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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信息的浪潮滚滚而来，当AI能

快速便捷地抓取任何想要的信息，我

们似乎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阅读

危机。在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飞速发

展和短视频流行的时代，青少年应该

怎样阅读？

美国媒介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

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出“媒介即隐喻”

的观点，认为强势媒介能以隐蔽却强

大的暗示力量重新定义现实世界，塑

造文化特征和文化精神。

工业时代，印刷品广泛传播，公众

话语具有严肃性、逻辑性和理性。而

在视频时代，娱乐逐渐成为一种文化

潮流，导致公众话语失去严肃性和深

度。当下，大语言模型以“算”而非以

“思”的方式，构建起“信息投喂”的舒

适圈，让阅读异化为被动的信息接收，

人类主动思考的能力正在“驯化”中被

悄悄瓦解。

在符号学定义中，写作者通过“编

码”，将一个个语言符号按规则排列组

合构成文本，记录和传递人类的知识、

思想和文化。从这个角度看，大量阅

读文本能够帮助我们锻炼“解码”能

力。

阅读加缪的《西西弗神话》，我们不

会满足于“荒诞哲学”的概念标签，而是

跟随作者的逻辑链条，在“推石上山”的

隐喻中思索人类存在的本质；阅读《论

语》，我们能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

教诲中触摸到跨越千年的伦理之光；阅

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我们能透过文

字触摸到双腿瘫痪后生命的震颤与重

生……这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如同在

思维的岩层中开凿隧道，每一次对文本

的追问、每一次与作者的心灵对话，都

是对被算法“驯化”的抵抗。

当机器用“关键词匹配”生成速朽

的信息快餐，人类却能通过深度阅读

培育出“复杂问题简单化、简单问题深

刻化”的思维能力，这正是 AI 无法企

及的认知高度。AI 在“效率至上”的

赛道上狂飙，人类却能通过阅读守住

“意义”，在算法无法计算的价值维度

上，书写属于人类文明的精神史诗。

古人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

明辨之、笃行之，这既是成长之道，也

暗合了阅读之理：“学”是前提，“问”

“思”“辨”是关键，“行”是具体实践。

小说《白鹿原》中，大学者朱先生

曾向黑娃传授读书之道，认为他把念

过的书能用上十之一二，就是很了不

得的人了，读多了反而累人。这并非

是让黑娃放弃读书，而是提醒他读书

要注重理解和实践，不要一味追求数

量，要将书中的道理真正内化为自己

的修养和行为准则。

阅读的目的不

是为了对抗

人工智能，而是在人机共生的新语境

下重构“人”的价值坐标。我们不妨以

开放的心态接纳技术的馈赠：用电子

阅读器携带万卷经典，让碎片时间成

为深度阅读的“游击战”阵地；借助知

识图谱工具梳理文本脉络，为思维的

探险提供“数字指南针”。与此同时，

我们更要守护阅读的

“神圣时刻”——在某

个静谧的夜晚，关掉手机，翻开一本纸

质书，让墨香与文字共同编织一场对

抗信息喧嚣的精神仪式。

《庄子》中说：“知天之所为，知人

之所为者，至矣。”AI或许能生成千万

篇文字，但永远无法理解“僧敲月下

门”中“敲”字的千锤百炼；机器可以分

析情感文本的词频分布，却永远不懂

“十年生死两茫茫”背后的血泪深情。

阅读的终极意义，在于让人在算法的

浪潮中始终站立成“思考的芦苇”——

我们阅读，以对思维纵深的挖掘、对价

值内核的坚守、对生命体验的共情，彰

显着机器永远无法替代的人性光辉。

人工智能时代，阅读要彰显“人”的价值
■ 鲁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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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文博 马晓冰

