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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优等生也许在智力上并不比一般学生高多少。
但是，他们在是否爱好阅读并擅长阅读上形成天才与凡庸的巨大差距。
学会阅读，就能形成一个人的基本索质，离开这一基础，再高级的训练也是无济于事的。
在快乐中学会阅读，在阅读中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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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储晋，1966年6月6日生于南京，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毕业。
民盟成员，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叶圣陶研究会会员，南京市青少年素质教育学校校长，南京市2005
年度先进教育工作者，储晋快乐作文教学法创始人，《从此不怕写作文》系列丛书及VCD教程作者。
他综合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思维学、青少年行为学等学科最新理论，运用于阅读教学实践中。
他提倡从激发兴趣人手，抓习惯的养成，促语感的形成，培养学生的欣赏能力，同时训练他们的表达
能力、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和创造能力，并且学会做各种阅读题，以适应考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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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我是怎么教阅读的我的一堂阅读课第一部分　激趣读书，我的快乐之源母亲的耳读点亮两双小
眼睛朋友的“晒肚法”推动一颗上进心小小读书郎少年意气挥斥方遒汪洋大海，有明灯指路我的老师
　我的兄长“最差的老师”——我的大恩师外公的老钢笔让阅读快乐起来读书是件苦差事悬梁锥股和
凿壁偷光持之以恒不觉苦驼背老人捕蝉和纪昌学射陈康肃射箭和卖油翁倒油培育白色金盏花的老妇人
有目标、有方法的人最快乐我身边的“天才学生”——邓海滨吉米·哈里波斯的梦想第二部分　方法
读什么求广、求博——读一大堆书推荐阅读书目求深、求精——读好一本书读有字的书，也读无字的
书怎么读抄背默诵齐动员熟背古诗词意境深体会“书非借不可读也！
”——借书和淘书大量阅读试题训练妙法记名篇朗读是关键记忆和记忆曲线回忆记忆法涂鸦手记法朗
读嘴记法分层式积木记忆法种出自己的宝葫芦听出好文采“听力测试——一次文字能力的大考验听不
够的“小喇叭”“十六美文”听读写第三部分　训练青藏高原匆匆马可波罗游记有志者事竟成发明家
富尔顿巴尔扎克和他的老师威尼斯之夜能放电的鱼火光杜甫待客功到自然成走进神农架野草假如只有
三天光明土白蚁父亲挑书蝉和狐狸如何面对挫折高贵的施舍鲁滨逊在荒岛上刻骨铭心的国耻动物远航
之谜悉尼歌剧院建设轶事小木匠张三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紫藤萝瀑布保护地球的天然“防线”
参考答案第四部分　附录快乐的孩子就是成功的孩子（修订稿）不教便是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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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激趣　　读书，我的快乐之源　　“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为你付出的，再多也
值得⋯⋯”我从小不太会唱歌，长大也不大喜欢，但在这些平常的日子里，我总爱哼上几句，因为，
我这一生就是这么快乐。
无论处在顺境还是逆境，无论草长莺飞，还是秋风瑟瑟，心里有一片阳光，人是阳光一片。
从阳光男孩到阳光男人，一个平凡的小人物在每一个角落享受着自己的快乐。
　　“请问储老师，什么才是快乐？
”那次在四川德阳给老师们做讲座，一位老师把我给问住了。
我随口答了一句：“快乐，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台底下一片哄笑，能听出大家并不赞成我的话，不过老师们还算给我面子，没有再追究下去。
快乐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久久缠绕着我。
其实，它并没有标准答案，也不必有标准答案，我只想问自己，我是快乐的吗？
我又为什么一直快乐着呢？
