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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

我们很少认真思考： 每个人的精神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个体精神成长的历程是怎

样的？ 如果把精神成长与躯体成长做个比较的话， 躯体的成长更多是受遗传和基因的

影响，个体的精神成长却不完全依靠基因和遗传，而与后天阅读息息相关。

个体的精神发育历程是整个人类精神发育历程的缩影。 每一个个体在精神成长过

程中，都要重复祖先经历的过程。 这一重复，是要通过阅读来实现的。

人类的历史有很多的精神丰碑，要达到或者超越那些精神高峰，阅读和思考是唯一

的途径。 只有通过阅读，通过与孔子、孟子等先贤达人的对话，才能达到他们那个时代

的精神高度;只有通过阅读，通过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交流，才能达到他们那个时

代的思想境界。

人类精神的阶梯就这样随着重复阅读不断延伸。 如果没有这样的重复， 人类的精

神就会退化，就会衰落。 没有阅读，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境界可能还远不如文艺复兴时

代的大师们，甚至还不如更早以前的历史阶段。

我推崇书籍阅读而不是网络阅读。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在书里。尽管我国目前的网络

阅读人数已经超过了纸质阅读人数，但我认为，人类最伟大的思想还处在离线状态。 网

络上更容易吸引眼球的是信息、广告和娱乐的内容，人类的理解，特别是人类理性的洞

察力，通过网络很难获得，智慧的内容在网络上更是凤毛麟角。对人类思想的进化而言，

对个人思想的发展而言，从信息到知识到智慧，就像一个金字塔，它是精神与智力逐步

升级发展的过程。 唯有通过书籍阅读， 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才能一步步地通往精神的

“金字塔”之巅。 将每一个人的智慧汇总起来，才能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高度。

没有阅读就不可能有个体心灵的成长，不可能有个体精神的完整发育。

通过阅读，我们不一定变得更加富有，但我们一定可以变得更加智慧。

通过阅读，我们不一定能改变我们的长相，但一定可以改变我们的品位和气象。 有

些人相貌普普通通，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令人如沐春风，你会觉得他深邃厚

重，觉得自己得到很多启迪。 人的相貌基于遗传无法改变，但是人的精神可以通过阅读

改变，从阅读开始（总序）

朱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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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容，而气象万千。

通过阅读，我们不一定能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但一定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宽度，

增加我们生命的厚度。 人的生命长度有基因等先天因素在起作用，而后天阅读可以让

我们的精神世界更加宽阔而充实。

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在有限的生命当中欣赏无限的美景，体验精彩人生。

通过阅读，我们不一定能实现我们的人生梦想，但一定可以帮助我们更接近我们的

人生梦想。

阅读，对个体的精神成长至关重要。

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

很久以来，我们一直都仅将阅读看作个体的行为。 这样的认识是片面的。 我认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共同阅读决定了其精神力量，而精神的力量对于一个国家软实

力与核心竞争力的培育，起着关键作用。 国际阅读协会在一份报告中曾经指出，阅读能

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犹太民族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民族。在以色列本土，有600多万犹太人，全世界

的犹太人加起来不超过3000万人。这个在公元70年以后就失去了祖国、到处流浪并寄人

篱下的民族，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世界级杰出人物？

看看这些伟大的名字———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海涅、卓别林、毕加索、门德

尔松、柏格森、胡塞尔、大卫·李嘉图、卢森堡、基辛格、斯皮尔伯格、玻尔、费米、罗斯柴尔

德家族、摩根、洛克菲勒、巴菲特……在全美200名最有影响的名人中和100多名诺贝尔
奖得主中，占美国总人口2%～3%的犹太人占了一半;在全美名牌大学教授中，犹太人占

1/3;全美律师中，犹太人占1/4，华盛顿和纽约两地的大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中，犹太人占

40%;美国的百万富翁中，犹太人占1/3;全美文学、戏剧、音乐的一流作家中，犹太人占

60%，不胜枚举。

人类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几乎都被犹太人改变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改变

