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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课外自主阅读分级标准对照测评研究
申艺苑1  袁曦临1, 2 （1  东南大学图书馆  2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  要  自主阅读是指读者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独立地阅读。自主阅读能够促进青少年自主发展

能力的形成。囿于目前我国的教育国情和网络环境，青少年自主阅读不尽如人意。本文选择《语

文课程标准》课外推荐阅读书目中的外国文学译著，按照A-Z分级法、阅读发展评价体系（DRA）

和蓝思阅读框架（Lexile）三种国外分级标准对其英文原著分别进行阅读分级测评，结果表明既

有语文课标推荐书目是粗放型的，缺乏明确的阅读分级，也缺乏相应的阅读指导建议。因此，提

出促进青少年自主阅读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应逐步建立中文阅读分级标准，促成学校、图书馆和出

版社开展广泛协作，使阅读分级研究真正落地，从而真正帮助青少年读者养成自主阅读的习惯。

关键词  �青少年� 自主阅读� 分级标准� 对照测评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Grading Standards of Adolescents’ 
Extracurricular Independent Reading
Shen Yiyuan1, Yuan Xilin1, 2 
 (1 Southeast University Library; 2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Abstract Independent reading refers to the free and independent reading of reader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interests. Independent reading can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dolescents’ self-development ability. 
Limited b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s education and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teenagers’ 
independent reading is not satisfactory. This paper makes a study of the foreign literary translations from 
the recommended reading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Curriculum Criteria. According to the three foreign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of A-Z grading, DRA and Lexile, it evaluates the English original works by grad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commended bibliography of the existing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 is too general. 
There is a lack of definite reading grading and corresponding reading guidance suggestions. Therefore,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sures to promote teenagers’ independent reading is to gradually establish the Chinese 
reading grading standards, promote extensive collaboration among schools, libraries and publishing houses, 
and put the study of reading grading truly on the agenda, so as to truly help adolescent readers develop the 
habit of independent reading.
Keywords Adolescents, Independent reading, Grading standards, Compar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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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Annie E. Casey 基 金 会 在 2010 年 发 布 的

《儿童计数特别报告》中指出，小学四年级是

一个节点。四年级之前的学生大部分在学习阅

读（learn to read），四年级之后的学生才开始转

向阅读学习（read to learn）[1]。这意味着高年

级小学生已经基本掌握了阅读方法，可以开始

自主阅读；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项目 PIRL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对全球范围的学生进行阅读素养测试，测试对

象的年龄为 9 岁，小学四年级的学生 [2]。由此

可以认为，从 9 岁四年级开始到 18 岁高中毕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儿童中文阅读分级

标准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8BTQ010）的研究成果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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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这一中小学阶段是青少年进行自主阅读，

