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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当大数据和算法已经能够轻松为每个人带来人类知识的精华，阅读是否还有价值、还有必要？
第30个“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青年报》“思政育人·悦读中国”特刊，邀请了10位来自“双一流”建

设高校的校长和8位来自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共青团和青联界别的委员，从不同维度深入探讨人工智能时代因何
阅读、如何阅读。他们的见解，既有对传统阅读价值的坚守，也有对数字阅读趋势的洞察。

我们期待，这些文字和其中浸润着人生体验的思考，能够为广大青年在信息洪流中擎起一盏指引阅读方向的
明灯。愿青年们能在这些智慧的启迪下，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氛围，从中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
涵养浩然之气。

春暖花开季，正是读书时。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

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的民盟、民进、教育界

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在听取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发言后提出：

“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

作为联组会发言代表，我很荣幸在现场向习近平总书记

汇报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有关思考，并聆听了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

次谈到自己的读书经历，反复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寄语学生要

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为我们更好地把握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更好地认识阅

读、投身阅读、乐享阅读提供了根本遵循。

如今，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

轮科技革命创新成果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挑战与解锁着一

项项人类曾经引以为傲的专长和技能。从阅读来看，便捷的数

智化服务让“读万卷书”触手可及，并进一步朝着满足人类多

样化、个性化需求的方向持续发展。

一方面，人工智能正在让阅读变得“简单”。大模型技术可

以帮助我们迅速检索文献，又能够在短时间内“阅读”完海

量文字，让观点“一键直达”、脉络“可视呈现”，甚至在面

向全新知识领域时，人工智能可以迅速将晦涩难懂的知识转

化为匹配读者认知能力的通俗语言、生动画面，从而让阅读

的过程不再枯燥、向“悦”而变。例如，当文化和科技相

遇，文森特·梵高画笔下的 《星空》 将为读者提供更加深邃

而迷人的视觉体验，沉浸感受作者对奇幻星辰的眷恋和蓬勃

生命的敬畏。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在让阅读变得“平淡”。人工智能固

然能提升阅读效率，但是仍然无法替代传统阅读。经验告诉

我们，阅读不仅是信息的输入，更是思维的训练、审美的体

验、情感的共鸣、精神的享受等。当人工智能与传统阅读相

遇，我们虽能够感受到“创新”对“传统”的解构重塑，但

更能体会到“传统”对“创新”的演绎挑战。例如，Chat⁃
GPT 虽然可以输出一篇流畅的文章，可以“摘要”故事的

矛盾冲突，但它却无法真正“理解”文字背后的情感与思

想，无法帮助人们像传统阅读一样，体验生活起伏、参悟人

生真谛，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壮志

豪情难以被机器复制粘贴，苏轼“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

一粟”的辽阔境界也无法被算法运行解码。

一直以来，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

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

浩然之气。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对如何阅读进行过深入讨论，

他指出：“一方面，读书要用‘巧力’，读得巧，读得实，读得深，

懂得取舍，注重思考，不做书呆子，不让有害信息填充我们的

头脑；另一方面，也不能把读书看得太容易，不求甚解，囫

囵吞枣，抓不住实质，把握不住精髓。”习近平总书记的

“读书之道”，既为我们开展传统阅读指明了努力方向，更为

适应数字阅读新环境给出了启发。人工智能时代，阅读本身

自然不会被淘汰，但是不会阅读的人却将面临着“降维打

击”的风险与挑战。因此，保持对阅读的热爱，做一名“清

