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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快餐式阅读能“吃好”吗？
——写在第30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

在短视频和社交媒体盛行的今天，碎片化阅读已成为较多学生获取知识的潮流。3分钟读完《百年孤独》、15秒掌握《论语》金句、收藏即“已读”……这
些新兴的阅读行为究竟算不算真正的读书？面对铺天盖地的“知识快餐”，有人担忧深度思考能力正在流失，也有人认为这是信息时代的高效学习方式。

今天是第30个世界读书日。连日来，记者走访我市多所校园，采访学生、教师及专家学者，试图在“快阅读”与“慢思考”之间，探寻这个时代对“读书”的
全新定义。调查发现，碎片化快餐式阅读并非洪水猛兽——关键在于如何引导人们在海量信息中锚定方向，让“刷屏”成为深度阅读的起点，而非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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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本报通过“青苹果校园”微信公众号
发布问卷调查，截至发稿前，共回收有效问卷
841份。

问卷调查显示，在“您的孩子平均每天花在
阅读上的时间大约是多少”的问题中，选择“少
于15分钟（碎片化为主）”的占33%，选择“15—
30分钟”的接近半数（占比49%），选择“30—60
分钟”的和选择“1小时以上（深度阅读为主）”
的分别占14%和4%。

在“您更倾向于孩子采取哪种阅读方式”这
一问题中，选择“碎片化阅读（如短视频、短文、
社交媒体）”的占21%，选择“深度阅读（如书籍、
长篇文章）”的占23%。更多家长选择“两者结
合，视情况而定”，占57%。

而在“开展碎片化阅读的渠道”中，表示孩
子使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以及抖音、

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家长最多，分别占比30%
和41%；少数会使用“新闻类APP（如今日头
条、腾讯新闻）”和“网络小说或短文平台（如知
乎、豆瓣）”，分别占比18%和11%。

碎片化阅读有哪些优势？384人认为能
“节省时间”“轻松无压力”。521人认为“信息
更新快”，499人认为“适合现代生活节奏”。

深度阅读最不可替代的价值是什么？655
人认为可以“培养专注力”，555人认为可以“提
升逻辑思维能力”，502人认为能“系统
学习知识”，490人认为可以“带来心灵
沉浸感”。

对于“您/您的孩子是否因碎片化阅读而难
以专注长时间阅读”的问题，32%的家长认
为影响明显，37%的家长认为偶尔有影响，
还有13%和18%的家长则分
别表示“几乎没有影响”“不
确定”。

“ 现 在
阅读的方式可

多了，除了像微信
公众号里面的文章，还

有像‘几分钟解说一部小
说’等短视频，也有书籍的漫画、动画解
析。像我的话，我还会选择听书，这样随时

随地都能接收信息。”蓬江区丰泰小学六（4）班
学生李汶珊说。

正如李汶珊所言，随着短视频、社交媒体
等载体的普及，他们这些新时代学生拥有更为
多样的阅读选择。对他们来说，阅读从来不只
是“捧着一本书”，还有更多“打开方式”。

江门市怡福中学语文科组长黄惠华从教
20年，见证了学生阅读形式的变化。“以前我
们总是拿着纸质书，现在的学生有手机、平板
电脑，阅读是方便了，但通过这种‘快阅读’的
方式，学生对书籍内容留下的印象其实是不太
深刻的。”黄惠华说。

“孩子不可避免地会接触碎片化阅读，抖
音上的新闻资讯和各种有趣的解说，B站的科
普类视频和纪录片孩子都很感兴趣。”蓬江区

紫茶丰雅小学三（5）班学生毛誉宁的家长张女
士坦言，因为平时孩子学业忙，只能利用课间
或是完成家庭作业后这些零碎时间来阅读书
籍，深度阅读只能是在周末，但持续的时间也
是有限的。

而谈到对碎片化阅读的利与弊，受访者有
不同的看法。“我不认同碎片化阅读。碎片化
阅读的阅读模式是不完整的，断断续续的，会
让孩子懒惰，思考不深入，降低辨识能力。”台
山市大江镇中心小学学生家长叶女士说。紫
茶丰雅小学家长张女士认为，一方面由于现在
能够给予孩子的阅读时间不多，碎片化阅读能
让孩子快速获取很多信息，拓宽知识面，像一
些新闻资讯、生活小常识等。但另一方面，碎
片化阅读没办法培养孩子深度思考的能力，所
以她还是希望孩子能专注读一本好书，多进行
深度阅读。

