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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与书本的相遇，都是一次心

灵的触动，都可能开启一扇通往新世界

的大门。每一位读者，都有一个和书结缘

的故事。刘莘、王子涵、池晓的阅读故事

就各有特色。

刘莘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小时候

并没有太多书籍可以阅读，他中学阶段

看的书很杂，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阅读

训练，上大学也是以理工科为主，一开始

并没有形成深度阅读的习惯。

“我的阅读启蒙老师是一位大我一

两岁的火车司机。”刘莘回忆说，正是这

位爱读书的火车司机，在大学时经常跟

他讲卢梭、尼采等哲学家的书。对于这位

朋友推荐的书，刘莘当时完全听不懂，为

了搞清楚对方是否在糊弄自己，他开始

硬着头皮去读这些书，“读书有时就像谈

恋爱，越是读不懂越是拼命去理解，这才

一步步走进了书中的世界。”刘莘说。

池晓的阅读故事始于一个“美丽的

误会”。在他小学即将升入四年级时，新

换的班主任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池晓

为了放学后少写一点作业，就把自己最

得意的一篇作文交了上去，“我把攒了一

个月的好词好句都用在了那篇作文里。”

这篇作文获得了老师的高度评价。老师

鼓励他：“你既然这么会写作，就应该多

读读好书、读读世界名著。”

自那以后，池晓家中就有了很多少

年版、微缩版的世界名著，他以一天一本

的速度浏览，但此后，阅读又被搁置下

来。“中学的时候很浮躁，有很长一段时

间不爱阅读。”池晓回忆说，直到大学后

半段，他发现游戏、电影等没法完全满足

自己的需求，才真正沉下心来回归阅读，

小学老师用鼓励埋下的种子开始“发芽

生长”。

王子涵家中藏书丰富，受热爱文学

和艺术的父亲影响，他从小在浓厚的艺

术氛围中长大，但那些书籍对年幼的孩

子来讲，太过深奥，“那时候的阅读始终

在混沌和懵懂之中”。包括在师范院校读

本科时，他并不清楚自己以后是否要从

事教育行业，直到读研究生时，在老师的

引导下，他开始大量阅读教育、哲学类的

书籍，“那时才像受到一种启示，觉得自

己就是要当老师。”这是王子涵爱上阅读

的第一个节点。

第二个节点来自教学。当了老师之

后，王子涵发现：“给学生上课，光靠教材

是不行的。怎么能让自己的课堂更丰盈、

更充实？还是需要大量的阅读。”他谈到，

每学期末，老师都要给学生列推荐书单，

其实书单上的书他并没有完全读懂，但下

学期上课时，王子涵就会让学生就书中内

容向他提问，反而让他受到很多启发。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信息的获取与处理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智能语音助手的即时问答，到大数据算法精准推

送，信息洪流深刻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个AI几乎可以“秒答一切”的时代，我们还需要阅读吗？

在第30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对话》栏目、《教育导报》联合推出第30个世界读书日特别策划，邀请到四川大学哲学与教育学教授

刘莘、四川天府新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高中历史教研员王子涵、好奇学习社区和钥匙玩校创办人池晓，共话AI时代下的阅读和教育。对话中，关于AI时代是否需要阅

读，3位读书人、教书人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并从自身的阅读经历和教育经验出发，深入阐释了“AI时代，为什么我们更需要阅读”。

荐书 《民主与教育》
[美]约翰·杜威 著

关于教师阅读，刘莘做过一个调查，

收集了义务教育阶段各学科教师的1万

多份样本，问起对阅读的认识，绝大部分

的老师都认为阅读十分重要，然而问起

老师自己的阅读时，多数老师的阅读量

并不大、阅读时间也不长，“一个很高的

‘知’和一个很低的‘行’之间，形成了‘知

行不合一’的反差。”刘莘谈到，这种现象

的背后既有客观原因，老师工作繁忙、时

间精力有限等，同时也有主观原因。

在当今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时代，

教育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阅

读如何为教师发展赋能？有哪些好的阅

读建议？3位嘉宾进行了分享。

“我们都知道阅读很重要，知道了就

要努力做一个知行合一的人。”池晓认

为，所有促进阅读的努力都可以归结为

一件事情：拉近人和书本之间的距离。

像利用游戏让学生对阅读产生兴趣一

样，教师也可以通过读书会、写评论、积

分制竞争等更有趣的活动，提升学生对

阅读的兴趣。

“老师除了教书育人的身份以外，首

先是一个有着自己审美、爱好和热情的

人。”池晓谈到，一个人真正热爱、贴合

本性、最能打动人的那一部分，特别值

得结合教学目标传递给学生。通过阅

读，老师可以聚焦本真、开发自己的绝

活，“这不仅能疗愈自己，也可以作为立

身之本。”

池晓特别提到，家长也需要跟上孩

子的进度，必须学习、必须读书，特别是

学习关于家庭教育、亲子沟通的相关知

识。“我们会反向操作，家长读完了书，小

孩要签名。”池晓介绍好奇学习社区的做

法，“教师和家长都要保持阅读的状态。

通过成人，让孩子离书更近一点。”