醒的阅读者”，处理好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之间的关系就显得

十分重要。

一是要向“巧”读，增强阅读新活力。人工智能与所有新兴

科技一样，都是一把“双刃剑”。做一名“清醒的阅读者”，要树

立辩证观念，强化人机协同能力培养，更加智慧地使用人工智

能，要让其成为自己的工具助手，更好地服务自主学习，而

不能被“技术牵着鼻子走”。要发挥人工智能在新型阅读场

景创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努力在虚实结合的立体化阅读空

间中不断增强阅读体验、提升阅读便利、品味阅读乐趣，为

变革传统阅读方式、提升阅读效率注入创新活力。

二是要向“实”读，提升阅读新质效。阅读的目的是通过学

习来增长知识、增加智慧、增强本领、增进实践。做一名“清

醒的阅读者”，要在主动运用人工智能提高阅读效率的基础

上，不断强化跨学科跨领域学习，既读有字之书，也品无字

之书，努力在“小课堂”与“大课堂”、“技术前沿”与“人

文经典”的阅读结合中，构建起更加宽广的知识结构和认知

视野，培养好面向未来的复合素养和解决复杂问题的创新能

力，更好应对未来挑战。

三是要向“深”读，珍视阅读新价值。人工智能时代，读书

的意义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加重要，它能够帮助我们保持独

立思考的能力，避免被算法推荐和信息茧房所束缚。做一名

“清醒的阅读者”，要重视深度阅读和深度思考能力的训练，

要强化辩证批判思维培养、信息甄别能力提升和自身知识框

架构建，形成系统化阅读习惯，从而更好地抵御情绪化表达

的裹挟，超越碎片化信息的局限，更好培养人工智能不可替

代的认知能力，实现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融合共进。

书香是一种氛围。人工智能时代，无论是细品墨香“手

不释卷”的纸质阅读，还是随时随地“一屏万卷”的电子阅

读，厚植书香底蕴，让阅读成为每个

人的生活方式、成为全社会的流行

文化，是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

国的关键所在。人间四月天，读书正

当时，让我们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

记的号召，不断探索和实践更具时

代特色的阅读方式，做“爱读书、读

好书、善读书”的终身践行者，让阅

读成为人生道路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线，努力为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新的力量。

AI时代，做一名
“清醒的阅读者”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邮电大学校长 徐 坤

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所承载的知识不仅仅是停留

在符号表层的所谓“确定性意义”上，还是一个个建立在

作者原意基础之上的带有独立性的“召唤结构”。读者在

阅读的同时，经过理解、思辨、联想、对比、判断、拓展

等系列机制，才能有选择地吸收、有目的地修正书籍的内

容，从而发挥其作为知识基础、方法来源、创新灵感的特

有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说，书籍因阅读而生，为阅读而在。阅

读让书籍承载的知识显化、活化，进而由读者内化、转化。

书籍作为知识文本，沉淀着人类思维的密码，对这一密码的

多维解码即是学习思考的过程、知识联结的过程、试错纠错

的过程、思维涵养的过程、智力增长的过程、激发创新的过

程。所以，阅读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都具有不可或缺性、

不可替代性。

当今社会，随着知识向网络迁移及存储形态的多元化，

书籍的呈现方式和阅读方式已悄然变化。工作节奏和生活方

式的改变，使得阅读内容、效率、量与质呈现出了碎片化趋

势。进入智能时代，智能工具的出现、迭代和介入，进一步

强化了知识存储、检索、集成、综合乃至生成的能力，正在

极大地改变以往知识生产与传承的逻辑，也在重塑社会的阅

读生态，改变人们的阅读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

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智能时代，阅读的本质需要

坚守，阅读的方法需要与时俱进。我们不妨按照“四个相辅

相成”的方法，进行有效阅读。

一是集中阅读与碎片化阅读相辅相成。当今时代，快节

奏的生活方式、社交媒体的普及以及信息过载等因素带来了

阅读的碎片化。与之相伴的是浅阅读、短阅读。而阅读习惯

的转变，又改变了信息生产与分发的模式。短、浅、快式的

信息制作与信息获取成为一种日常。我们必须直面这一变

化，并通过努力让碎片化阅读超越消磨时间、浏览信息的层

面，与信息的真实性、全面性、有效性有机结合起来，成为

信息获得、知识交互、认知生成的可靠渠道和有效方式。但

无论如何，个体思维的培养与思辨力的获得，需要足够有深

度、耐性、宽广度和持续性的阅读来加持；有价值的书籍只

有投入足够的心力、专注度去钻研、品读、细悟，才能生发

新知并引发新思考，而这些都需要集中阅读。集中阅读是必

要的“大运动量”的阅读方式，思维也需要在“极限运动”

