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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提高，“不让过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理念催

热了早教行业，也催热了婴幼儿出版物市场。 然而，虽然婴幼儿出版物铺天盖地、琳琅满目，但
质量却不尽如人意，存在市场细分不到位，定位不准确、主题单一缺少创意、重视说教忽视婴幼

儿天性、形式与内容不统一等多方面的问题。 ＢＢＣ 热播动画片《花园宝宝》的巨大成功能给我

们一些有益的启示：提高婴幼儿出版物编辑质量首先要做好市场细分，明确读者定位；其次，要
充分理解和掌握早期教育理论，将“天性教育”的理念真正融入出版物中，寓教于乐；最后，还

应努力追求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让童真、童趣贯彻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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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日益

提高，早教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早期专

业指导市场需求日益旺盛，早教机构如雨后春笋

般兴起。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理念催热

了早教行业，也催热了婴幼儿出版物市场，当下，
婴幼儿出版物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较大提高，但依

然存在一些问题。 在早教理念深入人心的背景下，
如何提高婴幼儿出版物的质量和水平，满足广大父

母的早教需求，成为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一、早期教育及其相关理论
脑科学和生命科学研究表明：儿童的脑细胞

组织到 ３ 岁就已经完成了 ６０％，这时期的儿童脑

部具有天才般的吸收能力［１］。 出生之后的最初

几年是脑发育的关键时期，出生时人脑有 １ ０００

亿个神经元，之后不再增加；刚出生时孩子的大脑

共有 ５０ 亿个突触；出生后第一年，突触数目会增

加 ２０ 倍；３ 岁时大脑大小即是成人的 ８０％［２］。 因

此必须尽早地对婴儿进行教育来开发大脑潜能。
早期教育即是指在 ０～３ 岁这个阶段（对于早期教

育儿童年龄的分界，学界有两种看法：广义指 ０～６
岁，狭义主要指 ０ ～ ３ 岁，这里取后者），根据儿童

生理和心理发展以及敏感期的发展特点，而进行

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培养， 侧重开发儿童的潜能，
从而为儿童多元智能和健康人格的培养打下良好

的基础，促进儿童在语言、智力、艺术、情感、人格

和社会性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一）早教理论及其主要流派

早期教育理论很多，但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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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即蒙台梭利教育理论、瑞吉欧教育理论和多

元智能教育理论。 蒙台梭利教育思想认为儿童有

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生命力———“吸收性心智”。
这种生命力是一种积极的、不断发展的，教育的任

务就是激发和促进儿童“内在潜力”的发挥，使其

按自身规律获得自然地、和谐地发展。 其实质是

在尊重儿童生命和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帮助儿童

身心自然成长和完善。［３］ 瑞吉欧教育思想认为儿

童是社会的一分子，是自己文化的创造者，是独立

的个体；是主动的学习者，有自己独特的学习方

式，通过积极的知识建构实现学习和发展；具有巨

大的潜能，在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中主动建构

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瑞吉欧人认为，优质的教育

需要理想的学习空间，因此，他们努力营造一种舒

适、温暖、愉悦的气氛以及令人感到快乐的环境，
从而使整个学校的环境非常有亲和力，很吸引

人。［４］多元智能教育理论由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

育学家加得纳提出。 这一教育理论将人的智能分

为 ８ 个方面，即语言智能、音乐智能、数学逻辑智

能、空间智能、肢体运动智能、内省智能、人际关系

智能和自然观察者智能，其理论更注重儿童智能

的全面开发。［５］

各种流派的理论虽然各有侧重，但是，天性教

育理念，即尊重儿童自身生长发展规律，基于儿童

本能基础上的智力、情感等的综合性开发，激发和

促进儿童的内在潜能，并使之循着儿童自身的规

律获得自然和自由的发展，是其共同之处。
（二）早教在我国的发展

早期教育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欧美，８０
年代开始出现了专门为家庭服务的早期教育机