培养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的最重要时期，同时

也是青少年阅读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转折阶

段。因此，本研究选择中小学阶段的语文课外

阅读作为关注的主要领域。

青少年自主阅读并不只是一个提取文本信

息的过程，更是心理发展、情感唤醒的过程。

阅读的本质是一种“意义建构”，而在建构过程

中阅读的边界不是固定的、僵化的，而是因人而

异、灵活能动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指

出，中国学生应具备的核心素养可划分为文化

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 [3]。法国

教育家弗雷内提出“主动阅读法”，采用“活

动”的方式，让儿童通过自己的感觉、直观和

情感，产生内在驱动力，自主地阅读，进而获

取知识 [4]。

我国青少年课外自主阅读的实施难度较

大。一方面，置身网络数字时代，如果听任青

少年读者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阅读，那么

他们会更倾向于自媒体、新媒体，事实上碎片

化的屏幕阅读在青少年中已经成为主流；另

一方面，青少年学生的学业压力大、课业负

担沉重，阅读往往局限于语文课本，并没有多

少时间和空间能够依据自己的兴趣进行自主阅

读。从某种程度上讲，《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

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所列出的

课外阅读推荐书目，实际上已经成为目前青少

年自主阅读的主要来源，扮演了青少年自主阅

读指导的角色。尽管对于青少年而言，这并

不是完全出于阅读兴趣的自主阅读，但课外阅

读毕竟是由青少年在课外自主完成的一种阅

读。因此，推荐书目的选择是否得当以及阅读

接受程度的高低就成为青少年能否建立阅读兴

趣、形成阅读习惯，逐步树立起阅读自信心的 

关键。

有鉴于此，本研究选择《义务教育语文课

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的推

荐阅读书目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阅读难易程

度，以及是否能够为不同年级的青少年所接受

进行相关分析和测评，探讨如何促进青少年形

成自主阅读习惯。

1  我国青少年自主阅读中的分级问题
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从认知理论层面，揭

示青少年的心理发展阶段存在先后次序，有其

固有的规律，既不可能完全跨越，更不可能颠

倒。作为一种积极主动的建构过程，青少年的

自主阅读无疑需要符合其认知能力和心理发展

的基本规律。相应的，作为推荐给青少年课外

阅读的书目，其推荐的出发点同样应考虑青少

年读者的阅读理解能力和阅读兴趣。如果不对

所推荐的书目，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恰当的分

级规范，显然会在阅读效果层面降低读者的阅

读兴趣，挫伤读者的阅读自信心。

目前，《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

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所提供的建议阅读书

目，只是一个比较粗放的推荐，主要内容是列

出阅读推荐的方向或题名，并没有给出具体的

版本、出版年等信息，也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年

级阶段，更没有相应的导读建议。国内出版社

编制的儿童分级阅读书目，如接力出版社的

《中国儿童分级阅读参考书目（2010 年版）》，

尽管有具体的出版信息和年龄分级，但在青少

年中的接受度并不高，主要原因在于该书目缺

乏足够的权威性，且完全脱离学校教育，没有

提供有针对性的阅读能力要求和阅读指导。宋

丽丽在硕士学位论文《接力出版社分级阅读研

究》中，探讨了出版社在阅读分级方面所做的

努力和遇到的困难 [5]。

总之，目前的中小学生课外自主阅读是

一个缺乏可操作指导的领域，各出版社为了

应对中考高考的要求，出版了大量冠以“青

少版”“新课标必读名著”“教育部统编《语文》

推荐阅读丛书”的课标读物的简读本和节略

本，迎合青少年的阅读能力，以应付考试的需

要。这一现象的出现本身就提示，青少年的课

外自主阅读中存在着对阅读分级的需要。

美国在“各州阅读标准”中提出美国青少

年阅读素养的发展目标：“能独立自主地阅读、

评估不同类别的文章，有效地论证和表达多方

面的资讯。”[6] 培养青少年的自主阅读习惯，对

青少年一生的学习和生活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20 世纪中期，以美国、英国、法国为代表的

欧美发达国家进行教育改革，经过多年的科学



研究发现，青少年在不同成长时期的阅读需求

和阅读能力是不同的，青少年需要阅读符合他

们年龄心智特点的图书，才不会感到阅读的难

度从而挫伤阅读的积极性。因此，大部分发达

国家都非常注重阅读分级以及分级方式的具体 

应用。

在我国，“南方分级阅读研究中心”于

2008 年率先研发了《中国儿童青少年分级阅读

内容选择标准》和《中国儿童青少年分级阅读

水平评价标准》[7]；次年，“接力分级阅读研究

中心”推出《儿童心智发展与分级阅读建议》

和《中国儿童分级阅读参考书目》[8-9]；2011 年，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建议“推