“短文本的语境比较简单，如果过度依赖
碎片化阅读，可能会造成学生对语境感知能力
的下降，这样学生在做阅读题目时，会影响他
们对上下文衔接的理解。另外，现在还存在一
个比较特别的现象，学生们在写作时不是先构
思文章应该怎么写，而是‘素材先行’，碎片化
阅读会导致他们虽然积累的素材足够多，但是

运用素材的能力并没有提升。”江门一中语文
教师金楷洺说。

江门市第十一中学语文科组长王敏表示，
真正的阅读一定要透过文字，看到文章背后的
文化和内涵，才能提升文学素养。“虽然像几分
钟读完一本经典名著之类的视频，能让学生初
步了解各种名著，但却是只知皮毛，不求甚
解。”王敏表示，班上曾有学生受到短视频的错
误引导，在学习《骆驼祥子》一文时，对主人公
产生误解，在写文章解析时完全忽略当时的时
代背景，反而一味地对主人公批判、指责。“因
此，我要求学生在阅读时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思
考和判断，做到知人论世，咬文嚼字”。

怡福中学七（6）班学生林晓妍认为，“快阅
读”很精简，如果时间紧急或者是备考，可以让
她在短时间内掌握更多信息。“但是‘快餐式阅
读’，等于只了解了一条鱼的骨架，放弃了精华
部分的鱼肉，所以我认为碎片化阅读是不可以
替代深度阅读的”。

碎片化阅读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不
少受访者表示，碎片化阅读是否会产生负面
影响，更多取决于使用者如何运用。碎片化
阅读是“零食”，深度阅读是“正餐”，两者并非
完全对立。

江门一中高二（20）班学生钟杏宜表示，
自己会看微信公众号的文章，但这是基于自
己已经看完一本书的基础上，再去网上看短
评、短视频等作为了解和补充。“现代人生活
节奏快，选择碎片化阅读是获取信息的良好
方式。但是如果只选择碎片化阅读的话，很
难了解到其中的本质。”江门一中高一（3）班
学生叶儿说。

“有时候在网上会刷到一些极简解说之
类的视频，如果在观看后觉得自己感兴趣的
话，我就会去看实体书，了解更多细节。我觉
得碎片化阅读也可以成为深度阅读的入口，
如果没有在网络上接触这些信息，可能就没
办法发现更多自己会感兴趣的书了。”丰泰小
学四（2）班学生梁子嫣说。

“碎片化阅读和深度阅读之间其实是可
以平衡的，关键在老师怎么引导。”丰泰小学
语文教师邓雪莹说，她在教学中鼓励低年级
学生博览群书，通过碎片化阅读掌握更多信
息；高年级学生文学素养提高了，就可以要求
他们对文本“细嚼慢咽”。

“据我观察和了解，班上孩子看短视频、
社交媒体的比较少，更多还是看纸质书。”江
海区天鹅湾小学班主任韦小娜认为，孩童时
期养成阅读习惯非常重要，在班上，她会利用
每天的早读、午读来保证学生阅读时间。同
时，每天布置阅读摘抄作业，引导学生坚持阅
读，养成阅读习惯。“碎片化阅读，也
可以理解为抓紧一切空余时间来阅
读。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挤还是

有的。以我自己为例，早上起床后，我做的第
一件事是打开‘学习强国’，听听新闻，看看金
句，用半小时了解每天时事。”韦小娜表示，碎
片化阅读一样可以学有所获，重点在于自身
选择看什么、怎么看。“汉代学者董遇提倡利
用‘三余’来读书：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
雨者晴之余（冬天是一年的多余时间，夜晚是
一天中的多余时间，下雨的日子是季候时令
中多余出来的时间）。这种抓紧一切空余时
间读书的精神，值得我们借鉴。”韦小娜说。

张女士的女儿就读于江海区景贤初级中
学，是一名初二学生。张女士告诉记者，平时
孩子接触手机的时间很少，更多还是通过看
纸质书进行阅读。“相比起来，我反而很久没
有静下心来看完一整本书了。”张女士表示，
在孩子小时候，她有意识地培养孩子阅读习
惯，经常放下手机陪孩子一起阅读，随着自身
工作愈发繁忙和孩子学业越来越紧张，亲子
阅读的时间不知不觉就减少了。“我以前还会
找一些教育类的书籍来看，现在更多是看短
视频、看直播来听教育故事，学习教育方法。”
张女士表示，孩子的阅读习惯养成需要家长
的陪伴和引导，碎片化阅读的确是一种获取
知识的方式，但更希望孩子坚持深度阅读，才
能不断从书籍中汲取成长的养分。