构。 我国早教机构出现于 ９０ 年代，近年来随着早

教理念的深入传播，获得了飞速发展。 目前，我国

早教机构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幼儿园开办的面

向 ０ ～ ３ 岁婴幼儿；二是各类培训学校的延伸业

务；三是以咨询公司等名义只需在工商行政部门

注册从事早教业务的机构。 目前，市场上大部分

早教机构属于第三种类型。［６］ 虽然目前我国早期

教育发展中存在监管不到位、教师的专业化程度

较低、家庭教养者缺乏有效的指导等问题，但早教

的出现和发展弥补了我国教育机构设置在这一年

龄阶段的空缺，使幼儿教育更加完整化、全面化。

早教的出现和发展使幼儿接受了更加全面和专业

的教育，同时也满足了社会和家长对这一年龄段

教育的渴望和需求。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水平

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对于早期教育理念

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也更加的重视。 无疑，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已成为一种潮流。

（三）早教理论中关于婴幼儿阅读特点

从外部表现来看，婴幼儿的阅读特点主要体

现在阅读兴趣、阅读行为、阅读理解等层面。 阅读

兴趣方面，由于婴幼儿还不能很好地把自己与外

界事物分开，那些能再现婴幼儿生活的图书，常能

引起他们的共鸣。 婴幼儿在接触画面生动、优美

的图书时，能保持高度的阅读兴趣，常常与故事中

的主人公同欢乐、共悲喜，产生阅读的移情现

象。［７］阅读行为方面，０ ～ ３ 岁婴幼儿的动作发展

非常迅速，翻看图书时开始时动作比较笨拙，需要

成人不断提示和帮助。 随着年龄的增长及理解能

力的不断提高，婴幼儿在阅读时无关动作逐步减

少，因图书故事情节的变化而引发的行为动作不

断增加。 在阅读理解层面，随着婴幼儿的年龄和

生活、阅读经验的不断增长，他们由最初的无意关

注逐步发展到能用言语来表达自己的理解。
从年龄阶段来看：０ ～ ３ 岁婴幼儿的阅读能力

依次经历把书当作玩具、操作式阅读、热衷于重复

阅读三个发展阶段。 ０．５ ～ １ 岁：把书当做玩具。
半岁以后婴儿能够坐起来了，他们可以双手抓握

图书，不过，这个时期的孩子还不能认识到书独特

的阅读价值，而只是把书等同于玩具，把阅读当作

游戏。 １～２ 岁：操作式阅读。 这一阶段的婴幼儿

已经学会了走路，婴儿开始用腾出来的双手探索

世界。 他们喜欢搬书、翻书，甚至撕书，操作是他

们阅读的独特方式。 ２ ～ ３ 岁：热衷于重复阅读。
这一阶段的婴幼儿的阅读能力突飞猛进地发展。
他们会挑选出自己喜欢的书，等着成人给自己读。
他们喜欢重复阅读同一个故事，喜欢具有重复性

情节的故事。［８］

二、早教背景下婴幼儿出版物的分类

及特点
（一）婴幼儿出版物的分类

婴幼儿出版物便是根据读者的年龄阶段来进

行的分类。 根据儿童生长发展的规律和相关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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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这里将婴幼儿出版物定义针对 ０ ～ ３ 岁婴幼

儿制作并出版的作品。 从不同的角度婴幼儿出版

物又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类型。 如根据载体、内容、
表现形式等总特征，可以将婴幼儿出版物分为婴

