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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人的骄傲镇江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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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6个小时阅读一本指定书籍并完成测试

市图书馆承办
2023长三角阅读马拉松大赛
报名开始，9月16日开赛

本报记者 笪伟 本报通讯员 吕超

2023 长三角阅读马拉松大赛将
于9月16日开赛，报名工作也已经启
动，日前，记者采访了联合主办方镇
江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请他聊聊，
什么是阅读马拉松？以及为什么要
参加阅读马拉松？

市图书馆社会工作部赵飞介绍，
阅读马拉松是中国原创的阅读比赛形
式，它结合了对阅读速度和质量的考
察，要求参赛者用 6个小时阅读一本
指定书籍并完成测试。阅读马拉松赛
是个人专注与意志力的终极挑战，成
绩并非阅读者参与的唯一目标，单个
的阅读者通过阅读马拉松比赛联合起
来，将阅读从私人领域带入公共空间，
向社会集中展示阅读的力量并推广阅
读的行为，才是数以万计的阅读者参
与阅读马拉松的意义所在。

自 2018 年至今，长三角阅读马
拉松大赛已连续举办 6年，是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线下阅读赛事，本次大赛
将有 185 个公共图书馆和超过 8000
名阅读者参与。

获得6小时读完一本书的
成就感

“如果你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
丝，那么你应该来参加阅读马拉松。”
赵飞说，很多阅读者买书时都制定了
每天半小时的阅读计划，但事实情况
是阅读并不困难，坚持本身才是最难
的——往往我们会在几天后忘记计
划，等到一两周以后想起来，发觉已
经忘了前边讲了什么，于是弃书。对
没有良好阅读习惯的读者，一定要集
中阅读，一周抽上一天时间一口气把
书读完。阅读马拉松比赛给大家一
次尝试的机会，完赛后你会增强完成
阅读的信心。

推动身边的朋友爱上阅读

如果你是重度阅读爱好者，总是
想着推动身边的人一起阅读，那一定
要参加阅读马拉松。你可以鼓励朋
友们和你组队，利用
比赛中良好的阅读
氛围和竞争机制，
让他们享受阅读的
成就感，推动他们
一起爱上阅读。

学习和
实践阅读方

法
如果你想学习阅读方

法，提高阅读的能力，那一定
要参加阅读马拉松。阅读马
拉松是一次阅读方法的学习
和实践机会。比赛用书中有
19 页漫画介绍阅读方法，赛
制中专门设计了略读和通读

环节，并用相应的测试推动大家实践
阅读方法。完赛后，你可以进一步在
日常阅读中培养阅读马拉松推荐的

“挑选”和“研究”并重的阅读习惯。

训练专注力与意志力

如果你因为短视频和碎片化信
息感觉专注力和意志力下降，那一定
要参加阅读马拉松。专注力和意志
力就像肌肉，要突破常规进行训练。
每次阅读马拉松 6小时连续阅读后，
就像肌肉训练中轻微撕裂的感觉。
酸爽过后，专注与意志力都会得到极
大提高。如果你觉着效果好，每隔一
段时间也可以自己来一场阅读马拉
松。

体会内心的宁静

没有任何地方能像阅读马拉松
的现场：当比赛开始，所有人都把注
意力投入到书中，现场只剩下书页翻
动的声音，你会体验到一种来自内心
的宁静，这是由一群专注的人共同创
造出来的神圣的精神生活领域，相信
每一个有幸体会到的人，都会留下深
刻的记忆。

获得精美的阅马奖牌

当然还有阅读马拉松的精致奖
牌，虽然外在的奖励并不重要，但限
量版的阅读马拉松奖牌你值得拥有。

总而言之，阅读马拉松这个活动
是为了鼓励更多人加入快乐读书的
行列，记录阅读的快乐和美好。

据介绍，镇江市图书馆自 2020
年起承办该项赛事，不仅吸引了镇江
热爱阅读的市民参加，还有无锡、苏
州的读者前来参赛。“把读者聚集在
一起，向社会展示阅读的力量”是图
书馆举办该项赛事的初衷，希望让读
者之间形成对于阅读的“共同回
忆”。

