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专刊 版 JING SHEN WEN MING BAO4 2020年7月29日 编辑：朱乔明

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读书廊

《米鼠仔探险记》
韩宏蓓 著

读书朋友圈

《读书廊》版面

征稿启事

孩子，世界一直在等你
——读励志童话丛书《米鼠仔探险记》

李艳霞

·探险愿望的指南针：

四大经典探险场景，满足孩
子对探险的所有幻想；精心设计
的探险路线图，培养孩子的观察
力和探索意识。

·亲子关系的黏合剂：

从家长和孩子的双重视角，讲
述精彩的亲子探险之旅，传递爱
与平等的教育观，增进亲子关系。

·学习语文的好帮手：

设置写作小课堂，作文技巧
轻松掌握；语句优美，引人入胜，
故事本身就是一片片精彩的
范文。

·故事里的百科全书：

多元板块设置，涵盖自然科
学、人文历史、生活锦囊、旅行攻
略、野外生存、美食烹饪等。

儿童文学作家韩宏蓓所著的《米

鼠仔探险记》系列励志童话，共有四

个曲折离奇的充满冒险情节的故

事。这套丛书以生动有趣的语言、引

人入胜的故事，让家长和孩子共同

在阅读中成长，一起开启探险之门

踏上一段段不可预知的奇妙旅程。

同时，这套丛书引导孩子认识自我，

让孩子明白，生命在于永不停止地

探索、发现和面对，从而勇敢迎接生

命所带来的惊喜——这些惊喜，永远

在远方，永远在路上。

故事的主角是一只又瘦又小、毫

不起眼的米鼠仔雷森，它喜欢读书

和思考，不甘心一直过平淡而安逸

的生活，总是渴望能走出小小的鼠

村，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机会终于

来了，雷森遇到了一只老旅鼠詹姆，

于是雷森与詹姆一起踏上了探险旅

程。旅程是艰辛的，两只老鼠患难与

共，雷森在詹姆的影响下逐渐成长

起来。在第二册《探秘葫芦谷》中，雷

森和詹姆意外地结识了灰鼠城鼠民

报社的记者车辘辘，并冒着生命危

险帮助车辘辘揭开了一个犯罪团伙

的惊天秘密。因此，詹姆和雷森成了

灰鼠城的大英雄，然而就在大家要

给他们开庆功会时，两只老鼠却悄

悄地离开了。

在第三册《古墓鼠影》和第四册

《红宝石戒指》里，故事愈发精彩起

来。雷森和詹姆为了躲避风雪闯入

了一座神秘的古墓，在古墓里他们

遇到了白鼠国国王西里，并发现了

堆得像山一样的珍宝与凶恶的杀

手，一系列奇怪的事情一件件地发

生了，他们两个带着奄奄一息的西

里拼命地逃出古墓，挽救了西里的

生命。之后，雷森和詹姆又进入王宫

拆穿了大臣蒙特的阴谋，使西里顺

利返回王宫，重登王位。

当我和孩子一起读完这套丛书

后，我们都品尝到了意犹未尽的味

道。孩子被雷森和詹姆遇到困难和

危险时的勇敢和果断深深打动，而

这恰恰是如今在“温室”中成长的孩

子们所缺乏的独立精神。通过阅读

这套丛书，我想无论是家长还是孩

子在掩卷之后都会有所感悟，并在

之后的生活中有所改变。

《米鼠仔探险记》的另一个亮点

在于，在愉悦的阅读过程中，全面、

立体地调动孩子的探究心和学习

性。首先，书中将优美词语的字体进

行了加粗加黑处理，在阅读中能加

深孩子的记忆；其次，书中的一些章

节在结尾处有一个“写作小课堂”，

就一些精彩段落提出一个问题，借

此来拓展孩子的思维，锻炼孩子的

语言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除此之

外，“不懂就问小百科”和“米仔鼠爱

科学”“米仔鼠爱历史”等环节会选

一个故事里出现的有关科学或历史

方面的词汇进行延伸解释，而“旅鼠