过或依然在改变着人类对社会和历史的观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改变了人类对

自身的认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改变了人类对物理世界和时空的认识。 《货币战争》一

书甚至认为，是犹太人掌握着当今世界的金融命脉。

一个民族获得这些杰出成就，靠的是什么？ 是智慧。 而智慧的背后，是犹太人精神

成长历程中对于书籍宗教般的情怀。 犹太人嗜书如命，将阅读置于很高的地位：每4500
个犹太人就拥有一个图书馆;在以色列，平均每6个人就订一份英文报纸;犹太人会在书
上涂一层蜂蜜，让孩子一生下来就知道书是甜的，他们还喜欢将书放在枕边。 这种对书

的迷恋和敬畏之情，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我认为，阅读对我们不断强化文化认同，凝聚国家民心，振奋民族精神，提高公民素

质，淳化社会风气，建构核心价值等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曾经提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提出构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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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讲了这么多年，我们却一直没有寻找到最有效的方式。 倡导阅读也许是最佳切入口。

我们所处的时代，几乎与所有快速成长的时代一样，有很大进步，但也有很多问题。

今天，我们的社会缺乏共同的语言，而缺乏共同语言，又怎么可能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

道德标准和共同的价值观呢？

作为一个民族共同的精神密码，共同的语言从哪里来？ 从我们的历史中来，从我们

对于世界文明包括中国经典的共同阅读中来。 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思想和价

值，我们的民族也只能是一盘散沙。

我们曾经或者依然拥有共同的神话和历史、共同的英雄和传说、共同的精灵和天

使、共同的图画和音乐、共同的诗歌和小说，但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冷落了这些共同的精

神财富。 这种冷落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共同信仰的缺失、文明道德的滑坡、共同

愿景的混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思想基础的建设，举步维艰。

为了寻找我们的历史，寻找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共读神话和历史。 通过共读盘古开

天、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炎黄的战争与结盟，我们才能

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祖先的文化后裔;通过阅读希腊神话、希伯来神话，通过阅读美洲发

现的历史，通过阅读南北战争解放黑人的美国历史，我们才能了解其他民族的历史和

传说，才能让整个人类的文明在更大的生活圈里融为一体。

共同的阅读，是能够形成我们这个民族共同语言和共同精神密码的关键，共同的阅

读，是形成我们这个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唯一途径。

我很喜欢《朗读手册》这本书，书里面有一句话：“阅读是消灭无知、贫穷与绝望的终

极武器，我们要在它们消灭我们之前歼灭它们。 ”

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力量的养成，为了我们未来的终极前途，我们应该上升到

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阅读。

三、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

很多人说，我们天天不都在读书吗？天天都在看教科书、教辅书。 但是，这些并不是

我的阅读观所提倡的真正意义上的书，这些书相当于母亲的乳水，对孩子来说很重要，

很安全又容易吸收。 但如果一个孩子终生都吃母乳，我相信他肯定是一个发育不良的

孩子。 每个孩子在两三岁之后就要开始自主进食，甚至更早。

学校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通过最有效率的课堂教育方式，将人类的知识高度

集约化、效率化和组织化，在有效的时间内教给我们的孩子，作用就相当于母乳。 但教

科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的思想。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如果离开了自主阅读，离开

了对于人类经典的阅读，就不可能走得很远，精神发育肯定不健全。

我一直认为学校教育最关键的一点是，让学生养成阅读的习惯、兴趣和能力。 如果

一个学校将这个问题解决了，主要的教育任务应该说就算完成了。 如果一个孩子在十

多年的教育历程中，还没有养成阅读的兴趣和习惯，一旦他离开校园就很容易将书本

永远丢弃到一边，这样的教育一定是失败的。 相反，一个孩子在学校里成绩虽然普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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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但对阅读养成了浓厚的兴趣，养成了终生学习和阅读的习惯，他的未来一定会比考