幼儿图书、期刊等纸质出版物，音像制品，电子出

版物、网络出版物及其他衍生品；根据婴幼儿出版

物的内容分为，认知类、故事类、歌曲类，童谣类、
游戏类等；根据婴幼儿阅读、使用方式分为可听系

列、可视系列以及兼具以上两种功能者。
（二）婴幼儿出版物的特点

根据早教理论，０ ～ ３ 岁婴幼儿在生理和心理

发展有其特殊性，因而其出版物应具备几个特点：
一是构图对比强烈、颜色鲜艳，才能激起他们强烈

的感知觉；二是与孩子的生活很贴近，才能易于被

婴幼儿接受。 三是书中的语言须以常用的名词、
动词、形容词为主， 句式要简短。 四是内容单纯、
容易上口的歌谣容易被婴幼儿记住。 小歌谣能刺

激婴幼儿口、脑并用， 对发展他们的思维敏捷、语
言流畅作用显著。 五是婴幼儿出版物所反映的内

容需要在 １０ 分以内，因为婴儿的注意力集中时间

大概在 １０ 分钟左右，只有这样才符合他们的心理

发展水平。
因此，婴幼儿出版物的编辑应注意“两个统

一”的原则：一是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婴幼

儿出版物的内容就是形式，形式就是内容，具体表

现在“文”和“画”，甚至“声”与“像”的高度、有机

统一。 因此，文字编辑、美术编辑、影像编辑都是

有机统一的整体。 二是追求教育与出版理念融

合、统一。 要编好婴幼儿出版物必须从幼儿的实

际出发，与他们生理、心理发展相适应。

三、早教背景下婴幼儿出版物现状及

问题
（一）婴幼儿出版物的现状

１．数量。 总体来说，现有婴幼儿出版物琳琅

满目，数量巨大。 据调查，当当网有 ８ ７７４ 种纸质

类读物供读者选择，其中，认知类有 ４ ２２６ 种，图
画故事类 １ ９５３ 种，益智 ／游戏类 １ ２９４ 种，艺术课

堂类 ２８３ 种，童谣类 ２１２ 种，纸板书 １０５ 种；婴幼

儿影像制品 ３９１ 种，其中，音乐类有 １８７ 种，故事 ／
寓言类 １２４ 种，童谣类 ８０ 种；其他衍生产品 ９９
种，主要包括早教机和玩具。 亚马逊网点击图书 ／

少儿 ／ ０～２ 岁，可搜出 １３ ２５４ 条，但其分类存在交

叉，部分图书属于 ３ 岁以上儿童出版物。
２．种类。 从种类上看，图书市场上的幼儿出

版物种类繁多，有图书、卡片、挂图等可视读物，有
故事磁带等可听读物，也有电子光盘等多媒体读

物；有平面读物，也有立体、多组合读物；有文学读

物，也有非文学读物；有国学启蒙，也有英语、国外

经典文学故事；有经典名著，也有一般作家作品，
等等。 但总体而言，婴幼儿出版物呈现如下态势：
从出版物的载体来看，以图书、卡片等纸质为载体

的出版物较多，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较少。 如，
当当网，纸质类出版物有 ８ ７７４ 种，音像制品仅