本报讯（笪伟 裴伟）日前，收录
了“人民教育家”于漪老师在不同时
期出版的专著以及发表于各类报刊
的论文、讲话、序跋等作品的《于漪全
集》（修订版）正式出版。首发式 9月
2日在上海图书馆（淮海中路馆）4楼
多功能厅召开。

《于漪全集》是基础教育领域首
部特级教师的全集，收录了于漪老师
在不同时期出版的专著以及发表于
全国各类报刊的论文、讲话、序跋等，
记述了她“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
做教师”的职业信仰和实践探索。

以“一辈子学做教师”为线索，
《于漪全集》（修订版）从基础教育、语
文教育、课堂教学、阅读教学、写作教
学、教师成长、序言书信、教育人生多
维度展现于漪来自教育第一线的理
论研究和实践成果，基本体现了当代
教育家的典型形象，将为广大教育工
作者学习人民教育家于漪教育教学
思想，探索中国特色教育学、教师学，
为国育才，为党育才，发挥应有的作
用。

据了解，在教师节即将来临之
际，为弘扬尊师重教风气，号召广大
教育工作者向人民教育家于漪学习，
上海图书馆讲座中心和上海教育出
版社于 9 月 2 日在上海图书馆（淮海
中路馆）4 楼多功能厅召开《于漪全
集》（修订版）首发式暨于漪教育教学
思想研讨会。教育界专家，出版者，

《于漪全集》编委语文特级教师陈军、
黄荣华、王友、兰保民等阐述于漪教
育教学思想的当代价值，讲述和于漪
老师相关的故事。

于漪，人民教育家。1929 年出
生于江苏镇江。1951年毕业于复旦
大学教育系，1978 年被评为全国首
批特级教师。曾任全国语言学会理
事、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
长。长期躬耕于中学语文教学事业，
坚持教文育人，推动“人文性”写入全
国《语文课程标准》，她为人民教育事
业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也获得
了党和人民给予教师的最
高荣誉，但她却总说，自己

“做了一辈子老师，一
辈 子 在 学 做 老
师。”

“丰而不余一
言，约而不失一辞”，
是于漪为自己定下的
讲课规矩。哪怕是
从家里到学校步
行一刻钟才乘到
车子的路程，于漪
都在更新、完善着
教案。即将开始的
这堂课，怎么开场、
如何铺陈，每一个字词
都打磨过很多遍。一位青

年教师曾随堂跟踪于漪 3000多节语
文课。对同一篇课文反复教授中，他
竟从未听到过重复的讲授。

于漪是一位时代感强、有着先进
教育理念的教育家，可以说，她的教
育思想一直引领着近几十年来上海
乃至全国基础教育发展方向。她认
为，“时代在前进，教育必须与时俱
进”；教育必须具有前瞻性，因为教育
效果往往是相对滞后的。因此，作为
教师必须克服浮躁，登高望远，要用
明天对建设者的要求，指导今天的教
育。

在中国当代语文教育史上，于漪
曾两次提出重要的语文教育改革思
想：1978年提出的“教文育人”和1996
年倡导的“弘扬人文”的主张，都在语
文教育思想发展史上产生重要影
响。她的“教文育人”思想，以“全面
发展的人”为培养目标，构建了以“思
维训练”为核心的语文教育理论，有
力推动了语文教育由“语言—文字”
型教育到“语言—思维”型教育这一
划时代转变的实现。面对 21世纪信
息革命的时代，于漪的教文育人思想
为语文教育提出了一条发展新路。
她的“弘扬人文”的主张，引发了全国
范围的语文教学的深刻反思，既丰富
和完善了教文育人的思想，又促进了
语文学科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
育”的转变。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这首描写故乡镇江风光的诗词，是于
漪老师最偏爱的一首，她曾在不同场
合朗诵。“家乡是个有内涵的城市，有
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此生有幸，生于
镇江。”这是于漪曾经在接受《京江晚
报》记者采访时曾说过的一句话。

于漪说，她是喝长江水长大的，
是镇江秀丽的景色陶冶了她的思想
情操，是镇江的悠久历史塑造了她的
生命之魂。她曾为《京江晚报》读者
写过这么一句话——家乡育人成长，
一辈子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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