小厨房”环节则会详细地讲解书中

那些诱人美食的做法；另外，书中还

设有“探险攻略”和“野外生存”等开

阔孩子视野的环节，有效地拓宽了

孩子的认知面，帮助孩子完成一次

丰富的阅读体验。

《米鼠仔探险记》还告诉所有读

者，世界很大，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

片小小的羽毛，因此更需要用充满

好奇的眼睛、渴望探秘的心灵、丈量

远方的脚步来丰富自己的人生，从

而使成长的过程变得饱满而完美，

即使历经苦难艰险也十分值得。去

吧！孩子！世界一直在等你！

女儿琪琪已经上小学三年级

了，她很喜欢读书。

在琪琪很小的时候，我们夫妻

二人就经常在家里看书，有意识地

营造出家庭的书香氛围。从琪琪 3

岁时起，我们每天都在她睡前讲一

个故事，因此她在日积月累中认识

了不少字。后来，她慢慢地可以自

主阅读了，现在，一走进琪琪的房

间，就能看到她的书桌上、书架上、

枕头边都是书，她已是一个名副其

实的“小书迷”。

对于如何为孩子选书，我有一

些心得。既然孩子正在读小学，那

么购书也要“对号入座”。经典名

著、知名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孩

子的同学圈里传阅的优秀图书、内

容适合的报刊等，都是我参考的范

围。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阅读偏好

和个性兴趣点，家长需要对其进行

适当的引导，培养孩子独立阅读的

兴趣。今年初夏，我们全家专程拜

访老舍故居。老舍曾与青岛结下了

不解之缘，他的作品里有不少关于

青岛的文字。出发前，我在背包里

专门准备了一本《老舍散文》，其中

《青岛与我》《青岛与山大》等名篇

非常接地气，与青岛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在参观老舍故居时，我不

失时机地向琪琪介绍了老舍的作

品和有关创作的故事，又和她一起

参观了祥子博物馆，碰巧里面还有

一家祥子书店，一进书店，琪琪兴

致很高，她独立选了两本书：《五月

的青岛》和《老舍儿童文学作品

选》。从老舍故居回来后，琪琪津津

有味地读完了这两本书，还在《五

月的青岛》一书上认真地做了读书

笔记。

之后不久，琪琪就读的学校组

织了一场年级作文竞赛，题目是

《五月的家乡》，她在这次作文竞赛

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也给我

们带来了一个惊喜。我记得有人曾

经说过：“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

的精神成长史。”对此，我深以为

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家

长采取合适的引导方式来启发他们

的阅读兴趣，可以让孩子得到精神

上的丰厚收获。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人的一生都离不开书籍。从学龄

前，到学生阶段，到步入社会，每一

个时期都离不开书籍。我们从书籍

中汲取知识和力量，从书籍中懂得

人生的含义、懂得做人的道理。

读一本好书，可以帮我们解决学

习中的烦恼，直面生活中的挫折，张

开理想的翅膀尽情翱翔，充分感受

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美好。“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只有面对浩瀚的知