　　“四十而不惑。
”在本书出版时，我真的进入了“不惑之年”。
“不惑”的我应该能够找到答案了，那就是——我读书，我快乐。
　　读书，就是读书，才是我真正的快乐之源，活了大半辈子，我终于彻底将它找到了。
现在，请跟着我一同将它追溯回来，同样变成你的快乐之源吧。
母亲的“耳读法”点亮两双小眼睛　　我国北魏时期有一位大将军名叫杨大眼，他从小大字不识，但
打仗特别有本事，可以说是百战百胜。
他立功多，官就当得大，官大了，要发布的或者要批阅的文书就多，从头学文化又来不及，怎么办？
他就吩咐下面的人一有空就读书给他听，听着听着，他不仅能懂得书中的意思，还能够自己口授让人
起草一些布告、文件之类的东西。
读书不用眼，用耳朵就行，这就是人们说的“耳读法”。
母亲对我们姐弟俩的教育，就是从这种“耳读法”开始的。
　　一个寒冷的冬夜，外面飘着现在江南很少能见到的鹅毛大雪，我家简陋的红砖房被染成了雪白。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江北的外公突然从外面闯进来，像一个大雪球。
我和姐姐欢呼起来，不光是欢迎外公，更是欢迎他背着的那床大棉被，足有15斤，那个暖和啊，比今
天的空调要实在得多。
热闹过后，我们跟妈妈钻进了这个大被窝，刚才还冷得发抖，一会儿就焐出了汗。
　　妈妈一边搂一个，三个脑袋紧凑在一起，盯着一本书，这本书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叫《我的弟弟
小萝卜头》。
妈妈一边读，一边哭。
虽然当时我还不识字，但听着妈妈的朗读，我被小萝卜头这个人物感动了，伤心地大哭起来。
当读到刽子手在他背后举起匕首时，我们的尖叫声、哭声惊动了整栋楼。
　　于是，这个冬天变得不再漫长，一到晚上，我们就急急地钻进大被窝，听妈妈读书、讲故事，舍
不得睡着，又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梦乡。
　　我们住在工人新村，当时整个社会环境都不太好，这里就更乱了。
古有孟母三迁，那时有住的地方就不错了，往哪里迁？
凑巧妈妈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为了教育我们，干脆请了长期病假，一边养病，一边教我们读书。
　　很奇怪，妈妈给我读得越多，我就越想自己认字。
现在看来，这和德国天才儿童卡尔·威特的学习入门方式是不谋而合的。
在19世纪的德国，出了一位“神童”，名叫卡尔·威特。
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为他买来了一大堆小人书和图画本，一有空就把里面的故事讲给他昕，并不
断提醒他诎“你如果能识字就好了，这些书都能自己去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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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说：“瞧，这些图画上的故事多有趣，爸爸工作忙，可能没时间一一讲给你听，你自己去看吧。
”像小威特一样，我识字的愿望和兴趣也是被大人激发出来的。
　　虽然我并没有成为像卡尔·威特那样八岁会六国语言，九岁读大学，十四岁获得博士学位，十六
岁即成为柏林大学教授，二十四岁出版《但丁的误解》一书，最终成为著名的数学家，但我毕竟受益
于母亲的“耳读法”，长大后并未碌碌无为。
比如说我学龄前的语文水平已相当于小学三年级，会说会看，会写简单的作文。
尽管因为生病没读二年级，也没留级，以后语文、历史、地理、政治等文科一直学得轻松，成绩在班
级乃至全校始终名列前茅。
上大学时，哲学是全年级少有的两名获得满分的学生之一，在学校的演讲大会上获得过大奖，并成为
校刊的主编。
1988年南京市首次对社会招聘干部（即今天的公务员），在数万名应试者中，我名列第一。
　　我国的“哈佛女孩”刘亦婷、聋哑女孩周婷婷和美国总统老布什、小布什、克林顿等人，也都是
这种早期教育的受益者。
　　早在上个世纪初期，美国的教育工作者就通过研究发现：对于少年儿童来说，聆听的能力开始要
比阅读的能力强，让他们先听书，后读书，效果更佳。
读书给孩子听，能够从小就培养起他们的阅读习惯。
这些工作在孩子三岁左右就可以做了，不必待其正式上学。
就像卡尔·威特的父亲所说，人就像瓷器一样，小时候就形成了一生的雏形。
幼儿时期和黏土一样，施以什么样的教育就形成什么样的雏形。
　　专家们还说，接受这种早期教育的最佳期是三至四岁，并得出结论：对一个孩子教育开始得越迟
，其能力将实现得越少，即“儿童潜能递减法则”。
　　但我认为，在孩子上高中之前，这一切都是可以补救的。
我们很多人也是在长大后才学的外语或中文，只要方法得当，还不是照样形成了语感。
早期教育是重要的，但过了这一时期，我们该如何运用科学的方法教育孩子，也许更为重要，这可能
是绝大多数家长和孩子都会面临的问题。
　　这里，我想向大家推荐风行美国数十年的家庭朗读教育。
美国学者杰瑞·克里斯是《培养天才儿童60法》的作者，他认为：培养天才儿童的第一法是：教孩子
