解和规划目标是治学成才的重要策略》一文中，在介绍越

王勾践“灭吴七策”的相关知识时，就都阐述得尽量细致和具体。

再如，大学生胡蓓蕾行万里路的事迹被在读学校选入“真人图书

馆”。“真人图书馆”是一个新生事物，它对激发青少年热爱阅读，

具有特殊新颖而重要的意义，因此对“真人图书馆”的有关知识，

就有意识地做了比较具体的介绍。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承蒙衡水市文联原副主席胡业昌、李程

尧、衡水市硬笔书协主席冯书根等同志的热情支持和指导，同时

也得到衡水市文联主席庞学军、习三内画博物馆杜项科等同志帮

助对文字润色和校订。再是衡水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主任张增岭、

学生处长张学英，对本书文字初稿的打印及修改，也给予了大力

支持，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谢忱！

既缺乏经验又限于水平，缺陷、纰漏甚或是错误在所难免，

敬请各位内行、专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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