为什么有的孩子阅读量大，却难以

形成自己的观点？这往往是因为他们

只关注故事情节，忽视了对文本进行深

度思考和批判性分析。

“大灰狼一定是坏的吗？如果它只

是饿了呢？”翻开绘本《三只小猪》，面对

孩子这个看似天真的疑问，张小菊没有

急于给出答案，而是引导孩子从动物本

能、生存环境等角度展开思考。最终，

孩子跳出“善恶对立”的框架，理解了

“不同立场可能有不同解释”。在张小

菊看来，“阅读+思辨”如同一扇窗，让

孩子看见世界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这样的思辨启蒙，也时常在韩梅家

里发生。儿子读完古文《薛公献珥》后，

发出“他可真是个‘大聪明’”的感慨，韩

梅顺势追问：“为何薛公能从耳环的分

配看出齐王立夫人的心思？”儿子不假

思索地说：“因为最漂亮的耳环会送给

最喜欢的人。”在此基础上，韩梅进一步

引入“道”与“术”的概念，并用生活中的

例子给儿子解释：“做人要本分（道），但

也要有方法（术）。”儿子听后若有所思：

“我懂了！比如我和哥哥分好吃的，

想办法多分点是‘术’，孔融让梨则是

‘道’。”这场讨论不仅让儿子理解了抽

象概念，更让他学会在具体情境中平衡

原则与策略。

思辨是以提问为核心，通过开放式

问题引导孩子打破固定思维，在主动探

索的过程中，培养其深度思考能力。张

小菊记得读《丑小鸭》时，孩子疑惑地问：

“为什么大家因为丑小鸭长得不同就欺

负它？这是否说明外貌决定一切？”这个

问题让张小菊有些意外，她趁热打铁，抛

出问题：“现实中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如果换作你会怎么做？”这次讨论持续

了很久，从故事里动物们的行为，说到现

实中人们对“美”的定义，最后谈到偏见

会藏在习以为常的事情里，孩子实实在

在体验了一场思想的“盛宴”。

当思考的种子在观点碰撞中萌芽，

讨论是其生长的最佳养分。两位妈妈

一致认为，为孩子提供多元认知的“土

壤”、营造自由探索的“环境”，批判性思

维就会在思想交锋中自然养成。

数 智 时 代数 智 时 代 ，，

阅 读 不 再 局 限阅 读 不 再 局 限

于 传 统 的 纸 质于 传 统 的 纸 质

书 和 静 谧 的 书书 和 静 谧 的 书

房房 。。 随 着随 着““ 阅阅

读读 ++””概念的兴概念的兴

起起，，阅读早已突阅读早已突

破 单 一 思 维 模破 单 一 思 维 模

式的桎梏式的桎梏，，以更以更

多样化的方式多样化的方式，，

引 领 孩 子 从 书引 领 孩 子 从 书

本 走 向 广 阔 的本 走 向 广 阔 的

世界世界。。第第 3030 个个

世界读书日世界读书日，，我我

们 邀 请 几 位 家们 邀 请 几 位 家

长 分 享 亲 子 阅长 分 享 亲 子 阅

读的故事读的故事，，以更以更

开放的姿态开放的姿态，，打打

破 对 阅 读 的 固破 对 阅 读 的 固

有想象有想象，，陪伴孩陪伴孩

子 跨 越 书 本 与子 跨 越 书 本 与

现实的壁垒现实的壁垒，，在在

多 元 互 动 中 丰多 元 互 动 中 丰

富 阅 读 的 内 涵富 阅 读 的 内 涵

和外延和外延，，获得更获得更

精 彩 的 成 长 体精 彩 的 成 长 体

验验。。

相比界面丰富的电子游戏，书籍

的内容呈现方式只有文字和少量图

画，它不会主动递来“互动邀请”，而是

需要阅读者保持耐心与专注，在理解

的基础上与文本互动。“光有阅读，没

有理解”成为很多孩子的阅读常态。

怎样帮助孩子变“被动接收”为

“主动思考”？宝妈周周探索出“读书+

二次创作”的策略。既然阅读的重点

不在于“看过”，而在于“留下”，那便带

孩子通过绘画、续写、改编、演绎等形

式，达到捕捉细节、理解文意的效果。

带给周周启发的，是儿子的一次

课后随堂作业。儿子小牧和同学一起

对课文《小马过河》进行课本剧改编。

作为“总编剧”的小牧格外认真，他兴

奋地向妈妈复述了自己与伙伴们一起

梳理情节、塑造角色、编写台词、模拟

环境的过程。小牧的改编热情和创作

能力令周周又惊又喜，于是，她也开始

尝试在课外阅读中给小牧布置“二创”

任务。比如，根据寓言故事描画场景；

根据人物的性格与经历，为人物定制

一段内心独白；与AI共创，探讨开放式

结局的多种可能性……

“二次创作极大地丰富了孩子的阅

读体验，读书对他而言变得越来越有趣

了。”周周分享孩子的变化，“以前小牧

只是在完成我布置给他的‘阅读任务’，

带着‘创作者’的身份去阅读后，小牧分

享的内容越来越多元，有越来越多的细

节，还常常附带他自己的见解与想象。”

慢慢地，以文字形式进行“二创”