高分的孩子走得更远。 学校教育不仅要像提供母乳一样给孩子们提供最初的滋养，最

重要的是要通过提倡自主阅读让孩子们学会自由飞翔。

苏联教育思想家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个学校可以什么都没有，只要有了为学生和教

师精神成长的书，那就是学校。只要有了书，孩子们就有了阳光，有了成长的空间。 苏霍

姆林斯基的学校比我们现在很多村小的硬件设施还要差得多， 但他每天都要和老师、

孩子们一起读书，让孩子们真正走进图书的精彩世界。

一个人的精神饥饿感是在中小学形成的。 古代的士大夫说“三日不读，面目可憎”，

这正是精神的饥饿感造成的。 人的很多习惯和能力的养成是有关键时期的，在这个时

期如果适当地给予刺激，只要一学习就能够掌握。 精神饥饿感的形成也有关键时期，一

旦错过这个关键时期，再想养成阅读习惯，就很困难了。

现在，我国学校和学生的图书拥有量是很可怜的，民众阅读相当匮乏。 我国每年出

版的图书超过30万种，但是户均消费图书只有1.75本。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图书生产国，

我们却又是人均阅读量最少的国家之一。

不仅仅是普通民众，大学生也没有阅读习惯。 据复旦大学的一个调查：大学生阅读

本专业经典著作的只有15.2%，阅读人文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仅有22.8%，阅读专业期

刊的只有9.3%，阅读外文文献的更是只有5.2%。 而美国的大学生，平均每周阅读量至少

是500页。 美国大学是怎么上的呢？ 不是满堂灌，不是学生“课堂上记笔记、考前背笔记、

考后全忘记”，美国的大学首先是重视阅读，在有了共同语言的前提下再进行接下来的

课程，这是建立在阅读基础上的对话。 而我们的老师甚至二三十年来都拿着同样的备

课稿去给学生们讲课，这被人戏称为“拿着一张教育的旧船票每天重复昨天的故事”。

没有阅读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很难有阅读的习惯;没有阅读习惯，我们培养

的学生就是半成品甚至是废品。 面对未来的社会和挑战，他们将很难有完整的精神生

活和充实的人生。

让我们的学校，都成为阅读的天堂吧。

……

阅读对一个人、一个学校、一个城市、一个民族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怎样去强调它也

许都不过分。

曾经有一位儿童作家这样说，我们种一棵树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一张桌子，可

以种一棵树。 但是，如果种一棵树只是为了制作一张桌子，就忽视、蔑视了一棵树的价

值。一棵树，当然可以是一张桌子。但是，同时它可以不使水土流失，是一道好风景;是一
片浓荫，可以让人遮阳避暑;可以让孩子玩耍，可以拴一根长长的线，让风筝在天上飞;可
以让鸟鸣唱、筑巢;可以花团锦簇，果实累累;可以千秋傲立，成为沧海桑田的见证……这

就是种一棵树的价值。 阅读就是种树。 阅读的价值就是一棵树的价值。

阅读，是一种主动的承继和发展的力量。 阅读作为人类行为，它源自于书籍却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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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书籍，也通过阅读绘画、雕刻、音乐，以及阅读不同的人生，进而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

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社会，改变我们的世界。

改变，从阅读开始。

本文作者朱永新，1958年生，江苏大丰人。现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
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苏州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新教育改革发起人，推动阅读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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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对于语言学习的重要性似乎毋庸赘言。 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句“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非常形象地说明了阅读的作用。

然而，近年来对于阅读重要性的认识存在着一个误区：过去“重读写、轻听说”，现在

又走向另一个极端———“重听说、轻读写”，不少人甚至误以为听得懂、说得快就是交际

能力强。

这种说法看似新潮，其实很荒唐。语言分为口语和书面语。口语主要用来交流感情，

书面语用来传递文化。会说话不一定有文化，有文化才能说好话。有文化的标志是会读、

会写，学习外语更是如此。

口语是说话者与对话者面对面的交流，有表情动作和语言环境辅助，所以，常有省

略和重复。从学习外语的角度来看，口语有其缺陷：结构不完整甚至支离破碎，不利于学

习者掌握外语语言规律，提高生成语言能力。 要学好外语，听、说、读、写缺一不可，但要

进一步提高外语水平就必须重视读、写。 其中，阅读是一种更重要、更高层次的输入方

式，更应得到高度重视。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读什么？

当今时代信息爆炸，良莠并存，而人生有涯，大脑容量有限。 因此，对阅读材料必须

区别对待，有所取舍。

英国著名作家、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On Study这一名篇中曾指
出书的不同读法。 他说：

