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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阅读专区有了
课余时间、阅读计划、家庭熏陶都得跟上

国际儿童读书日
大家一起参与吧

说起“国际儿童读书日”，儿童读
物自然是主角。与成人读物相比，儿
童读物更容易满足 4至 14岁之间儿童

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调查中记者发
现，与往年相比，儿童读书的范围

已从以前的学校、图书
馆，延伸到现在的
书 店 以 及 各 大 超

市，在
很多地

方，都可以看到沉浸在书籍中求知的
儿童。

3月31日下午3时，由于正值上课
期间，在市图书馆内看书的孩子并不
算多。“我们这儿规定的是至少得上学
前班的孩子才能办理借阅证，太小的
孩子可以选择借用家长的借阅证来借
书。”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来办
理图书借阅证的儿童数量有明显的提
高，办理高峰期一般多在寒暑假，开
学后数量会有所减少。为了方便孩子
们阅读，图书馆内还专门设立了儿童

图书室，收藏了大量的儿童读物以
供挑选，还为他们开辟了独立的阅

读空间。为了让孩子养成良好的
阅读习惯，市图书馆每天早上

7：30到 8：30开设了专门针
对孩子的国学经典诵读公益读
书活动，吸引了不少孩子和

家长们积极参与。
与市图书馆一样，不少

书店也开辟了儿童读物专
区，只是受规模和布局影

响，并没有像图书馆一样设立
单独的空间，而是设立了简单的

儿童读物专区，或一个长廊，或一个
拐角。市中区青檀路上的鲁南书城就
设立了面积较大的儿童读物专区，约
六十平方米内的儿童读物专区内有各
类儿童读物，漫画、童话、小人书和
寓言故事等等都有。

除了书店与图书馆以外，近年
来，各大超市也开始大力发展图书事
业，尤其是儿童读物的发展，更是不
容小视。当日下午 5时左右，到了放
学的时间，市中区振兴路上的一家大
型超市内的儿童读物专区内已经有不
少孩子正在专心阅读。“自从超市有了
儿童读物专区以后，我们这些接孩子
的家长也算是尝到甜头了。”正在超市
买菜的王女士表示，通常她接孩子放
学以后就把孩子带到超市来，让他在
儿童读物专区看书，她自己则会去买
菜，买完菜后孩子书也看得差不多
了，正好一起回家，“不仅我家孩子，
儿童读物专区有好多孩子都是类似的
情况，他们来到这儿就走不动了，一
定得看会儿书再走。”

儿童阅读专区越来越多，图书馆每天还有公益读书活动

50 名年龄从十几岁到
五十几岁不等的被访市民

中，仅6位市民知道这个“国
际儿童读书日”的存在，其中，只

有1位市民知道确切的日期。这位知
道“国际儿童读书日”确切日期的周
先生认为，儿童读书日之所以不被人
们所熟知，与社会宣传力度有一定的
关系。这与记者调查的情况不谋而
合，图书馆、书店、超市多数都没有
举办有关儿童读书日活动的打算，只
有少数书店选择在这天打折促销儿童
读物。

“因为儿童读书日过后不久的 23
日就是‘世界读书日’了，很多书店
都将重心放在了后面的‘世界读书
日’上，如果要在儿童读书日这天举
办大量的活动，就怕会影响到后面的

‘世界读书日’，这是很多商家不愿看
到的。”商家孟先生表示，儿童读书日
的“低调”，影响了大家对儿童读书日

的了解。
不过也有的家长认为，虽然大家

不知道儿童读书日的存在，但读书日
存在的意义本身就是为了唤起人们对
儿童读书的重视。而且，随着社会文
化氛围的衬托和宣传力度的加强，多
数家长已经意识到孩子读书的重要
性，选择性地辅导或者培养孩子们的
阅读能力，并扩展他们的阅读面。

家住薛城区燕山路附近的张女士
的儿子正在上小学四年级，每次提到
孩子的看书问题，她总是觉得特别自
豪。“孩子从小就在我的培养下对看书
十分感兴趣，到现在了，我还是会为
他制定每周的阅读计划。”张女士表
示，一开始孩子会有明显的抗拒心
理，毕竟贪玩是孩子的天性，如果有
别的事情影响到他玩的时间，孩子通
常是不乐意的。但如果书可以带给孩
子更大的乐趣呢？为此，她精挑细
选，从童话到寓言，从中外名著到散

文诗集，每当儿子觉得已经枯燥无味
的时候，她总能给他买到“新鲜”有
趣的书籍。渐渐地，孩子不再抗拒阅
读，而是开始主动阅读。张女士也从
一开始的督促，变成了培养。“这阅读
的习惯一旦养成，你就是想挡也挡不
住。看着孩子这样勤奋读书，我都有
阅读的冲动了。这不，我在图书馆办
了张借阅卡，再忙也会抽出时间来读
书，也算是和孩子一起进步。”张女士
说。