中取得突破、获得能量。

二是经典阅读与通俗阅读相辅相成。通俗阅读的特点是

“好看”，这意味着阅读起来有趣、理解起来不难。但与之相

应地，这种书的内容一般专业性不强、学理性不足，对智力

投入的需求和由此得到的智力增值也相对有限，所以“通

俗”往往具有共时性效应而很难有历时性的留存价值。而经

典之所以被称为“经典”，是经过时间筛选或时代公认的好

作品，荟萃着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特定专业的代表性智

慧，对于同时代乃至后代的人们都具有启智增慧的作用。因

此，阅读的对象仅仅“好看”是不够的，还得是“好书”。

只有把“好看书”和“看好书”结合起来，把宝贵的集中阅

读时间用在吸收消化优质的精神食粮上，才会取得事半功倍

的阅读效果。

三是纸质阅读与电子阅读相辅相成。纸质图书是人类在

电子时代之前主要的知识承载与传承方式。长期的纸质阅读

实践不仅形成了一种习惯与传统，也成了文明传承的一种

标志、一种仪式。慢、细、静、境，是纸质阅读的精髓所

在。坐在书房里展卷细读，抑或置身于暖阳下掩卷遐思，

这些与阅读有关的美好图景早已成为我们的文化记忆。与

之相比，电子阅读具有易得性、便利性、参与性、强搜索

等特点，是当下年轻人的首选。随着屏幕终端和人工智能

的进一步发展，电子阅读无疑会更加成为常态。尽管都是

阅读，人作为精神的存在，有时候更需放下读书的“功

利”，以一种淡泊宁静的心境，去拿起一本书，在书香之中

驰骋想象、自由徜徉。

四是智能辅助阅读与亲身阅读相辅相成。读书有门槛，

在现代社会之前识字率不高，故而读书人有限；读书有专业

性，所以才有普及性知识和专业知识之别。一定意义上，读

书是一件苦差事，所以我们常以“好学”与否被规训或规训

他人。智能辅助阅读工具的出现和使用，对于读者了解文献

概况、定位具体细节甚至进行一定逻辑的讨论具有特定价

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学习和阅读，也让人们对其产生

了诸多想象和依赖。人作为精神主体，应是阅读的体验者、

价值的判断者、意义的建构者，需要在阅读中投入情感与思

考、展开联想与想象、带着情怀与理想、生成评价与创见。

辅助不是主导，更不是主体。“人是主体”是人类社会的基

本法则，在智能时代亦不例外。以亲身阅读为主，智能阅读

为辅，应是智能时代阅读的基本原则。

正如加拿大作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他的名著 《阅读

史》 中所写：“阅读，几乎如同呼吸一般，是我们的基本功

能。”只要人类文明的火种需要传递，阅读就是我们的生存

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是人类历史实践得到的真理，也应在新时代青年学子这里得

到最好的履践。

智能时代
有效阅读的四个建议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 张树庭

读书是文明传承之途、国家兴盛之要、社会进步之力、人

生成长之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发展战

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更加厚重深邃。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提到：

“数字化时代，社会节奏快，静下心来、耐着性子坐着读本

书不容易。”数字技术深刻地改变了知识的获取方式，重塑

了阅读生态。

当下，知识的“保质期”越来越短，信息的“折旧速

度”越来越快。如果不保持阅读与学习，一个人将难以适应

社会发展需求，一个民族也难以保持开拓创新的能力。“读

书改变命运”，读书不仅会影响个体的发展，更关系到国家

民族的前途命运。

从“一卷在手”到“一屏万卷”，数字阅读的力量更加

彰显。万变不离其宗，我们读书的核心要义，始终是要通过系

统阅读和深度思考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

身处“快时代”，如何“慢阅读”？习近平总书记一语道

破——“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

和素养。”阅读，尤其是经典阅读和深度阅读，是立德树人、培

根铸魂的重要途径。

今日的学子们，肩负着“强国一代”的历史使命。你们正站

在人工智能“快时代”的路口，如何沉下心来“慢阅读”，我有 3
点思考与你们分享。

一是融通知与行，坚持深度阅读与经典阅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处于人生积累阶段，需要像海

绵汲水一样汲取知识”“特别是要克服浮躁之气，静下来多读

经典，多知其所以然”。

有一本书，我完完整整地读了 3遍，很受感动，很有收获。

书名是《最美的青春》，这部长篇小说以塞罕坝几代造林人为

原型，记录了一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在 60多年里，这

三代人，让一棵树变成了百万亩人工林。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共和国的成长举步维艰。小说的男