广面向儿童的图书分级制”[10]；2017 年，《全民

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出“应当根

据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状况，推广阶

梯阅读”[11]。

上述政府部门、出版社以及阅读研发推广

机构所提出的阅读分级标准和指导建议，从总

体上还处于呼吁和建议阶段，已经推出的分级

阅读书目，主要面向课外阅读。分级标准缺乏

权威性，推荐书目的制定过于主观，以专家评

选为主，因此影响力有限，远没有达到全国接

受的程度。

2  美国青少年自主阅读与阅读分级标准
以分级阅读（leveled reading）研究发展较

完善的英美国家为例，英国的分级阅读随着英

国教育改革而逐步发展，学校教育与分级阅读

相辅相成，并最终形成与阅读教育相配合的分

级标准；美国的分级标准多种多样，既有政府

资助研究的分级阅读标准，也有民间组织和个

人研发的标准，各个分级标准互相补充，共同

为美国青少年在自主阅读、升学、就业等方面

提供必备的测量工具。分级阅读的观念得到了

英美学校、家长乃至整个社会的普遍认可。

2.1  美国主流的阅读分级标准

美国的阅读分级方式大致可分为字母表体

系、数字体系、年级体系 3 种。典型的字母表

体系为 A-Z 分级法，即按照字母顺序，对图书

进行难度分级；属于数字体系的有阅读发展评

价体系、蓝思分级体系等，采用数字来衡量文

本或读者的阅读能力；年级体系则主要依据中

小学生的年级和年龄等因素来判断其阅读水平

所达到的程度。

2.1.1 A-Z 分级法

A-Z 分级法也称指导性阅读分级体系，是

由两位阅读专家凡塔斯（Fountas）和皮内尔

（Pinnell）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教学实践总结得

出。该方法将图书按 A-Z 进行分级，共 27 级，

一级称为一个 Guided Reading Level（GRL），从

A 到 Z 难度递增，A 级最容易，Z +  级最难。

A-Z 分级法主要考察图书的类型、结构、内

容、主题思想、语言、句子结构、词汇、文

字、绘画、印刷等 10 项要素。

A-Z 分级法认为读者阅读能力的发展大致

分为 6 个阶段：阅读萌芽期（Early Emergent 

Readers）、阅读早期（Emergent Readers）、阅

读发展期（Developing Readers）、独立阅读早期

（Early Independent Readers）、独立阅读发展期

（Developing Independent Readers）和独立阅读

期（Independent Readers）。不同阶段的读者可

阅读相对应的难度等级的读物 [12]。A-Z 分级法

是适合自主阅读的文本分级系统，其特点是同

时对文本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进行测量。同

时，A-Z 分级法将文本难度级别与学生的年级

水平作了关联。

2.1.2 阅读发展评价体系（Developmental Reading 

Assessment，DRA）

DRA 在阅读测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是美

国教育者委员会研制的一种标准测验，教师或

家长可根据测试结果来寻找水平适合的图书，

以提高青少年的阅读能力。DRA 测试由学校统

一组织，学生会得到不同的分数，表示不同的

级别 [13]。教师通过学生的 DRA 成绩为学生选

择适合的读物。

图 1 显示的是学生阅读水平的发展序列，

从一年级到三年级都会有一个年级基准水平。

大部分学生在进入一年级时，阅读水平的数值

为 3；一年级结束时，阅读基准值为 16；二年

级结束时，基准值为 28；三年级结束时，基准

值为 38。DRA 根据测试和评估的结果把学生分

成初始的读者、早期读者、过渡的读者、扩展

的读者四个层次，并且规定了每一层读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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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的阅读要求 [14]。