热爱阅读。
他经过多年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爱好阅读和不爱好阅读的孩子，两者之间形成巨大的犹如天赋般的
差异。
他建议美国父母们：在孩子识字前后，最好在他们还不能够独立阅读之前，作为父母就应该时常让孩
子坐在自己大腿上或草地上，听大人讲故事，让孩子看着大人手中的图画听大人或跟着大人描述故事
情节。
很快，孩子就会自然而然地阅读下去，渐渐能够独立阅读了。
　　在专家们的推行下，家庭朗读教育在全美盛行起来，而且一脉相传。
有人问，美国总统为什么几乎个个能说会道，下台后还能写自传、开专栏？
其实他们大多是这一家庭教养模式的受益者。
比如，跟踪调查发现，能够经常听父母读书的孩子，其智商要比昕不到或不听父母读书的孩子高一半
以上。
　　在我国，也有两个这样的例子。
“童话大王”郑渊洁不仅选择了很多有趣的东西读给儿子郑亚旗听，还专门为他编了一套读物，涉及
面非常广，现在他又在为小女儿读书并编书了。
而从小就是浪荡子的台湾歌星齐秦，尽管很重视对儿子方伟的教育，但怎奈自己一天到晚四处奔波，
除了经济支持以外，父子之间少有沟通，如今20岁的儿子让他非常头疼，成了这位情歌王子的伤心之
痛。
　　家庭和社会环境对孩子成长的影响是如此之大，我国当代思想家、作家邓拓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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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爱幼小的心灵　　邓拓　　孩子们的心灵是多么纯洁可爱啊！
当你走到一群天真烂漫的儿童中间去，听他们唱一曲儿歌，看他们做一节游戏，你马上会觉得心旷神
怡，忽然又年轻了似的。
不管古人有什么“性善”和“性恶”的争论，我们看到今天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儿童，对于春秋
战国时代的荀子认为“人性皆恶”的意见是不能赞同的；对于孟子说的：“人生皆有善性”的意见却
应该表示基本上赞同。
　　但是，正是因为儿童们的心灵是最纯真的，我们就特别应该加倍珍爱，好好地注意培养，使他们
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
晋代的傅玄说过：“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这已经是人人熟悉的成语了。
用现在的语言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无非是表明社会环境对于儿童的心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想要使儿童长大成人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才，就要看我们给予儿童们以什么样的教育和培养
得如何。
　　影响儿童发展的社会环境，从总的方面说就是社会政治制度，从具体的关系来说就和家庭、学校
等各方面都很密切。
父母、老师、兄弟、姐妹、亲戚、朋友、邻居等人，只要同孩子经常接触，就都必然给予儿童以不同
程度的影响。
越是年纪小的受影响越深，一直影响到他们成年以后的思想作风和生活习惯；由最初开始知道爱和憎
，到后来形成了自己的性格。
这个过程是极其复杂的。
　　为了使孩子能够受到较好的影响，古代的人就已经很注意选择生活的环境，如果环境不好有时就
得搬家。
孟子的母亲“三迁其居”，用我们现在眼光看去，虽然可以做种种评论，但是她所以不得不搬家三次
，毕竟是因为她要给孟子寻找她认为好的环境，这个母亲的心理倒是不难理解的。
　　事实证明，孟子的母亲很懂得教育孩子的道理。
据汉代韩婴在《韩诗外传》中的记载：“孟子少时，东家杀豚。
孟子问其母日：‘东家杀豚何为？
’母日：‘欲啖汝。
’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怀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适有知而欺之，是教之
不信也。
’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这个故事也是许多人早已熟悉的。
还有曾子的妻子，同样因为无意中说了一句哄骗孩子的话，曾子就特地杀了一口猪，表示不欺骗孩子
。
　　这一类故事多得很。
宋代邵博在《闻见后录》中记载了另一个著名的故事：“司马光曰：光五六岁时，弄核桃。
女兄欲为脱其皮，不得。
女兄去，一婢以汤脱之。
女兄复来，问脱核桃者，光曰：‘自脱也。
’先公适见之，呵日：‘小子何得谩语！
’光自是不敢谩语。
”司马光以亲身的经历，教育后人不可说谎。
显然，这些故事，在我们今天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时候，还是有用的。
