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4月25日

星期五

06

视
点

新华网评

近日，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
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主题为“中国
最美地铁站”的视频，向全球力推
中国地铁站，邀请外国游客来中国
走走看看，引发海内外网友关注和
热议。在很多城市，地铁站设计极
具新意，犹如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串联起城市文化脉络。（据《中国旅
游报》报道）

地铁是城市运行的“动脉”。近
年来，国内拥有地铁的城市越来越
多，地铁里程也越来越长，地铁在
城市交通运输方面起到的作用越
来越大。实际上，地铁不仅拥有“城
市重要交通工具”这一实用价值，
还 能 弘 扬 地 域 文 化 、彰 显 城 市
特色。

比如深圳地铁1号线一期、4号
线一期、6号线、10号线的66座车站
名称由来自全国各地的9位书法家
题写，让深圳地铁站成了有文化、
充满诗意的车站，在为乘客提供交
通运输服务的同时，还成了新型公
共文化空间。今年3月，给深圳地铁
写站名的书法家王朝珠的外孙女
在 社 交 媒 体 上 发 了 一 条“ 寻 字
帖”——收集深圳地铁10号线站名
图片，让王朝珠的“神仙书法”迅速
出圈，也让这一条通勤线路化身为
热门文化打卡点。

在较长时间里，国内地铁车站
普遍存在“千站一面”、识别性低的
问题，不具有鲜明的空间特色。近
年来，这样的现象得到了改变。不
仅深圳，北京、广州、重庆、武汉、长
沙等不少城市，都出现了众多高颜
值地铁站，其设计体现非遗元素、
历史文化、地域特色等，成了城市
风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越建越多的高颜值地铁
站，也有质疑的声音。如有人称“地
铁站就是运人的，花这么多钱建个
地铁站，值得吗”“有这些钱花在建
地铁站上，不如多花点钱解决民生
问题”……

如 前 所 述 ，地 铁 是 城 市“ 动
脉”，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承载着市
民高频次的出行需求，也是重要的
公共空间，是展示城市文化与精神
面貌的窗口。打造高颜值地铁站，
有利于提升广大乘客的乘车体验，
还能借此弘扬地域文化，可以说是
一举多得。

所以，打造高颜值地铁站，不
一定是乱花钱。但值得提醒的是，
建设高颜值地铁站也要防范异化
成了“面子工程”。地铁站建设，软
硬件要双管齐下，不能只顾“面
子”，而不顾“里子”，不能因为高颜
值而影响最本质的交通服务功能，
比如，在地铁站造型设计上，不能
影响乘客乘车的便捷度等。

同时，打造高颜值地铁站，不
能盲目跟风、生搬硬套，要与地域
文化、城市特色紧密结合，避免高
颜值变得不伦不类、不中不洋，丢
了文化之根。

在城市形象提升与文化传播
的美好愿景下，多打造一些有文
化、充满诗意的地铁站，为城市“动
脉”赋予更多文化内涵，从而在服
务市民出行的同时，也能为城市增
添一抹温暖而独特的人文色彩。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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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屏”时代，如何引导孩子们“深读”？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杨湛菲 史竞男 边思琪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这一时期的阅读，会
奠定一个人的精神底色。

当前，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日趋多样，青少年还需要阅读
吗？他们的阅读习惯有什么变化？该如何引导？“新华视点”记者
采访了相关从业者和专家。

现在的孩子如何读书？

翻书声此起彼伏，一排排书架间，孩子们忙着找书拿书。周
六下午两点，记者来到四川省图书馆青少年阅读研学中心，这
里已是“一座难求”，连台阶上都坐满了捧书阅读的孩子。

“从我馆近两年青少年借阅量来看，斗罗大陆、哈利·波特
等系列小说位居前列。”四川省图书馆流通阅览部主任刘柳介
绍，目前青少年借阅书籍中纸质书仍占主流，同时数字阅读增
长迅速。

和过去相比，当前青少年阅读内容更为广泛多元，对动漫、
科幻文学、科普百科类读物的关注显著提升。

“当代青少年每天都与日新月异的科技成果‘同步成长’，阅
读兴趣点也随之变化。”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儿童
文学作家徐鲁说，机器人、元宇宙、人工智能等也成为部分青少年
的阅读主题。

阅读载体的变化造就了新的阅读习惯。山西夏县一名六年级
学生的家长范晓荣说，孩子校内阅读以纸质书为主，在家会用电
子产品阅读，“每天主要是睡前半小时，在手机上听书或阅读国学
机上的内容”。

还有很多青少年利用课间、通勤等零散时间阅读网络文
学，把碎片化时间利用起来；在阅读之外，通过游学研学、参加
航天夏令营、体验讲解员等实践活动获取新知。

不少青少年很关注阅读中的社交性。社交媒体上，以青少
年为主体的书评短视频、播客讲书等新形式层出不穷，很多人
积极分享作为“少年讲书人”的独到见解。

“现在青少年的阅读指向与习惯方式跟过去比有明显变
化，电子书占比增长迅速；会借助听书等视听媒介或通过社群
等参加带有社交性质的阅读活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陈晖说。