在 DRA 的官方网站上，分别开设了学生、

教师、家长等专栏，只要输入学生的阅读测验

分值，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到适合其阅读水平的

阅读材料。DRA 分级法与 A-Z 分级法的不同之

处在于，A-Z 分级法主要对图书和文本进行分

级，而 DRA 更注重对读者阅读水平的分级。

2.1.3 蓝思阅读框架（Lexile）

蓝思阅读框架由美国阅读学会、大学教

授、儿童语言发展研究专家等共同研发，可以

匹配读者的阅读能力和读物的难度等级，从而

辅助教师、家长为孩子选择合适的读物 [15]。蓝

思阅读框架使用数字加字母“L”作为衡量难

度的度量标尺，难度范围从 0L 到 2000L，数字

越小表示阅读能力或阅读难度越低，反之则表

示阅读能力或阅读难度越高。蓝思阅读框架从

读者阅读能力和文本阅读难度两个方面进行测

量，使用的是同一个度量标尺，读者蓝思测量

与文本蓝思测量共同应用，从而帮助读者选择

一本难度水平适合的书或阅读材料。

如果一个读者的蓝思分值为 1000L，那么

他对分值为 1000L 的蓝思文本的理解大约为

75%，如图 2 所示。75% 的理解率表明读者有

自信、有能力掌控文本，能够表现出自己对所

读文本的理解，是有收获的阅读体验。读者也

可以选择一些具有挑战性的书（预期理解率在

75% 以下），或者更加容易理解的文本（预期

理解率在 90% 或者更高）。

2.2  阅读分级标准之间的参照和转换

无论是 A-Z 分级法，还是阅读发展评价体

系（DRA），或是蓝思阅读框架（Lexile），都

是对阅读能力和分级标准的精确量化，具有较

强的针对性和专业性，注重阅读难度的循序渐

进。A-Z 分级法采用电脑软件和专家分析相结

合的方法对图书进行分级，注重图书的内容、

深度等主观因素；阅读发展评价体系（DRA）

测试与我国的语文考试类似，但是其考核内容

与目标更为清晰，测试的方式与结果也更具参

考价值；蓝思阅读框架（Lexile）的分级标准精

确、量化、可操作性强，是一种差异化阅读教

学的综合应用工具。

但是，无论哪一种阅读分级标准都不是完

美无缺的。例如，A-Z 分级法不能对不同级别

读者的阅读水平进行测试，导致能力相差较大

的学生，可能不得不阅读相同难度的材料以及

接受相同水平的阅读指导；蓝思阅读框架过于

侧重文本的句法特征来确定文本的难度，对文

本内容的思想性、艺术性等主观性因素判断不

足。因此，美国的主要分级标准之间是可以相

图 1  不同阅读发展水平读者的对应分值

图 2  蓝思分值为 1000L 的读者对不同蓝思分值文
本的预期理解率 [16]



互参照和转换的。大部分的阅读分级体系都会

与其他的分级系统合作，提供至少两种以上分

级方式的参照和转换表，方便读者选择阅读材

料，满足不同的阅读需求。阅读分级标准之间

的参照和转换如表 1 所示。

表1  美国三种主流阅读分级标准之间的参照和转换 [17]

参考 
年级

A-Z 分级
法 /GRL

阅读发展评价
体系（DRA）

文本蓝思测量
（Lexile）

幼儿园

A A-1

BRB 2-3

C 4

D 6

1 年级

E 8

190L-530L

F 10

G 12

H 14

I 16

J 18

2 年级

K 20

420L-650LL 24

M 28

3 年级

N 30

520L-820LO 34

P 38

4 年级

Q

40 740L-940LR

S

5 年级

T

50 830L-1010LU

V

6 年级

W

60 925L-1070LX

Y

7 年级 Z 70 970L-1120L

8 年级 Z 80 1010L-1185L

9-12
年级

Z+ 1050L-1385L

根据不同分级标准之间的对应关系，读者

或图书接受不同方式的分级测试，得到代表不

同阅读水平的数字或字母，便能很快找到适合

自己的阅读材料。综合应用几种不同的阅读分

级方式，最终可以更加准确地为读者选择阅读

材料提供支持。

3  针对语文课标推荐书目外国名著的
测评实验

鉴于目前我国还没有统一和权威的面向中

文图书的分级阅读标准，因此对中文图书的阅

读分级暂时无法实现。故本研究以我国中小学

语文课标推荐课外读物中的外国名著（汉译

本）作为测评的中介，通过外国名著译本这一

中介载体，使得本研究可以采用英美主流的分

级标准对这部分名著（汉译本）的英文原版进

行阅读分级测评，从而间接衡量我国语文课标

推荐读物的阅读难易和水平。进而，推测这部

分外国名著的汉译本，具体适合哪个年级或年

龄，适合拥有怎样的阅读能力的读者阅读。这

一测评实验虽然只是针对语文课标推荐书目中

的外国名著（汉译本），从样本选择上有一定

局限性，且翻译本身可能带来一定的阅读理解

方面的差异性，但青少年自主阅读的根本目

的，除了字词篇章等认知层面的习得之外，更

主要的是认识和接受作品中的价值观、世界

观，这一影响对涉世未深、身心正在发育的青

少年而言，作用更为重要和巨大。显然，课标

课外书目之所以推荐诸多外国名著，其意义即

在于此。因此通过这一测评，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锚定一个针对青少年阅读难度和阅读能力水