３９１ 种。 其中，音像制品又主要以早教音乐为主，
占 ４７．８％，故事 ／寓言次之，占 ３７． １％，童谣类较

少，占 ２０．４％。 首先，从出版物的具体内容来看，
认知类最多，占 ４８％；故事类次之，占 ２２％；游戏

类较少，占 １４．８％。 非文学类多于文学类，文学中

又以经典童话、诗歌为主，非文学类主要介绍各种

知识、进行技能训练，如学拼音、学汉字等；其次，
是介绍生活常识的读物；再次，是动脑动手等趣味

游戏类读物。 其他衍生产品中，与电视动画片同

步的早教机、点读笔等占据了市场的 ８５％。
３．内容及内页设计。 从故事形象上看，婴幼

儿出版物中，大约 ８０％以上是卡通形象，１５％属实

物形象，另外一部分是线条画与中国传统画形象。
动物形象约占 ７０％，人物形象占约 ２０％，其他形

象占 ５％左右。 动物形象中又以猫狗、熊、兔子、
大象、河马等动物为主，人物形象主要以卡通形象

为主。 从图文情况看，绝大部分婴幼儿出版物都

能做到画面明晰、色彩艳丽、文字与画面的搭配也

较适当。 但是，也有部分出版物布局过多过乱，一
页中插有十几幅小画面，顺序较为混乱。

４．装帧及价格。 从装帧看，常见的婴幼儿图

书开本有 ４２ 开、３２ 开、１６ 开。 装帧样式有简装单

本式、简装套册式、精装单本式、精装套盒式。 从

价格看，简装本从 ３ 元到 ２０ 元不等，简装本的体

裁较多样。 而精装本读物成套化、系列化严重，少
则四五本，多则十多本一套，价格在七八十元到五

六百元不等。 如连环画出版社的终身五星级畅销

书《小熊宝宝绘本》，共 １５ 册，平装，７５ 元一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的终身五星级畅销书《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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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啪啦》共 ７ 册，精装，价格为 ８４ 元。 总体来说，
呈现“书越来越美，价越来越贵”的现象。 部分图

书换汤不换药的现象相当严重，虽然装帧华丽，价
格昂贵，但性价比并不高。

５．评价。 顾客评价方面，琳琅满目的婴幼儿

出版物中能够获得读者好评的并不多。 根据亚马

逊的资料整理显示，在读者购买的 １４ ７８１ 本婴幼儿

图书中，仅有 １ ４０２ 种图书获得了读者五星级评价，
占 ９．４５％，４ 星级以上有 ２ ９４６ 种，占 １９．９％；３ 星级

以上有 ３ ３８１ 种，占 ２２．９％，２ 星级以上有 ３ ４８９ 种，
占 ２３．６％，１ 星及以上有 ３ ５６３ 种，占 ２４．１％。

（二）婴幼儿出版物存在的问题

１．内容重复、雷同，创新不足。 很多图书、音
像制品是换汤不换药，在华丽的外表下，内容翻、
抄、凑的现象较多，引进多、重复出版多，真正在内

容和形式上有所创新的精品是凤毛麟角。 即使是

畅销排行榜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在内容和形

式上较为雷同的图书。 如当当畅销排行榜前 １０
名之内的《小熊绘本系列》和《噼里啪啦系列》。

２．装帧过度，性价比不高。 许多出版物在装

帧上进步很大，能做到精美、可观，也容易保存。
但有些读物过度精装， 或以套盒本形式出售， 似

显浪费，不便于大众阅读和购买。 此外，系列书、
套装书、精装书过多，容易造成浪费。

３．细分不细致，定位不准确。 大部分婴幼儿

出版物仍没有进一步细分读者群，很大一部分图

书都供“０～６”岁使用，即使有部分标明供“０ ～ ３”
岁使用，但实质上，其内容却并不适合 ０ ～ ３ 岁的

婴幼儿。 如，《小红帽》 《白雪公主和小矮人》 《皇
帝的新装》等童话故事在婴幼儿出版物中仍出现

频繁，有些甚至还有三国、水浒的故事，显然这类

故事并不适合 ０～３ 岁的婴幼儿。
４．主题单一而缺少创意。 在婴幼儿出版中，

唐诗宋词、古典童话，新老三字经仍然备受推崇，
小猫小狗等动物仍是常见的主角，扬善抑恶的道

德说教仍是常见的主题。 在主题、情节上富有创

意的作品，贴近幼儿生活题材的原创作品和具有

时代感和现代气息的作品非常少见。
５．重视说教忽视婴幼儿天性。 很大一部分婴

幼儿出版物仍存在传统的灌输式教育理念，知识

性、趣味性少，过分强调幼儿出版物的教育功能，
以成人的道德标准、理解水平甚至是世界观来过

早地对婴幼儿进行培养，忽略了婴幼儿的天性，忽
视了婴幼儿读物在智力开发、游戏趣味方面的功

能。 调查发现，０～３ 岁的婴幼儿出版物中，唐诗宋

词，英语、数学等灌输式教育类图书占据了相当大

的比例。
６．引进多，原创少。 婴幼儿出版物中引进占

据相当大的比例，尤其是畅销图书中这一比例则

更高。 如当当网五星排行榜前十位中，有 ５０％是

来自日本的作品，如《小熊宝宝绘本系列》 《噼里

啪啦系列》《可爱的身体》《亲亲小桃子》 《小猫当

当系列》。
７．绿色环保性差。 虽然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在北京国际图书节上首批绿色印刷婴幼读物已上