自主阅读不足 阅读兴趣不够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今青少年在阅读内容、方式等方面
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但仍面临自主阅读不足、阅读兴趣不
够等问题。

——课业压力大，网络信息挤占阅读时间。山西一名小学
校长坦言，部分教师依旧有重成绩、轻读书的观念，存在占用学
生阅读课现象。一些家长也反映，随着年级升高，孩子面临升学
压力，课业负担重，每天自由阅读半小时都很奢侈。

电脑游戏、手机短视频等对阅读的挤占与冲击显而易见。当
前青少年普遍存在过早过多接触电子产品的情况。有专家调研发
现，初中生更倾向于浏览网络文学和娱乐化内容，经典名著阅读
率在下降。

——应试目的强，能力培养弱。成都某小学三年级学生瑞
瑞表示，推荐书目不是“爱不爱读”，而是“必须读”，学校通过每
周读后感分享课来监督。还有部分家长将阅读等同于“刷题工
具”，导致青少年将《红楼梦》等经典视为“考试资料”而非文化
瑰宝。

徐鲁观察到，一些青少年善于写虚构、幻想的故事，却难以
写出一个真实、性格鲜明的人物或符合事理逻辑的故事；究其
原因是阅读面狭窄，缺乏非虚构儿童文学作品浸润，导致思辨
能力和事理逻辑分析能力有所欠缺。

——家长表率不足，城乡存在差距。记者在图书馆随机采
访10位家长，其中7位表示自己没有经常阅读的习惯。“我知道
应该陪孩子读书，为孩子营造读书氛围，但回家后只想休息，刷
刷手机。”成都家长吴女士道出尴尬现实。

山西一所县城小学图书馆里，很多书籍是与教学和课本相
关的系列丛书，特色图书相对较少。县城书店里的童书种类也
很有限，和大城市存在一定差距。

在全社会营造书香气氛

面对变化和挑战，受访业内人士认为，首先要提升成年人
阅读素养，努力为青少年提供专业的阅读指导，在全社会营造
书香气氛。

“应尊重新兴阅读形式，合理接纳青少年在阅读题材、风格
方面的多样选择。”陈晖建议，鼓励青少年读者分享自己的阅读
体验、表达阅读感受，鼓励他们以同人写作、改编等形式回应文
本，从读写共创中获得成就感及能力提升。

家长、教师和阅读推广人，应成为青少年精神成长的“高级营养
师”。

广东省少儿阅读推广人姚菲菲指出，教师不仅要引领孩子
读出故事的趣味，更应该探索“读写结合”的整本书阅读方法，
带孩子们体会写作手法的精妙之处，迁移运用到日常作文中。

“成人应增加阅读量、提升阅读品质，以更好引导孩子。”首
都师范大学儿童文学教育研究基地主任王蕾认为，成人也可阅
读儿童书籍，更好地站在孩子的角度理解他们的阅读需求；还
需学习科学阅读理念，更专业地给予阅读指导。

从开蒙识字到诵读四书，我国传统阅读教育讲究“次第”发
展。徐鲁等专家建议，建立科学的分级阅读体系，循序渐进。低
年级的小读者可以从薄一点、插图多一点的图画书和故事书读
起，尽量把每一本书完整读完。先建立起“读完一本书”的信心，
然后慢慢培养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

四川省图书馆去年推出“川阅无限·云借阅”平台，支持全
省读者线上选新书、快递送到家，对促进城乡青少年文化服务
均等化发挥积极作用。

多位县城小学负责人希望农村书屋、职工书屋、县城图书
馆等采购更多适合青少年阅读的书籍，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学校
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还可探索‘馆校合作’模式，实现
公共图书馆与学校图书资源的数字化共享。”国际儿童读物联
盟原主席张明舟说。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4月22日，市民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竹西社区书屋阅读。
在第30个世界读书日之际，人们参加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

与书香为伴。 □新华社发（孟德龙摄）

4月22日，学生在山东青岛浮山路小学开展的读书节活动上
参加图书漂流活动。 □新华社发（张鹰摄）

4月22日，在山东省平邑县温水镇中心小学，学生在迎接世界
读书日主题活动上诵读国学经典。

□新华社发（武纪全摄）

4月22日，在乌兰察布市集宁区言知书店，市民参加世界读书
日活动。 □新华社记者 李志鹏摄

下图：4月22日，小朋友在江苏省昆山市绣衣幼儿园阅读。
在第30个世界读书日之际，人们参加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

与书香为伴。 □新华社发（王须中摄）

4月22日，读者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内阅读、学习。
在世界读书日之际，很多读者选择与书相伴，在国家图书馆内

读书、学习。 □新华社记者 殷 刚摄

4月22日，市民在云南省昭通市一家书店体验VR阅读。
在世界读书日之际，云南省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在昭通市昭

通古城举行。活动包括惠民书展、非遗体验、文创展销等活动，营
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书香氛围。

□新华社记者 高咏薇摄

4月22日，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北街北校
区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诵读《论语》。

□新华社发（周社根摄）

下图：4月22日，幼儿园老师带领小朋友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鹿
泉区一处公园书房开展读书活动。

□新华社发（陈其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