平的参照性框架。

具体测评路径如下：

（1）列出《语文课程标准》推荐的外文部

分课外读物的书名，分别在 A-Z 分级法官方网

站、阅读发展评价体系（DRA）网站、蓝思官

方网站以及其他相关网站上查找出每本书的英

文原著的阅读分级难度分值。

（2）根据美国青少年与中国青少年学生年

龄或年级的换算和对比，从而推断出这部分图

书的阅读难度及其对我国不同年龄和年级的青

少年阅读能力与阅读水平的要求。

3.1  同一作品不同版本的分级测评

同一本图书不同版本的阅读难度存在较大

的差别，在国外同样如此。以《义务教育语文

课程标准》建议阅读的《格列佛游记》为例，

申艺苑 袁曦临：青少年课外自主阅读分级标准对照测评研究
Shen Yiyuan, Yuan Xili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Grading Standards of Adolescents’ Extracurricular Independent Readin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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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阅读分级系统中输入书名和作者信息后

会出现不同版本的书籍信息和分级情况。

在蓝思官方网站上输入《格列佛游记》的

英文书名“Gulliver’s Travels”和作者“Jonathan 

Swift”进行高级检索，得到 25 个结果，去除重

复收录的版本和相同的难度分值，最终筛选出

13 本不同难度的版本。依据 A-Z 分级法、阅

读发展评价体系 DRA 以及蓝思指数的转换表，

按照分值从低到高的排序，可以看出不同版本

的《格列佛游记》阅读难度的差别。

由表 2 可以看出，同为《格列佛游记》，

不同版本的阅读难度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阅

读难度最低的是一本页数为 44 页的儿童简读

本，A-Z 分 级 为 L-M 级，DRA24-27 分， 蓝

思指数 530L，建议年龄在 6-9 岁之间，一年

级至四年级之间的学生阅读；阅读难度最高

的是一本 320 页的未删节本，A-Z 分级为 Z + 

级，DRA80 分，蓝思指数 1370L，建议年龄

在 10-18 岁的学生或者 18 岁以上的成人读者

阅读。“未删节版”通常是作者最初写作的版

本，书籍内容的完整度最高，阅读难度往往也

最大，因此适合阅读水平较高的读者阅读。其

他的版本都是在“未删节版”的基础上进行的

改编和删节，或者为了迎合儿童读者的阅读

需求而增加了图画，帮助他们理解书中文字的 

意思。

由此说明，把同一本名著推荐给不同年级

和阅读能力的读者，并不是仅仅提供一个书名

就可以，而需要考虑版本的差异，提供版本的

差异选择。

3.2  小学与初中推荐书目外国名著的阅读分级

测评

本文选取《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推荐

书目中的外国名著（汉译本）的英文原著，分

别按照 A-Z 分级法、阅读发展评价体系和蓝思

阅读框架的方式进行阅读分级测评，详见表 3。

表2  不同版本《格列佛游记》的阅读分级结果

《格列佛游记》ISBN号 页数 A-Z 分级法 /GRL 阅读发展评价体系（DRA） 蓝思阅读框架（Lexile）

9781599666655 44 L-M 24-27 530L

 9780794512064 64 L-M 28-29 590L

9781434204493 72 M 28-29 620L

 9781616510794 88 N 30-33 710L

 9781591940210 262 Q-S 40-50 890L

 9781424005390 240 V-X 60-70 1020L

 9781402726620 160 X-Y 60-70 1040L

 9781562549022 64 Z 70-80 1060L

 9780141366302 448 Z+ 80 1150L

 9780192833778 416 Z+ 80 1210L

9788184770285 422 Z+ 80 1300L

 9780192798978 94 Z+ 80 1330L

 9781402743399 320 Z+ 80 1370L

表3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外国名著推荐书目的阅读分级测评

序号 书  名 作  者
A-Z 分级法 /