识海洋时，我们才能够更清楚地看

到自身的渺小，才能让自己更加努

力地学习，从而成就更好的自己。

在我很小还不认识字的时候，我

是从父母买来的简笔画绘本中认识

书籍的。那些画很简单，或是鸟儿在

空中自由飞翔，或是鱼儿在水里游

来游去，又或是三五成群的小朋友

在做游戏。手里拿着简笔画绘本，我

跟在妈妈的身后不停地问这问那，

“为什么老虎是森林之王呢？为什么

鸟儿会飞呢？为什么鱼儿会游泳

呢？”……在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之

后，我开始懂得一些简单的道理。我

把那些简笔画绘本整齐地摆放在窗

台上，每当想看的时候就拿起来翻一

翻。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书籍，后来，

我又陆续看了《十万个为什么》《中

华上下五千年》等绘本。待我上幼儿

班的时候，妈妈又为我买了一些看

图说话的书，让我认真看图培养自

己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最开始，

看一幅图画我只能说出一句话，后

来，看一幅图画我能讲出一段话，这

个过程，便是书籍带给我的智慧与

成长。

妈妈为我选择的读书方式，是循

序渐进。刚接触书籍的时候，不能一

次性地读太多的书，也不能读过于

深奥的书，因为这样会令孩子产生

抵触情绪，要一点一点地慢慢培养

孩子的读书习惯和读书热情。上学

之后，我的读书量开始增大，我如饥

似渴地读着书中的文字，喜着书中

之喜，乐着书中之乐，并充分汲取书

中的养分，这为我提升自己的写作

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要活到老学到老，但学生阶段

无疑是一个人读书的最好时期。我

全身心地投入书籍的海洋中，从世

界名著中读懂生命的意义，从童话

寓言中读懂做人的智慧，从经典哲

学中读懂人生的道理，从古典诗词

中读懂传统文化的美妙。但是，作为

一个学生，学好功课是主要任务，课

余时间有限，所以，我给自己制订了

一份学习计划和读书计划。

第一，不能把课外读物带到课堂

上，在学校要一心一意地听老师传

授课本知识。

第二，在放学写完当日的作业以

后，再有计划地读书，并一边读一边

做读书笔记。

第三，在周末或者寒暑假时给自

己列一份读书清单。读书不怕多，书

读得越多，知识就会越丰富，见识就

会越丰富，也有利于提高自己的写

作水平。

只有掌握了正确的读书方法，才

不会虚度时光，才不会错过好书，才

不会在人生的道路上留有遗憾，因

为我们认真学习过，全力奋斗过，我

们没有辜负学业，更没有辜负光阴。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然而知识

是无限的，学习和读书也是无止境

的。读书既是一门充实人生的艺术，

也更是一种精神财富。所以，要多读

书，读好书，才会为好人，著好文，走

出一条有意义的人生之路。

知乎上曾有一个话题：“有哪些

让你一眼看到就深受触动的句子？”