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 others to be swallowed, 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须咀嚼消化……）

杜甫在诗中也写道：“不薄今人爱古人。 ” 经典名作历经时代检验，“淘尽黄沙始得

金”，理应作为语言学习尤其是外语阅读的首选。

要依据循序渐进的原则，精选可读性强、语言知识含量高的阅读材料。文章的题材、

精泛并举，积水成渊

———关于英语阅读的几点建议

傅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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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裁应尽量广泛。 初中学生应以阅读故事为主，旁及其它题材、体裁的文章，但也不要

忽视名言警句、幽默笑话。前者言简意赅，寓意隽永；后者行文巧妙，风趣睿智。这类精品

励志、益智、怡神，也是学习语言的好教材。

知名英语专家、资深编审袁浩先生曾将英语学习的目标归纳为“百、千、万”。“百”指

熟读、背诵一百篇精品文章，“千”指归纳一千个常用句式，“万”指词汇量不少于一万。他

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具备熟练使用英语的能力。 这种看法颇有见地，也切合实际。

下一个问题最重要：怎样读？

我认为，应注意以下三条：

一、精泛并举，以精导泛

这里的“精”指“精读”（intensive reading），“泛”指“泛读”（extensive reading）。 那么，

怎样精读呢？

首先要明确阅读理解的心理过程。

阅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词→句→段→篇的译码过程，而是阅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互

动。 准确的理解既需要“文内信息”（字面意义），又需要“文外信息”（背景知识），更需要

阅读者的思维能力。

一本书中有这样一句：The man pulled down the stocking and went into the bank.
仅靠字面意义这句话很费解： 男人干么要拉下长袜？ 想到影视中劫匪蒙面抢劫的

情景就豁然开朗了。 原来，这丝袜不是穿在脚上，而是套在头上。 他要抢银行！

准确的理解是文内信息和文外信息在阅读者头脑中相互作用的结果，二者缺一不

可，所以，也不应忽视语言知识的重要性。 以前面那句为例：语法知识比较扎实的阅读

者会发现句中的stocking是单数，这不合逻辑，便会仔细斟酌，求得正确的理解。

多年来，阅读教学的重大失误是忽视对阅读理解心理过程的研究，仅在句子层面上

抓词汇、抓语法，甚至逐句翻译，忽视语篇知识、背景知识和阅读者的思维能力。 思维能

力、背景知识是我们头脑中的“固定资产”，忽视了这两方面，阅读训练势必高耗低效。

了解阅读理解的心理过程后，还需要据此掌握正确的阅读理解模式。

正确的阅读理解模式可以这样归纳：抓住话题，调出内存（大脑中有关话题的背景

知识），预测、推断，验证、修改。

任何语篇都是围绕话题展开的。 话题是纲，纲举目张。

在阅读中，首先要抓住话题，激活头脑中有关话题的背景知识，对文章内容进行预

测：What is the writer going to tell us?读完一段后要想一想：What will happen next? 随后
根据上下文验证、预测。验证正确，能增强自信；验证有误，就要瞻前顾后，仔细斟酌。 这

样做，读前已心中有数，针对性更强。

对预测、推断既要充分重视，又不能过分依赖，不能忽视语言知识、语篇知识在阅读

理解中的作用。 这一点我们随后讨论。

阅读起步训练宜“先慢后快”。 先选择精品细细咀嚼、品尝，逐步掌握正确的理解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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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用来指导泛读，以强化语感，提高语言意识。 过早、过分强调快读，盲目提速加载，结