主人公冯程，是大学生，也是拓荒者。我作为读者，和小说里他

的同伴们有着同样的疑问：他在塞罕坝这个连基本生存条件

都不具备的地方坚守了一年又一年，同时忍受了个别人的诋

毁、诬陷，甚至遇到生命危险，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

直到我跟随这部著作的叙事，看到女主人公覃雪梅道出

的答案：“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

深沉……”在故事中，周围响起掌声一片，在故事外，我也

忍不住热泪盈眶。

深度阅读，振聋发聩。阅读的魅力在于，它不去讲“大道

理”，不去讲“轰轰烈烈”，它可以书写平凡与大爱，无私与奉

献。经典的作品，以“无声胜有声”的力量，用写意的情感抒发

了对敢于奉献勇于忘我的青年人的致敬。

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得到智慧启发，滋养浩然

之气。就是在深度阅读中，我的心灵得到洗礼，在平凡中悟

到了伟大。

二是把握源与流，以数字赋能拓展阅读时空。
人工智能时代，阅读的“打开方式”更加生动。从竹简、纸

张，到手机、电脑，变化的是信息的传播载体，不变的是人们对

优质文化内容的追求。00后、10后青少年是数字阅读的主力

军。你们既要拥抱科技浪潮，也要守护阅读初心。深度阅读亦

可与时俱进，如虎添翼。

我们可以借助数字阅读的便捷性，随时随地实现知识的

获取。在校园里，有越来越多的师生，把“听书”作为每天必须

完成的“打卡项”。阅读真正做到了无处不在。2024 年发布的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有 36.3%的成年人以听书的方

式来阅读。新技术帮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让心灵跟上步

伐，即使不用眼睛“看”，也同样能做个熟读经典的读书人。

技术和内容的深度融合提升了阅读的互动性和体验感，

扩大了覆盖面和辐射面，给我们更多选择。云展览、云阅读、云

视听，便捷的数字服务打开了新的天地，更多元、更智慧的方

式让“阅读”走向“悦读”。

在乐享数字阅读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走出浅阅读的“舒

适区”，培养深度阅读的自觉性，保持在书页里探寻智慧的那

份专注，让纸质阅读与数字阅读相得益彰。

三是凝聚师与生，丰富资源供给共建书香社会。
助力全民阅读，高校责无旁贷。天津大学于 2016年正式

启动了书香校园建设。学校发布文件，明确读书教育活动“以

开展深度阅读、经典阅读为重点”，构建常态化机制。9年来，

校园中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氛围愈发浓厚。

天津大学充分调动起学者、师者的力量，开展名家领

读、师生共读，读书学习蔚然成风。周恒等院士、冯骥才等

文化名家、颜晓峰等知名学者，校领导干部、离退休老同

志、女教授协会、天大“师友导师”、知名校友等群体，都积

极与青年学子共享开卷之美。

天津大学持续优化读书环境，开辟阅读空间。学校结合教

育部“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试点建设，在学生社区

建设书香驿站，设置读书交流区。每当夜幕降临，图书馆“七星

灯火”书房为学子守护理想的光亮。学校还精心打造了集文献

收藏、展示宣传、阅览研讨功能于一体的“天大文库”阅览室，

努力提供处处可读、时时可读、人人可读的文化条件。

此外，学校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春节、世界读书日等重要

传统节日、纪念日、国家重大活动等，组织“家国·时节”等主题

鲜明的读书活动，打造读书品牌，推动习惯养成。

民族的未来，寄望于青年。阅读在传播思想文化、提升

国民素养、传承民族精神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同学

们，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

种精神追求，在阅读中建功新时代，不负好时光。

人工智能“快时代”
沉下心来“慢阅读”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校长 柴立元

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大礼堂前的涌泉池，“止于至善”4
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每当晨曦初露时，总能看到手持纸质书

与平板电脑的学子们在此晨读，数字墨香与铅字温度在光影

中交融，这一场景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数字阅读与传

统阅读结合”的生动实践。当前，人工智能正以指数级速度重

塑人类知识图景，作为新时代“读者”，我们既要拥抱技术变革

的浪潮，更要守护人类文明传承的根脉，让 AI技术成为照亮

人类思想星空的灯塔，而非遮蔽精神原野的藤蔓。

一、智能时代阅读范式的革新。朱熹在《读书之要》中强

调，“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这一古训在人工

智能时代愈发值得深思。当 ChatGPT在几秒内生成一篇学术

论文，当 DeepSeek 等多模态大模型实时解析文章思想脉络，

当算法推送的内容精准迎合我们的知识舒适区，“阅读”这项

延续千年的文明实践，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价值重估。在人工智

能时代，AI技术既能带来知识获取的革命性便利，也易引发

深层阅读危机和认知危机。比如，知识检索的便捷性削弱了体

系化思维养成的耐心，个性化推送的精确性窄化了知识探索

的边界，智能摘要的高效性钝化了批判性思考的锋芒。

因此，当人工智能逐步接管阅读过程中的信息筛选、重

组、提炼环节，我们必须探索新时代的“阅读之道”，实现认知

能力的战略跃升，真正做到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建构，从知识

积累转向思维锻造，从工具依赖转向价值引领。唯有如此，才

能在技术浪潮中守护阅读的温度、拓展思想的深度。

二、提升智能时代的阅读素养。智能时代不是“纸电对立”