市，但是至今采用绿色印刷工艺并使用中国环境

标志的婴幼儿出版物仍是极少数，目前绝大部分

婴幼儿图书仍采用传统的印刷方式。 有些婴幼儿

图书甚至存在色彩浓重、缺乏美感，反光强烈，对
婴幼儿眼睛有害；油墨味浓重等问题。

四、婴幼儿出版物编辑质量提升的

对策
（一）做好市场细分，明确读者定位

市场细分是根据消费者需求的不同，把整个

市场划分成不同的消费者群的过程，市场细分的

目标是为了聚合，即在需求不同的市场中把需求

相同的消费者聚合到一起。 儿童心理发展可分为

一系列具有质的差异的不可倒置的连续阶段，也
就是百姓常说的“一岁一个样”，必须将 ０～６ 岁的

儿童进行再细分，准确定位受众群。 《花园宝宝》
的经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花园宝宝》在对儿

童这一受众群体进行细分后，最终将目标受众定

位为 １～４ 岁学龄前儿童，节目自始至终贯穿着童

真、童趣和童心，色彩鲜艳的花园、逼真的动画、逗
趣的人物、朗朗上口的儿歌、笨拙而又可爱的动

作，带给宝宝一段好奇、探索的欢乐时光。 当前婴

幼儿出版物的作者中从事婴幼儿研究专业的并不

多，他们对儿童心理需求和认知水平的理解和把握

往往取其大概，细分到某个具体年龄很难准确。 所

以，这就要求编辑人员都要能够从“专业”的角度，
超越一般的“编辑加工”，与作者一起做好市场细分

和选题策划，并不断地对内容定调定位、调整修改、
增益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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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分理解和掌握早教理论，将“天性教

育”融入出版物中

《花园宝宝》的内容设计及呈现方式，处处体

现着“天性教育”的观念和宗旨。 《花园宝宝》中
的每个画面、每种声音都与儿童的心理、行为习惯

以及生活环境密切相关。 虽然节目内容极其简

单，每一集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玩耍和游戏。 节

目所呈现的只是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发展的有

趣经验，贯穿始终的游戏和欢乐气氛使孩子们乐

于观看，对其语言、智力、动作等各方面的发展都

潜移默化地产生良好的影响。 因此，编辑和作者

必须充分理解和掌握早教的基本理论，遵循婴幼

儿生理、心理发展规律，从他们好奇、探索的天性

出发，寓教于乐，精心创作。
（三）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对婴幼儿来讲，色彩、图形，本身就是内容的

一部分。 “书”在婴幼儿眼中是一个统一整体。
《花园宝宝》围绕学前儿童的收视特征和心理需

求进行节目内容和形式的策划，对声音和外形加

以灵活运用，美妙的音乐和朗朗上口的儿歌都是

婴幼儿最容易接受和最喜欢的形式，每个角色都

被赋予了具有个性色彩，在节目中重复出现，增强

了小观众的认知。 因此，提升婴幼儿出版物的质

量，编辑要抛弃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与限制，努力

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让童真、童趣贯彻始终。
（四）追求装帧工艺，注重提高出版物的性

价比

装帧工艺非常重要，但当前过度装帧及套册

系列现象较为突出，这样非常不便于消费者购买。
在我们在追求精湛的装帧工艺时，应该更加注重

读者的购买心理，该简则简，该精则精，以便于读

者选购。 因婴幼儿生理发展的特殊性，在印刷工

艺方面应注重选择绿色环保的工艺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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