果事倍功半。阅读训练不能仅限于抓大意、列信息，囫囵吞枣，那不叫理解，而是肢解；也

不应用测试方法代替阅读训练，尤其不宜过多地用选择题来考查理解。 不认真阅读全

文，单靠蒙、猜，等于无的放矢。 “好读书不求甚解”不行，“快读书不求甚解”也不行，“不

读书，只做题”更不行！ 正确的做法是：精泛并举，以精导泛；先慢后快，熟能生巧。

二、词、语、句、文，双向循环

“词”指词汇，“语”指语法，“句”指句型，“文”指语篇。

词→语→句→文的正向循环体现了语言知识上升为语篇能力的过程。

文→句→语→词这一逆向循环是指读完短文、理解意思后，要对短文做精细加工，

按文→句→语→词的顺序把语篇理解运用能力逐层切分，从中抓出重要句型、语法，最

后落脚于语言学习的起点和基点（词汇）上。这是极其重要、但又常被忽视的一步。Bacon
所说的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就包含这个意思。

杜甫说得更明确、更具体。他说“清词丽句必为邻”，意思是说，阅读时要对篇章中的

“清词丽句”，反复揣摩，出口成诵，模仿、创新。 具体可这样做：

（一）词汇

在阅读中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句话里没有生词，却不知所云。 请看国外一家银

行的广告词：Money talks. We listen with interest.
Money talks是句英语谚语， 意思是：people with money have power and can get what

they want（财大气粗，无所不能）。

这里用talk比喻存钱，用listen比喻银行吸收存款。 interest既表示“兴趣”，又当“利

息”讲；with interest既有“津津有味”的意思，又表示“付给利息”。 这则广告仅用了6个小
词，生动形象，语气诙谐，令人过目难忘。

可见，不仅要通过阅读扩大词汇量，还要注意一词多义、习语、谚语，这也是衡量阅

读理解能力的重要标准。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阅读，发现语篇中词语之间的相互启示、照应关系。 语篇并不

是词语的杂乱堆砌，语篇里词语总是互相启示、相互照应的。 发现语篇中词语之间的相

互依存、照应、启示关系，有助于理解句意，把握文脉，顺利阅读。这既是一种更高层次的

词汇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阅读技能。

一本著名美国小说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廊桥遗梦》）中有这样一句：She
was not shy, but not forward, either.这里的forward当做何解？

这句话的上文是：男主人公要去拍摄廊桥，但不知道怎么走，向女主人公问路。 女

主人公说：I’ll be glad to show it to you, if you want.
此言一出，她便觉得唐突，开始反思，就说出上面那句。

forward在这里的意思显然不是“向前”，根据but可以断定它与shy是反义关系。 这就

好懂了，表示 “鲁莽”、“唐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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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是一种最基本、最常用也最“不露痕迹”的语篇衔接手段。 语篇衔接的词汇手

段包括使用同义词、反义词、近义词和上、下义词（具有类属关系的词，如前面的例子中

的interest当“利息”讲时属于money的范畴，是money的下义词）。前面提到的talk和listen,
shy和forward是用反义词衔接语篇。在平日学习中养成归纳同义词、反义词、上下义词的

良好习惯，又能在阅读中细心发现语篇衔接的各种词汇手段，便可以将词汇学习与提

高语篇能力融为一体。

如何在上下文中确定多义词的确切意义是阅读理解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方面，

要通过广泛阅读，结合查词典，尽可能多地掌握多义词的不同词义和词类；另一方面，要

悉心研究多义词不同义项之间的内在联系。 英语中的常用词词义多变，但万变不离其

宗：都与其核心词义有关。如forward的基本词义是“在前面”、“向前”；在人际交往中贸然

向前便是“唐突”、“鲁莽”了。另外，forward还可以用作名词，表示“前锋”，用作动词，表示

“转送”、“转发”（如forward the letter to his new address）, 这都是其基本词义在不同的上
下文中的演变和扩展。 要结合阅读勤查词典，借助词语搭配归纳多义词的不同义项，把