黄惠华也表示，不会直接不允许学生进
行碎片化阅读。“我也会让学生看漫画版小
说，看小说梗概，但我会引导学生以此来对比
原著，也尝试过让学
生在课上一起看短视

频解说，以任务导
入，激发他们对阅读
的兴趣。”黄惠华说。

为了引导学生做
好深度阅读，王敏不定期组织学生举
办读书会，分小组布置阅读任务，如角
色扮演、情景演绎、演讲等激发学生阅
读兴趣，营造浓厚阅读氛围。近年来，
江门市第十一中学还与江门市文化馆、
江海区图书馆和龙溪湖阅读中心等场馆
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定期举办教师主题阅读
会，成立翠苑文学社学生社团，开设经典阅读
素质拓展课程。

金楷洺也同意“任务驱动”这一方法。“碎
片化阅读无疑能提升信息的获取量，时代在
变化，我们要积极拥抱时代潮流。作为老师，
我们应该为学生们作示范，对海量书籍进行
深读区和浅读区的分类，并教会学生筛选书
籍的标准，优化他们的阅读习惯，并通过跨媒
介的方式提升他们的阅读素养。”金楷洺说。

当被问及碎片化阅读是否会导致
阅读“浅薄化”，江门职业技术学院图

书馆馆长吴南雁表示，凡事具有两面性，
碎片化阅读打破了传统阅读的时空限制，

能让人在短时间内抓住重点概要，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高效阅读，还能训练大脑的“注意力切
换”能力。但过分依赖碎片化阅读并不可行，
因为大脑在频繁切换信息时，难以形成深度思
考所需的“沉浸状态”，会使人逐步丧失概括和
深度思考能力。

吴南雁还指出，碎片化阅读可成为深度阅
读的“跳板”，具有投石问路的功能，读者可以
用碎片信息建立知识雷达图，规划深度阅读路
径。当读者把碎片化信息重新组织为个人知
识系统时，这种主动加工的过程也能达到认知
深化的效果。“例如我们现在也会建议学生，在

短视频或者社交媒体上刷到一本书的介绍、概
要时，自行整合相关信息，然后进行整本书的
深度阅读。”吴南雁说。

进入数字时代，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定义
“读书”？传统的阅读标准是否需要调整？吴
南雁认为，阅读必然会随着时代发展而产生变
化，从古代的竹简阅读到纸质图书阅读，再到
现在的数字阅读。数字阅读就是阅读对象的
数字化，以及阅读方式的数字化。但无论如
何，不变的是阅读的内容和记载的知识，我们
的最终目的就是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抓住阅
读重点，通过高质量的深度阅读丰富知识、提
升自身文化水平和素质。

针对阅读方式的改变，吴南雁建议，出版行
业要积极顺应变化，运用好人工智能技术，进一
步提升内容筛选力、技术整合力、用户运营力

等，尝试推出“精华版”书籍、互动式电子书、“音
频+图文版”书籍等。同时，还可以在保持完整
版本书籍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出版质量上乘
的“碎片化”读物，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

对家长和教师来说，如何帮助孩子建立更
健康的阅读习惯？吴南雁建议，可通过碎片化
内容激发孩子的兴趣，进而推荐系统性读物。
比如，孩子在刷过“黑洞照片”短视频后，可引
导其阅读《时间简史》。

吴南雁表示，只有家长以身作则，放下手
机，陪伴小朋友一起阅读，享受亲子时光时，
才能真正激发孩子进行高质量阅读的内驱
力。家长需要展示阅读行为，例如每天固定
30分钟阅读时间。老师需要积极营造良好的
阅读环境，如设置阅读角、创新形式开展阅读
互动等，让学生拥有可读书、读好书的环境。

碎片化阅读可成为深度阅读的“跳板”

碎片化阅读是“零食”
深度阅读才是“正餐”

现在的学生阅读有更多“打开方式”

问卷调查：超半数家长选择让孩子结合“碎片化”与“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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