GRL
阅读发展评价体系

（DRA）
蓝思阅读框架
（Lexile）

1 《安徒生童话》 安徒生 Q-R 40 860L

2 《格林童话》 格林兄弟 Z 70 1060L

3 《伊索寓言》 伊索 Z 70 1090L

4 《鲁滨逊漂流记》 丹尼尔·笛福 Z+ 80 1170L



从以上书目的阅读分级情况可以看出，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建议阅读的这部分

推荐书目的难度等级基本都在 A-Z 分级法 Q 级

以上、DRA40 分以上、蓝思阅读框架 800L 以

上。测评结果表明，这些作品适合年龄在 9-14

岁之间、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阅读。

根据阅读分级结果发现，这部分书籍具有

一定的难度，不适合小学低年级的学生阅读。

即使是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学生，也必须在具

备一定的识字量和阅读理解能力的条件下才可

以读懂。此外，即使是《安徒生童话》《格林

童话》这样貌似简单的故事读本，如果不是简

写删节本，也需要在四年级左右才能真正达成

理解。考虑到国别和文化的差异性，中国的小

学低年级学生在阅读这些书籍仍然会有相当困

难，小学五年级以上的高年级学生才能达到流

畅性阅读，而不产生阅读障碍。

3.3  高中阶段推荐书目外国名著的阅读分级测评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推荐阅读的课外

读物包括各类中外文小说、散文、剧本、语言文

学理论著作、当代文学作品等。本文选取了《普

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中的英文译著书

目，按照A-Z分级法、阅读发展评价体系和蓝思

阅读框架的方式进行阅读分级测评，详见表4。

序号 书  名 作  者
A-Z 分级法 /

GRL
阅读发展评价体系

（DRA）
蓝思阅读框架
（Lexile）

5 《格列佛游记》 乔纳森·斯威夫特 Z 70 1330L

6 《简爱》 夏洛蒂·勃朗特 Z 70 1040L

7 《海底两万里》 儒勒·凡尔纳 Z 70 1030L

8 《汤姆·索亚历险记》 马克·吐温 U-V 50-60 970L

9 《一千零一夜》 佚名 Z 70 1050L

10 《基地》 艾萨克·阿西莫夫 Q-R 40 830L

11 《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 J.K. 罗琳 S-V 40-50 880L

12 《寂静的春天》 蕾切尔·卡逊 Z 70 1340L

13 《金银岛》 罗伯特·史蒂文森 Z 70 1070L

14 《绿野仙踪》 弗兰克·鲍姆 X 60-70 1090L

15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刘易斯·卡罗尔 Y 60-70 950L

表4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外国名著推荐书目的阅读分级测评

序号 书  名 作  者
A-Z 分级法 /

GRL
阅读发展评价体系

（DRA）
蓝思阅读框架
（Lexile）

1 《哈姆雷特》 莎士比亚 Z+ 80 1390L

2 《堂吉诃德》 塞万提斯 Z+ 80 1500L

3 《巴黎圣母院》 维克多·雨果 Z+ 80 1340L

4 《欧也妮葛朗台》 巴尔扎克 Z+ 70-80 1210L

5 《匹克威克外传》 狄更斯 Z+ 70-80 1210L

6 《复活》 列夫·托尔斯泰 Z+ 70-80 1180L

7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莫泊桑 Z 70 1080L

8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欧亨利 Z 70 1090L

9 《老人与海》 海明威 Z+ 80 1370L

10 《大卫科波菲尔》 狄更斯 Z 70 1070L

11 《悲惨世界》 维克多·雨果 Z 70 1010L

（续表）

申艺苑 袁曦临：青少年课外自主阅读分级标准对照测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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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推荐阅读的这