回复这个话题的人很多，有答抒情

的，有答感悟的，有答励志的，既有

名作中的经典句子，也有某一篇小

文或者诗歌的精华。这些从记忆里

翻出来的句子虽算不上句句都发人

深省，但却能让读者深受触动，它们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读时入心。

把书本上的文字读到了心里，只

有入心的读书才会激发最深刻的共

鸣。对于读书这件事，每一个人都不

陌生，因为读书可以说是相伴我们

一生的一种状态。从小到大，我们会

读到很多书，这些书种类各异，我们

喜欢其的理由也各不相同。这些书

会在某一时段陪伴我们或挑灯夜战

手不释卷、或茶余饭后津津有味，因

此可以算得上是心灵知己，而其之

所以能够入心，大抵是和个人的阅

历、当时的心境以及有利于达成某

个目标有关，不管是哪一种原因，首

先是我们读书用心了，之后才会生

出触动。

当下，有的人虽看了不少书，但

若提及某本书的内容，却只是记了

个大概，要说起有没有印象深刻的

句子，估计一下子还真想不出来。的

确，当下书的种类繁多，如果不是必

须要读的书，许多书被我们拿起后

都是浅尝辄止，尤其是在快节奏生

活的今天，能够静下心来读一本书

的时间并不多，碎片化阅读正逐渐

成为常态，我们花在读书上的时间

越来越少了，没有时间入心，又怎能

生出感触呢？

其实，读书是具有个性化的事

情，喜欢读书的人总能挤出时间。记

得小时候，书的来源不多，想看的书

几乎只能靠借，为了能借到一本心

仪的书，我总是跑完东家跑西家。书

到了手中后，恨不得不吃饭不睡觉

地一直看书，可是父母又不允许，于

是便想方设法挤时间看书，有时候

还会在夜里打着手电筒躲在被子里

看。喜欢读的书，哪怕只是薄薄的一

本，捧在手里也很有份量，读起来更

是爱不释手，大多数句子都能入心。

读书本就是一种心态的表现，心静

了，心灵需要安慰了，恰有一本好书

在手，想不入心都难。让我们沉淀心

灵，与书籍来一次心灵的互谈吧。

人生在世，总是要读书的，怎样

读书？读什么书？这需要法则。

读书是加法。年轻的我们充满活

力，此时我们的记忆力正处于最佳

状态，也是读书的最佳时期。我们阅

读历史增加人生的厚度，我们阅读

杂文汲取人生的得失，我们阅读散

文提炼思想的精华。求知时，书增加

我们的智慧；受伤时，书抚平心灵的

褶皱；失意时，书驱走落寞和消沉。

在读书的加法世界里，我们用一颗

平静的心去品味其中的点点滴滴，

让天地更宽广，生活更精彩，人生更

充实，日子更绚丽。

读书是减法。书读得多了，我们

需要做一些减法卸去心灵的负担，

掐灭一些多余的欲望，腾挪没有价

值的内存，否则，我们真的会成为

“书呆子”。要做好读书的减法，就要

懂得舍弃，敢于放弃，勇于摈弃。在

读书的旅途上，我们栉风沐雨，将欢

笑与泪水装满记忆的背囊，同时，读

书过程中的辛酸也化作沉甸甸的负

担，羁绊着我们前行的脚步。此时，

我们需要做读书的减法，让疲惫的

脚步轻盈，让读书的道路坦荡——选

择自己最渴望的，舍弃那些不重要

的；选择自己最合适的，放弃那些能

力不及的；选择那些促使自己跑得

更快、跳得更高、变得更强的，摈弃

那些影响自己发展的。这是一种读

书的选择，更是一种人生的智慧。

读书是乘法。在漫长的读书过程

中，我们要会做乘法。光阴给我们经

验，读书给我们知识，读一本好书，

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在谈话。通过

读书，我们可以了解缤纷世界，见识

异域风情，遍览山川河流。读一本好

书，品味书中细腻的文笔和优美的

句子，如同品味一杯陈年老酒，意味

悠长，所得所感也加倍增长。

读书是除法。用除法读书，则需

学会删除一些负荷，打开心窗寻一片

美丽的沃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让

自己的心灵休一次假。培根曾说，如

果你把读书的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

将得到两个快乐，而如果你把读书的

忧愁向一个朋友倾诉，你将被分掉一

半忧愁。用除法来读书，这是一种生

活的态度，一种人生的境界。

读书是一则加减乘除混合运算的

试题。用好加法，可以增加知识丰富视

野；用好减法，可以认清目标让自己的

方向更坚定；用好乘法，可以让我们

少走弯路事半功倍；用好除法，可以

让我们淡定从容地漫步人生。

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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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的米鼠仔雷森，遇
见行万里路的老旅鼠詹姆，他们
没有血缘关系，却亲如父子，一
起踏上笑笑闹闹、跌跌撞撞的探
险旅途。他们永远相信——向往

的生活，就是去远方；生命的惊
喜，一直在路上。把此书推荐给
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以
及想和孩子一起探索世界、寻找
自我的大人。

荐书理由

读书是一种智慧与成长
程应来

读书须入心
董刚

读书的法则
李令飞

本报《读书廊》版面开设有《每

期推荐》《书香为伴》《读书朋友圈》

等栏目，如果您最近读了一本好书

有精彩的心得，或者在读书方面有

自己独到的方法和见解，请发文章

至本报邮箱（jswmtl@163.com）。

要求：字数不限，观点明确。请

在文末标明您的姓名、地址、邮编，

并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读书廊”

收，期待您的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