的角斗场，面对 AI带来的阅读挑战，我们既不能固守铅字崇

拜，也不应陷入技术虚无。要不断提升智能时代的阅读素养，

通过培养技术驾驭力、批判思辨力和跨界融合力，让算法拓宽

视野而不遮蔽心灵。

技术驾驭力是提升阅读效能的基础。所谓“技术驾驭力”，

不仅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掌握和操作能力，更是一种深层次的

人机协同能力，它要求读者在工具使用中保持自身的主体性，

使技术工具成为拓展而非替代人类思维的“外脑”。例如，在借

助人工智能技术辅助阅读时，AI可以高效地提供海量信息和

知识储备，承担起“知道”的角色，而读者则应更加专注于“思

考”，对所获取的信息进行深度分析；机器可以凭借其强大的

数据处理能力负责“总结”工作，而读者则需要学会“提问”，主

动探索知识背后的深层次含义。

批判思辨力是守护思想主权的盾牌。当前，算法推荐的

“信息茧房”与“情感操控”正在重塑认知路径，读者必须掌握

“免疫算法偏见”的思维武器——批判性思维，即对算法推荐保

持审慎、对信息来源存有质疑，才能在智能信息流中始终保持独

立判断能力，进而守护深度阅读能力、捍卫人类思想主权。

跨界融合力是认知升维的引擎。智能时代的阅读已突破

线性逻辑的藩篱，形成超文本链接的认知网络。如果说传统线

性阅读如同一条单行道，以逻辑链条串联思想珍珠，AI赋能

的网状阅读则像长江水系，通过超文本链接构建认知网络。这

要求读者具备在不同知识体系间建立联结的能力，能够在不

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知识之间自由穿梭，发现隐藏在表象之下

的内在联系，从而实现认知的升维和拓展。

三、重塑教育生态培育“新读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

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实

现这一目标，需要教育模式的系统性变革。作为高等教育机

构，我们既要守护人类文明积淀的深度思考传统，又要主动建

构适应智能社会的认知新范式，这需要高校在技术狂潮中保

持教育定力，在工具理性中注入人文温度，最终培养出兼具数

字素养与人文素养的“新读者”。

课程体系要突出“固本开新”。人工智能时代的“新读者”，

既要具备深厚文化底蕴，又要能够熟练运用智能技术。东南大

学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开展“人工智能+”行动的战略部署，

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在教育教学领域的创新应用，探索新型教学

模式和未来学习方式，实现传统阅读与智能工具的深度融合。

教学模式要聚焦“认知升维”。培育人工智能时代的“新读

者”，要从“知识传授”转向“认知塑形”，通过教学设计激活学

生的“元认知”与“元学习”能力。东南大学启动“AI+教育”行

动计划，从个性化教学设计、智能辅助工具建设、知识能力图

谱构建、沉浸式实验教学、虚拟学习社区搭建、精准评价智慧

决策“六维度”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全过程，让学生在沉浸

式体验中完成从知识接收到价值体认的转变。

评价体系要践行“量质并重”。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认知

领域的时代背景下，高校要积极构建“数字-纸质”双轨阅读

评价体系。东南大学利用“数智东南”等数字化平台，为学生提

供丰富的数字资源，综合考查学生的实体书借阅量、数字资源

利用率等数据。同时，学校着力打造“沉浸式阅读场域”，开展

“阅读马拉松”“东南阅读者”等系列活动，守护慢阅读的“心流

时刻”。这种“量质并重”的评价体系，既注重阅读的数量积累，

又强调阅读的深度与质量，为学生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阅读素

养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持。

站在图书馆面前，望着穿梭于实

体书架与数字瀑布流的年轻身影，我

想起杨廷宝先生设计大礼堂时的匠

心：西方古典审美与中国传统韵味的

完美融合。在人工智能重塑阅读形态

的今天，我们更需要这种“和而不同”

的智慧——让算法成为拓展认知边

疆的利器，让纸质书继续滋养精神的

根系，最终在数字文明时代重建“博

观约取，厚积薄发”的阅读之道，点亮

数字文明时代的精神灯塔。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阅读

用AI点亮阅读的灯塔
——人工智能时代的阅读之道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校长 孙友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