部分外国名著难度等级基本在 A-Z 分级法 Z 级

以上、DRA70-80 分、蓝思阅读框架 1000L 以

上，适合年龄在 15 岁以上，或者九年级以上

的学生阅读（美国的九年级相当于中国的初中

三年级）。A-Z 分级法的 Z 级和 DRA70-80 分

均已达到各自阅读分级系统的最高级别，表明

这部分书籍的阅读难度较大；蓝思阅读框架

1000L 以上的分值也表明，这部分书籍适合美

国的高中学生或成人读者阅读，尤其是蓝思阅

读框架 1400L 以上对于阅读能力的要求是非常

高的。显然，《百年孤独》《堂吉诃德》这样的

名著对于我国的普通高中学生会构成一定的阅

读难度。当然，不同的孩子阅读能力是不一样

的，因此，在阅读内容的选择上不同的读者存

在向下兼容和向上拓展的可能性，而这正是倡

导自主阅读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4  我国青少年自主阅读指导与阅读分级 
思考

自主阅读是读者借助文本与作者对话的心

理过程，是对文本解读的补充、迁移和延伸。

自主阅读的范围是开放的，阅读的方式也是自

由多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青少年的自主阅读

不需要专业人士的干预和指导。教师、家长以

及图书馆阅读推广专业人士不仅需要向青少年

提供阅读推荐书目，更需要给予他们正确的阅

读方法指导，以培养青少年形成良好的阅读兴

趣和阅读习惯，逐步形成自主阅读的意识与能

力。而在阅读指导过程中，将难度合适的作品

与能力相当的读者相匹配，对于青少年的自主

阅读无疑是极其重要的。

“阅读分级”在国外被证明是一种很好地

进行个性化教学，增加学生自信心的行之有效

的阅读指导工具。A-Z 分级法和阅读发展评价

体系 DRA 主要对美国的小学生和初中生进行

阅读分级和阅读指导，蓝思阅读框架的读者蓝

思测量则可以包括高中学生甚至是成人读者。

目前美国各级各类的图书馆、出版物都提供了

多种阅读分级标准的检索项，读者可以根据自

身的不同需求来检索相关的分级读物。

4.1  亟待建立中文书目的阅读分级框架

中国的分级阅读标准显然需要针对中文书

目。目前，我国还没有比较权威和统一的中文

阅读书目分级标准。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

和以英文为代表的表音文字分属于不同的语言

文字系统，二者在字词义项和语法规则等方面

都存在较大的差别。很明显中文阅读书目的分

级不能简单照搬英文阅读分级系统。

2016 年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发布了《上海市

中小学汉语分级阅读标准研制项目研究方案》，

最终成果是两个具体标准“汉语阅读能力分级

标准”和“汉语阅读文本分级标准”，但两个

标准至今未见公布。主要的困难在于两个方

面：一是对于分级的“级”如何界定，是以年

级、年龄和心理特质还是阅读能力；二是阅读

文本的难度界定，阅读分级的关键是对文本的

内容进行测量，即如何将文本中的词汇数量、

频率高低，以及句子类型、难度、语法等纳入

测评因素。这两方面的难点如果不能很好解

决，就很难制定出适合我国青少年的汉语阅读

分级标准体系。

从根本上说，对青少年阅读能力的测试与

分级是为了确定他们的阅读水平，界定他们在

序号 书  名 作  者
A-Z 分级法 /

GRL
阅读发展评价体系

（DRA）
蓝思阅读框架
（Lexile）

12 《战争与和平》 列夫·托尔斯泰 Z+ 80 1240L

13 《傲慢与偏见》 简·奥斯汀 Z+ 70-80 1190L

14 《红与黑》 司汤达 Z 70 1080L

15 《飘》 玛格丽特·米切尔 Z 70 1030L

16 《麦田里的守望者》 杰罗姆·塞林格 Z+ 80 1330L

17 《百年孤独》 马尔克斯 Z+ 80 1410L