至于不骂人、不发脾气，在古人对儿童的教育中，同样也很注意。
明代苏士潜在《苏氏家语》一书里，写道：“孔子家儿不知骂，曾子家儿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
教也。
”当然，现在我们一般都懂得不骂人、不打人、不发脾气、不耍态度，而在古代却只有孔子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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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家的孩子才懂得这些道理，可见古人毕竟不如今人。
　　现在我们有许多少年儿童，做出许多惊人的成绩，远远超过了古人。
但愿现在做父母的和当老师的，都能更加珍爱儿童们幼小的心灵，按照他们生理发育的时期，适时地
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正确的教育。
　　写到此时，我是多么感激我母亲的“耳读法”啊。
我想呼吁当今天下父母，少抽几根烟，少打几圈牌，少上一点网，少看一点电视，少逛几次商场⋯⋯
争取多抽出一点点时间，哪怕只有十几、二十分钟，最好每次固定一个时间段，大声地念书吧，当孩
子的眼睛发亮时，他们的思维能力、语言能力、理解能力、表达能力都在悄悄增长着。
　　请像我母亲那样，为孩子朗读吧。
　　朋友的“晒肚法”推动一颗上进心　　有一次，我到一所“贵族学校”去讲课，听到老师反映，
有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孩子喜欢在一起比吃比穿，比谁的爸爸官大、有钱，谁家的房子大、车子好
。
我就对学生们说：“请你们比比谁的肚子大”，学生们笑了，以为我在拿小胖墩开涮，我说不是的，
是比谁肚子里面的货多。
　　很多同学都听说过《聊斋志异》一书的作者蒲松龄“晒肚皮”的故事。
相传蒲松龄经过一个大户人家，见人家在门前广场上晒了很多书，他也躺下来，敞开衣襟，晒起了太
阳。
人家撵他走，说是书太多，没地方摆，他就来了一句：“你们家的书多，有我的多吗？
”人家问：“你的书有这么一大广场吗，都堆在了哪里？
”蒲松龄指指自己的肚皮：“我的书都在这里面。
”　　这话传到大院里，老爷沉吟一下，感觉此人与众不同，必是高人，忙派人将他请进屋，一聊，
果然是满腹经纶，于是以重金相求请他当了私塾先生，以后又将女儿嫁给了他。
靠着这个后盾，蒲松龄得以专心读书并四处寻访，或摆茶摊收故事，创作出了一个个脍炙人口的聊斋
故事。
　　小小读书朗　　冯华是我小学和初中的同学。
每次考试几乎都是100分。
到了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他突然架起了眼镜，于是，我们就喊他“蚝子”。
“吒子”可有学问了，天文、地理、历史、政治，知晓很多，成了班级的明星。
有一阵子，我让爸爸也为我弄来了一副平光眼镜，但不久，总感到好像是猪鼻子插大蒜——装象，不
是那么一回事儿，就把破眼镜扔到了一边。
　　“书到用时方恨少：’。
我还没用呢，就已经恨自己的书太少了。
当我第一次走进冯华家的时候；我被他们家的藏书之多惊呆了。
那个年代，藏书的人很少，更何况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家庭。
这些书都是他父亲用自己微薄的工资一本一本地淘来的，新的旧的掺杂在一起，种类繁多，冯华就是
在这座书山中熏陶大的。
他父亲是一名列车员，走南闯北的，惟一的爱好就是读书，所以他们家尽管有了两男一女三个孩子，
也始终非常安静。
　　现在我懂得了，培养一个孩子的读书习惯，一定要尽量给他创造一个安静的读书氛围，时间也要
尽可能固定，慢慢培养他自己在书山上爬，也就是今天所指的泛读。
　　读完了还要讲。
小小的冯华，就是从这座书山上下来，一到班上就成了众星拱月式的小明星。
他一下课或放学后，就往桌子上一坐，开韶（南京话，指唠叨）。
一会儿《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一会儿《水浒传》、《三国演义》，还有《安徒生童话》、
《格林童话》，我们瞪大眼睛听着，只有那些私下里跟他赛跑的同学才有机会插上那么一二句，我搜
肠刮肚地应和着，可大部分时间只能呆望着他。
　　为了能听懂冯华的话，达到可以跟他“对话”的水平，我们自发开展起读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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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到初中，我都把他当成惟一的竞争对手。
也许我们之间的差距很大，但我从不气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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