“在阅读的过程中，你可以发现更多

自己喜欢和想要尝试的领域。”王子涵谈

到，教师阅读并不一定局限在自己的专

业领域，多去阅读其他有助于自己认识

世界的书籍，反而能对专业发展有所启

发。而正是这些广泛的阅读，能让教师的

内心世界变得丰盈，从而流露出智慧、从

容和自信。

“《桃花源记》中有一句‘缘溪行，忘

路之远近’，而我们许多人已经很久没有

过‘忘路之远近’的状态了。”王子涵认

为，阅读应该格外关照自己的内心，打造

属于每一个人自己的阅读史。

在刘莘看来，阅读要做有思想的减

法。“我们不可能穷尽所有的书籍。”他认

为，为什么给自己或学生选这本书而不

选那一本，老师要思考如何做这个减法，

而这也是更加明晰自己内心的过程，是

教师主体性的重要体现。

此外，刘莘建议老师们多尝试写作，

“读书和写作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写作

并不是要每个人都成为作家，而是以此

来建构自己的心智。”

正是这些在AI时代对人类而言更为

迫切的需求，为回答为什么更需要阅读

这个问题奠定了基础。

“现在的飞机、火车都很方便，我们

买好票就可以直接去到一个地方，但这

永远也代替不了徒步的感受。”王子涵认

为，AI带来的便捷也是如此，如果忽视掉

通达目标的过程，人的价值、体验也会变

得抽象而不再具体，相比之下，阅读就是

观照自己内心的一面镜子，是人与世界

沟通的一种方式，“鼓励我们以开放的心

态拥抱这个不确定、却又充满无限可能

的世界。”王子涵说。

“阅读天然地提供了一种主动性和

内驱力的训练。”池晓举例说，看视频等

学习方式也许可以走神，但阅读一旦走

神则很快就会受到“惩罚”，必须重新去

看，否则很难融入作者的思路里，这对人

的主动性要求特别高，“一旦你真正投入

到阅读中，很容易进入心流的状态，深度

思考的能力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很好

的锻炼。”

书架上的每一本书，都是看向世界

的一扇窗口，人们通过阅读这扇“窗口”

获得不一样的视野，池晓说：“从不同的

角度去看问题更加能够理解世界的复

杂性，这对强化人的同理心十分有帮

助。”他认为，读者通过阅读和作者达成

沟通，甚至是穿越时空跟远古的智慧对

话，这个过程中，阅读对主动性、判断力

等方面的提升作用是其他学习方式难

以企及的。

“人和世界的遭遇需要媒介，文字是

一种媒介，文字背后不同的思想也都是

一个个媒介。”刘莘说，人通过阅读与书

中的思想碰撞出火花，有困惑、矛盾、冲

突的时候，这些都会投射到人的头脑，促

使我们反过来“思考自己的思考”，人在

这期间无形之中就获得了成长和发展。

他谈到，文字和视频、游戏等拥有大

量可视化的媒介不同，它是绝对开放的，

阅读时，读者必须调动大量想象力参与

建构书中世界。作为一种建构性的媒介，

阅读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想象力的

建构直接影响着对世界的建构，越是参

与世界的建构，人的主体性就越强，反

之，一个人的主体性越弱，越容易被信息

洪流卷走。”

在当今时代，人工智能的浪潮汹涌

澎湃，随着其不断进化和普及，会给个体

带来哪些深刻影响？在与3位嘉宾的对话

中，“主体性”“同理心”“判断力”等词汇

被频繁提及。

“要回答AI时代为什么更需要阅读

这个问题，首先要想清楚，AI时代对人的

考验有哪些？”池晓解释，面对AI能够提

供的纷繁多样的选择和信息，个体的内

在驱动力显得更为迫切。如今，我们问一

个问题，AI能够给出一堆回答，但回答的

质量取决于提问的能力。在这些选择和

信息前，如何提出高质量的问题、做出正

确的判断，是 AI 时代人类面临的考验，

“AI时代对人提出的要求，一直都是人类

文明发展史上始终要面对的问题，只是

在这个时代，它们变得更加显著。”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与人之间产生

连接的方式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池晓

谈到，在这样的背景下，同理心、感受力

变得尤为重要。

“刷短视频、朋友圈，这些都是大家的

日常。”王子涵谈到，在大家习惯被各类信

息“投喂”以后，很容易被信息茧房所束

缚。此外，人们使用各类AI软件时，只要输

入问题就能直接得到答案，“但容易被忽

视的是，通达答案的过程也十分重要。”

王子涵讲述了一段让他印象深刻的

阅读体验——读《大唐西域记》时，对一

段细致的场景描写，他起先并没有什么

特别感觉，但读到注解上写：“玄奘历经

艰险后兴奋地观察着佛寺每一个角落的

画面跃然纸上。”“我突然之间就和玄奘

发生了连接，神交古人的感觉就来了。当

从玄奘的视角再去看那一段文字，一切

都不一样了，能体会到他当时的心情以

及背后不畏艰难的精神。”王子涵说，这

样的同理心，是AI无法提供，而阅读能够

赋予我们的。

“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文字的媒

介地位无法被替代。”刘莘谈到，在工业

时代，阅读就很重要，当时公众接收信息

的方式并不多，然而在媒介繁杂的今天，

人的注意力很容易就被视频等方式吸

引，大家被动遭遇信息的机会越来越多，

主动建构的机会越来越少，“这直接造成

了人的主体性下降得更快，与此同时，我

们尤其需要警惕同质化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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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哲学对谈’的形式拆解问题，用

“瓦尔登湖”式的宁静化解焦虑，在‘重塑

自我’与‘拥抱世界’的呼吁中给人启思。

第30个世界读书日
特别策划

“文明是教育跟灾难的竞赛，我们

不仅要谈教育，也要思考面对灾难，我

们可以做些什么？”

荐书 《地震三书》
李西闽 著

荐书 《世界作为参考答案》
刘擎 / 严飞 著

“读这本书，能够带领我们直抵教育

的底层逻辑，让我们理解教育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