握多义词的中心词义与其衍生意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多义词的基本词义为“根目录”，

以其衍生意义为“子目录”，将多义词的不同义项在大脑中做有序排列，这对提高词汇能

力和阅读理解能力很有帮助。

关联词语表示语篇中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逻辑关系，被称为“篇章纽带”。 要结合

阅读归纳、 总结关联词语。 如表示转折关系的but, however, in fact； 表示例举的for ex-
ample, such as；表示阐释的or, that is to say, in other words；表示概括、总结的in a word,
to sum up；表示顺序的first, then, later, finally/at last等，以及其它表示时间、空间、因果等

关系的关联词语。 这样做，有助于我们把握文脉，顺利阅读。

（二）语法

语法也是语篇衔接的重要手段。 在语篇中激活、夯实、深化语法知识，是培养语篇

理解运用能力的重要途径。 请看下面的对话：

Passer-by: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so many tomatoes?
Farmer: Well, we eat what we can, and can what we can’t.

理解这段对话的关键固然是句中的两个can：一个用作情态动词，表示“能”；一个用

作实义动词，表示“制成罐头”。 但是，懂语法的阅读者很容易发现：第二个can是及物动
词，而不是情态动词，因为它后接what连接的宾语从句。语感好的阅读者也能看出：这里

的can和can’t后面省略了eat。 省略、比较、替代也是语篇衔接的语法手段。

语法中的一些重点和难点，如动词时态、冠词用法等，离开语篇很难真正掌握，必须

在大量阅读中细心揣摩，获得语感方能真正会用。 英语中介词非常活跃，意义、用法复

杂，以至于有人称英语是介词的语言。 在阅读中，对于介词的用法也要特别留意。

还要注意， 英语中用介词代替动词的功能。 如一个坐在车里的人招呼站在外面的

伙伴进车里坐，别在太阳地里晒着，他这样说：Come on in out of the hot sun!只用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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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就把意思表达得干净利落。

（三）句型

句型前连词汇，后接语篇，本身凝聚语法，是语篇的“筋腱”。袁浩先生提出通过阅读

总结、归纳1000个常用句型，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要注意在阅读中培养、提高句式识别能力。

熟练的阅读者并不需要把一句话中所有的词尽收眼底才能理解，而是抓住句中具

有区别性特征的词语，先识别句型，然后依据句中重要词语在大脑中做语义编码来理

解句义。 如It was not what he said, but what he did that moved us一句，根据句中的it was
和that很容易识别这是强调结构， 然后抓住not, what, said, did和moved这几个关键词编
码理解。 这样做，既能巩固、深化语法知识，又能使理解更为快捷。

要从归纳动词的五种基本句型入手，归纳常用语法句型和交际用语。 这样做，对提

高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都大有帮助。

（四）语篇

如前所述，语篇是语言知识和语篇知识的融汇点。一位语言学家曾这样说：No text,
no context, no grammar, no meaning（没有语篇，便没有上下文，便没有语法，便没有意

义）。坚持“词、语、句、文，双向循环”的原则，在阅读中激活、夯实、深化语言知识，使之上

升为语篇理解运用能力，这是学习外语的必由之路，也是阅读的主要目的之一。

要在阅读中进一步研究文章如何破题立意、起承转合，把握各种题材文章的文体特

点，并能对作者的观点和文章的写作特点做出评价，提高鉴赏水平，以获取更高层次的

阅读理解能力。

三、听、说、读、写，综合训练

听、说、读、写这四种语言技能同属语篇理解运用能力的不同侧面，因此，选择精品

文章进行听、说、读、写综合训练是一种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 培根有这样两句名言：

Reading makes a full man. Writing makes an exact man.（读书使人充实，写作使人精确。 ）

这两句不但准确概括了读与写的作用，而且也揭示了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 对精

品文章，可以先读后写———缩写、改写。 以下面一篇对话为例：

Teacher: Class, you have 30 minutes to write a composition on the subject of Baseball.
John: Here’s my paper.