（续表）



文本阅读的精确性、流畅性和理解度上达到了

哪一级具体的标准，从而衡量他们的自主阅读

能力。阅读分级的最终指向是帮助青少年选择

自己感兴趣并且在其阅读能力掌控范围内阅读

作品和文本资料，避免因阅读内容太难或过于

简单而挫伤或消磨了阅读兴趣。

4.2  学校、图书馆、出版社三者协同是关键

对于我国青少年阅读能力的测试与分级，

有必要借鉴美国的 A-Z 分级法和阅读发展评价

体系（DRA）。A-Z 分级法是通过阅读材料的

分级来衡量学生的阅读水平，通常在新学年刚

开学时，学生阅读一本标杆图书，读完之后回

答相关问题。教师对每一位学生进行观察和记

录，给出适合该学生的分级，再将学生与阅读

材料相匹配 [18]。而 DRA 与我国的语文考试相

比，其考核内容与目标更关注青少年阅读水平

的发展和提升，测评手段与结果也更具参考价

值。不难理解，只有将阅读分级在现实层面引

入到中小学的语文教学之中，才能真正解决阅

读能力测评的问题，阅读分级才能真正落地，

否则阅读分级就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和空中

楼阁。

蓝思阅读框架的最大特点是读者与文本的

匹配，只要知道读者的蓝思分值和文本的蓝思

测量结果，就能把读者与文本进行匹配，最大

化读者的阅读效果，同时又不会破坏他们的阅

读兴趣。蓝思阅读框架最具借鉴之处在于如何

通过文本的句法特征来确定文本的难度，对于

这一点，显然不是中小学语文教学关心的问题。

而对于出版行业来说，研究阅读文本的可读性

和复杂性才应该是其应该关注的重点所在。

分级阅读是以青少年为主体的，面向青少

年进行阅读推广阅读显然是重要的。现状是学

校的阅读教育以课堂课标为中心，无暇关注学

生的自主阅读；在课外家长也缺乏相应的能力

去有效指导和帮助孩子自主阅读，从而出现了

一个青少年自主阅读及其导读的真空地带，而

这一空间恰恰是图书馆阅读推广和导读的着眼

点。相比于学校和家庭，图书馆才是青少年真

正进行自主阅读的地方，图书馆提供了青少年

读者在其阅读能力水平上向下兼容和向上拓展

的探索可能，提供了从个体出发，针对每一个

青少年读者的导读和阅读推广。

5  结语
美国教育部与蓝思公司合作，根据蓝思标

准制定了每一年级学生应达到的核心标准。学

生在 K-12 年级中必须广泛而深入地阅读一些

高质量的、具有挑战性的文学和信息类作品，

为大学和职业准备建立基础。美国的州立图书

馆面向儿童的阅读服务，主要针对青少年及其

老师和家长。美国州立图书馆提供的儿童服务

很多与各州的教育项目结合。以特拉华州立图

书馆为例，除了文献借阅、数字阅读等常规服

务之外，还通过“NoveList”向青少年读者提供

适合其年龄阶段的书籍列表 [19]。

现阶段我国青少年阅读分级研究的力量是

分散的，图书馆、出版社、学校、家庭四者之

间既缺乏整合和联动，也缺乏对于各自任务的

明确界定。众所周知，青少年自主阅读和阅读

分级事关青少年阅读能力的提高、阅读习惯培

育、阅读品位养成等“终身大事”，理应以高

屋建瓴的眼光在学校、出版社和图书馆之间开

展广泛的协作研究。只有培养正确的自主阅读

方法和习惯，进而发展出独立思考、创新创造

的能力时，青少年才可能拥有良好的阅读适应

性与学业成就。

本研究提供了一种简便且直接的分析视

角，但由于英语体系的阅读分级方法，并不完

全适用于我国的汉语体系，这使得本研究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不过作为一项前导研究，本研

究可以为我国青少年自主阅读和阅读分级提供

一个值得借鉴的分析框架，为中文图书的阅读

分级标准和体系的建立提供路径和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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