已经无法满足小牧的“创作欲”了，他

开始将更多素材运用到文本中，从自

然中取材、以视频为媒介，遵循原文思

路，将文字描述的场景、画面拍出来，

在取景、运镜、剪辑中加入自己的“小

巧思”，配合背景音乐和解说，完成文

本的影视化演绎。

“这样的阅读有理解、有思考，还

有创作，不仅提高了他的综合能力，还

能给其他读者带来启发。我会鼓励他

将这样的阅读方式坚持下去，为他提

供开放性的创作环境，帮助他在‘二创

’过程中不断探索自我。”周周说。

“睡前故事”环节是茸茸每天

最期待的时光。上三年级后，随着

识字量的增加，茸茸从听爸爸妈妈

讲故事，变成了自主进行睡前阅

读。她不止一次地告诉妈妈，“我

在梦里‘穿越’到了书里，和主人公

成为了好朋友，我们一起探险、解

密，别提多有趣了。”

茸茸妈妈李女士听后，一边夸

赞女儿“记忆力真好”，一边羡慕地

表示：“能在梦里和书中人交朋友，

难道你有‘超能力’？”妈妈的话让

茸茸更加热衷于睡前阅读，在梦中

和尼尔斯一起骑鹅旅行；和爱丽丝

一起滑落兔子洞；去广袤无垠的草

原与小狼一起生活、战斗……与书

中人交朋友的“经历”令茸茸不再

害怕孤单，曾经走到哪里都要人陪

的“小黏人精”变得越发独立。

有的孩子“以书为友”，有的孩

子则在书中习得“交友之道”。小

天班上有位同学因值日时偷懒，被

大家一致讨厌，即便他公开道歉，

还是没有能扭转“不良风评”。小

天看到了他的难过和自责，却不知

道该不该向他伸出友谊的橄榄枝。

小天爸爸陈德军在了解事情

的来龙去脉后，没有马上给他建

议，而是带着小天重读了绘本《小

狐狸找朋友》。故事中的小狐狸因

为背负“狡猾”的负面标签一直交

不到朋友，但它没有放弃，用行动

扭转了别人对它的印象，最终被大

家接纳。

重读故事，小天觉得做错事的

同学和“小狐狸”很像，他也在努力

做出改变：主动拾起垃圾桶外的纸

屑，帮值日的同学洗抹布、擦黑

板。“每个人都会犯错，关键在于是

否知错能改。如果他已经做出了

改变，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改变对他

的看法呢？”陈德军对儿子说。

思考着爸爸的话，小天决定从

自己做起，接纳同学。“相信大家能

感受到他的改变，重新与他成为朋

友。”小天说。

“阅读与旅行的结合像一把钥

匙，既打开知识的边界，也叩响真实

世界的门扉。”带儿子循着作家李娟

书中的线索走进新疆，这场“跟着书

本去旅行”的实践，在骆平眼中是教

育最生动的模样。

这场旅行源于李娟书中飘着

麦香的馕。在散文《馕的事》里，李

娟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馕的制作

过程——面团在馕坑里膨胀，麦香

混合着炭火气飘散。儿子嘉嘉反复

阅读这段文字，对馕产生了极大的好

奇。于是，母子俩开启了说走就走的

新疆之旅。

上面是天，深蓝明净，下面是草

场，一碧万顷。森林在右边浩荡，群

山在左边起伏，身边河流淙淙，奔流

不息……旅途中，尽管他们有意避开

阿勒泰，选择去了赛里木湖和那拉提

草原，但眼前的景象依然让嘉嘉与李

娟的文字产生了强烈共鸣。

这种共鸣不仅体现在风景上，也

体现在对美食的追寻上。一路上，母

子俩捧着刚出炉的馕啃得津津有味，

嘉嘉一脸认真地对妈妈说：“这和书

里写的一模一样！”其实，嘉嘉口中的

“一样”不但指具体场景，更是跨越文

字的真实体验：当焦脆的饼皮与书中

描写的香气重叠，那一刻，文字与现

实的界限悄然消融。

虽然无法和李娟一样辗转于夏

牧场、冬牧场，也没能参加哈萨克青

年的乡村舞会，但旅行中总有意外的

惊喜，他们见到了在高山峭壁间灵活

穿梭的岩羊，这一细节是李娟笔下未

曾描绘的。这种体验也是骆平想要

传递给儿子的：同一片土地在不同视

角下不尽相同，只有亲临现场，用双

眼去观察，用心灵去感受，用脚步去

丈量，才会发现它远比从阅读中获

取、由想象勾勒的景象更加美好且壮

丽。

从新疆回来后，那些关于草原、

湖泊和馕香的描述，对于嘉嘉来说不

再是抽象的文字，而是混合着风沙和

笑声的记忆。

“阅读+‘二创’”
开启读书“新玩法”

“阅读+交友”
在故事中遇见友谊

“阅读+旅行”
用脚步丈量书中世界

“阅读+思辨”
启迪智慧的深度对话

家教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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