采访中，家住市中区振兴路附近
的一位市民表示，父母是儿童的启蒙
导师，言传身教对于懵懂无知的孩子
尤为重要，就好比一张无暇白纸，画
上什么颜色以后便很难更改。家长的
观念在改变着孩子，孩子的行为也同
样在影响着家长，只要家长多抽出一
些时间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那么

“全民阅读”就指日可待了。

50位市民中仅6人知道儿童读书日

据调查，小学生上学期间，一天
的读书时间一般不超过 1小时。为了
多读书、读好书，除了家长的督促之
外，不少学生也学着安排起了自己的
读书时间。

3月 31日下午 4:30左右，市中区
不少小学陆续放学了，记者随机采访
了数位小学生。对于读书，他们最大
的抱怨便是时间少。“平常我们一大早
就得起床上学，中午午休时间也比较
短，放学后还有作业要做，回到家吃
过饭写完作业，差不多就要睡觉了，
根本没有时间去读其他课外书。”市中
区鑫昌路小学的张同学表示。

和张同学一样，表示没有时间读
书的学生大有人在，不过，他们中绝
大多数认为，虽然平常上课的时候不

能留出读书时间，但每逢周末，他们
中大部分人都有专门的读书时间。市
中区文化路小学的小雨学习成绩一直
不错，尤其是他的语文成绩，几乎每
次都能成为班里的佼佼者。小雨说，
这都得益于他平时多读课外书，“上学
的时候，业余时间有限，为了能多读
点课外书，我几乎每周都要去图书馆
一次，经常在那里一待就是一上午。
我喜欢带个本子，遇到喜欢的句子，
我都会抄下来，用到作文中。我觉得
多读书对我写作文有很大的帮助。”

虽然上课的时候时间紧，想要在
业余时间腾出时间来阅读比较难，但
市立新小学的崔同学依旧还是坚持每
天都读书。他从小就喜欢文学，所以
每天都会读一点文学类的书籍。“有时

候是一篇文章，有时候就是一段话，
反正每天我都坚持利用业余时间读点
书，学点课本以外的知识。”崔同学
说，“有时候作业多，课程紧，我就会
在吃饭时吃得快一些，再把看电视的
时间用来读书。”

薛城实验小学五年级的王同学是
在父母的熏陶下喜欢上阅读的，每天
腾出时间阅读几乎成了她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她说，读书让她感到
充实，“爸爸妈妈都是搞文学的，平时
晚饭后，他们都喜欢抱着书看，所
以，我也就学着他们的样子，找自己
喜欢的书来看，慢慢地也就习惯
了。”

（记者 寇光 董艳 文/图）

课余阅读时间少，孩子读书有的靠兴趣，有的靠熏陶

国外的读书日

英国：当地往往把“读书日”庆祝活动提前到3月
6日举行，据统计，每年单是学校、图书馆、书店所举办
的庆祝活动便已超过1000项，其中包括故事人物模仿
大赛、午间故事时间、各类型的书展等。有些教育机
构和书店还会向小朋友发出面值1英镑的图书日代用
券，让他们到图书日成员书店换购一本喜欢的书。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作为读书日缘起传说的
发祥地有一个传统，每到4月23日那段期间，当地便
会举办许多大大小小的书展，街上也会有许多摊档，
十分热闹。读者每购买一本书，都可获得一枝玫瑰
花，所以在世界阅读日那天，你会看到很多人拿着玫
瑰在街上走，像是情人节一样，十分有趣。因此，几乎
每年4月23日这一天，当地的书籍会减价10%，玫瑰
花的价格则陡然上涨。

日本：东京政府颁布法令，指定4月23日为儿童
阅读日，并以培养儿童在语言、想象和敏感度各方面
的能力，以助他们更深刻地“体验人生”为长远目标。

韩国：韩国政府一般在4月23日会发行“世界读
书日”纪念邮票，让当地的小孩，把阅读和写作的风
气，透过一枚枚精美的邮票，随信件传遍世界每个角
落。

相关链接：

1967年4月2日，国际儿童读

物联盟将安徒生诞辰日——每年的4月2

日确定为“国际儿童读书日”，以唤起人们对于

读书的热爱和对儿童图书的关注。时光飞逝至今日，

第49个“国际儿童读书日”悄然来临，在全国上下提倡“全民

阅读”的今天，孩子们读书的情况如何呢？在3月31日的调

查中，虽然多数市民对该节日的认知不多，但无论是在

社会氛围的营造上，还是在家长的刻意培养上，均

比以往有了明显的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