Teacher: John, you spent only one minute writing your essay. Let’s hear what you
wrote.

John: Game called off on account of rain.
读完这段对话，学习或巩固了其中的语言点后，可把它改写为记叙文。可以这样写：

One day the teacher asked the class to write a composition within 30 minutes on a
baseball match. After only one minute John finished writing and handed in his composition.
The teacher was very surprised that he had spent such a short time finishing the compo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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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So she asked him to read it to the class.
There were only three words in his essay:
Raining. No game.
改写依据原文，又不拘泥于原文，具有开放性，有助于培养阅读者的批判性思维和

创造性思维能力。 如改写的结尾就胜过原文：更简短，且更符合学生的语言风格。

有些文章可以采取读后口头复述的方式处理。 对那些附有录音带或光盘的读物，可

采取先听、后读、再复述或改写的方法，利用同一语篇将听、说、读、写技能训练融为一体。

英语中有这样一句谚语：Habit is a second nature（习惯是第二天性）。明确阅读目的，

掌握阅读方法，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就能通过阅读打开智慧之门，踏上人生成功之路。

愿以下面一句与读者共勉：

Let’s read our way towards success in life!

本文作者傅大明，1964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外文系英语专业。长期
从事英语教学工作，山东省特级教师。2002年应聘至国家基础教育实
验中心外语教学研究中心，从事英语教学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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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套丛书是以中小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的英语课外读物。 阅读是所有语言能力改

善的根本， “牵一发可动全身”， 英语学习也不例其外。 基于这一理由， 试图通

过 “抓阅读” 来全面提升英语 “听、 说、 读、 写、 译” 水平， 进而最终提高英语

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这是我们策划出版这套丛书的初衷。

二、 调研结论显示， 以主题阅读的方式呈现缤纷万象的内容， 更符合青少年的心理特

质和认知度。 为此， 我们设计了与中小学生学习、 生活、 成长密切关联的主题

100个， 美文2500篇， 并依照难易梯度， 辑为小学版5本 （如后附 “书目” 之01～
05）， 初中版10本 （如后附 “书目” 之06～15）， 高中版10本 （如后附 “书目” 之

16～25）， 供读者选用。

三、 这套丛书文章的选录， 充分关注读者的兴趣点和英语水平， 不限体裁， 不拘题

材。 选文涉及青春励志、 校园生活、 饮食健康、 网络时代、 生态环境、 科技动

态、 生物世界、 异域风情、 趣闻轶事、 文化遗产、 体育精神等方方面面。 阅读这

一篇篇鲜活地道、 时代气息浓厚的美文， 自然会生发兴味， 得到实益。

四、 这套丛书的基本结构是： [主题解读] [文章导读] [字斟句酌] [金句必背] [读
有所获] [愿你多知]， 共六大板块。 “主题解读” 阐说单元主题的基本思想， 使

读者穷源知委， 明了大概； “文章导读” 或直陈那篇文章的核心内容， 或激发读

者的阅读兴趣； “字斟句酌” 解明文章中的生词、 难句， 以释疑解惑； “金句必

背” 则是文章中 “好句子” 的再现； “读有所获” 属于测验性质， 练过之后可增

进对原文的理解， 发见独自的心得； “愿你多知” 是文章内容的延伸， 可增长知

识、 拓宽视野， 亦可窥得编者的良苦用心。 读者在阅读时， “六大板块” 可前后

参合， 互相照应， 所得定然更多。

五、 为方便辨识， 所选文章正文部分中黑正体的是单词， 黑斜体的是短语， 白斜体的

是疑难句， 下画线的是 “金句”； 为活泼版面和助读原文， 每分册均配有数量不

等的插图。 此外， 直接扫描封底二维码， 可获取这套丛书的其他相关资讯。

《新英语·极地阅读》编辑部

编辑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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