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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润心 家长守好最后一道防线
童书市场火爆泥沙俱下 杜绝“儿童不宜”迫在眉睫

聚焦焦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儿童阶段是人的社会化的关键期。近年来，我
国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突出，儿童厌学、沉迷网络、网
络社交涉未成年人恶性事件频发等现象也引发社会
和教育学者广泛关注，有学者指出，这正是儿童社会
化不足的表现。

家庭是童年生活的基本群体，也是儿童进行社
会化的第一个基本单位。如何在家庭中培养、锻炼
儿童的社会生存能力，让儿童学会人际交往、具备心
理承受能力和独立处理危急情况的能力等至关重
要。对此，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专门采访到首都
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康丽颖教授。

社会化的过程是学会生存的过程

要思考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如何提高他们的
生存能力，康丽颖认为，首先要厘清两个问题。一是
社会化的概念。她表示，社会化是人从一个自然人
变成一个社会人的过程，这一过程从儿童出生开始，
一直延续到生命的终结。二是社会化过程的实质，
即一个人将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准则及要求内化，
直到最后成为一个具有社会性的人。

“社会化的过程，不仅是习得社会文化的过程，
同时也是学会生存的过程。”康丽颖认为，在这一过
程中，儿童需要具备的生存能力包括两方面：一是基
本的生存能力，即儿童满足自己基本生活需要和衣
食住行的能力。二是发展性的生存能力，即儿童能
不断自我挑战，通过提升自己的各种生活能力从而
实现更好生存的能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提出教育的“四大支柱”：
“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
“四大支柱”强调，要以“学会共同生活”作为教育基
础，而“学会共同生活”就是要学会设身处地地理解
他人，与周围人群友好相处。

“‘四大支柱’从广义上来讲，都跟生存有关
系”。康丽颖认为，“在现代社会，我们要不断获取生
存的知识，学会生存所具备的一些解决问题的能
力。”

新的社会环境为儿童社会化发展带来新
挑战

生存能力的缺失可能会导致很多问题，而这些
问题又会通过行为表现出来。比如孩子常常以自我
为中心，不会考虑别人，也不会交朋友；容易因为表扬
而自大，不擅长控制自己的情绪；遇到挫折，很容易沮
丧，接受不了批评，甚至采取自杀等极端行为……

注意到当代儿童身上呈现出的共性问题，康丽
颖认为，当代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和以往几代人不同，
他们接受的社会化影响，或者说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和成年人是完全
平等的。“网络世界的发展导致儿童面临着数字化的生活环境，这种生活
环境即给儿童发展提供了很多支持条件，让儿童获得了更多自主性，同时
也给儿童的发展带来一些挑战。这种挑战即：儿童可能不再以成年人为
楷模。”

她提示，随着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发展，儿童生存能力中颇为重要的劳
动能力也被削弱了。“幼儿早期的劳动教育是人之为人的必不可少的教
育，也是人的社会化的根本途径。”康丽颖回忆，“我们很小就自己洗衣、帮
父母做饭、打理房间，但由于家务劳动社会化，很多家务都被服务业代替
了，这也使孩子在获得这些生存能力方面受到影响。”

由于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独生子
女越来越多，很多幼儿的早期发展沉浸于被过度照顾和过度保护的环境
下。康丽颖表示，在儿童生命早期0~3岁这个阶段，如果孩子被过度照
顾、过度保护，便会缺乏探索世界的机会，以及缺乏自律、自我控制和生活
自理能力的培养。

“有的婴幼儿在能独立行走的时候，父母就会要求孩子把纸尿裤扔到
垃圾桶里。这事看似很小，但孩子会感觉很有意义、自己很能干，并认同
这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康丽颖认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能力
得到提升，孩子的自信心和自理能力在不断形成，孩子对自我的接纳也就
同步形成了。所以，“生活方面的家庭教育指导看似很小，但对于孩子生
存能力的培养意义重大”。康丽颖说。

父母应当好孩子社会化的引路人

康丽颖认为，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应从孩子出生起便开始生存能力的
培养。她说：“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父母扮演的是社会化引路人的角色，应
该具有生存能力培养的自觉。如培养孩子的承受能力、自我保护能力、生
活自理能力。并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不断帮助孩子提升，让孩子从基本
生存能力向发展性生存能力进阶。”

如今，一些年轻家长依赖“电子保姆”带娃，认为给孩子播放生活常识
类的动画、视频能代替“亲子教育”，让孩子看动画也能“涨知识”。对此，康
丽颖特别提醒，虚拟世界不能代替真实世界。

“虚拟世界是一个不真实的世界。而父母跟孩子面对面、心灵的、身
体的互动是真实的。在真实世界中，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影响是写
真写实的，才能让孩子有样学样。”康丽颖强调，在家庭生活中，父母的陪
伴不应该是在家不在场。

随着社会流动性增强以及离婚率逐年上升等社会性问题的加剧，一
些家庭在孩子社会化的过程中难以发挥家庭教育功能。如何更好地关照
这些孩子，帮助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也成为社会关
注的焦点。

康丽颖认为，社会中确实有不同类型的家庭，其中一些家庭结构不完
整、家庭社群地位不高或父母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家庭，可能会存在家庭教
育养育缺失的问题。

那么，如何让社会各界发挥自己的作用，帮助这些家庭更好地发挥家
庭教育功能呢？康丽颖看到，如今，政府已经在着手构建新时期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体系，同时也在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这其中一个重
要方面，就是要通过政府推动、学校主导、家庭参与、社会支持，向弱势或者
需要帮扶的家庭倾斜，建立一个公平的、补偿性的、指导性的支持机制。”

■ 张君燕

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要代表全班
在升旗仪式上讲话。升旗仪式上除了
全校的老师和同学，还邀请一些学生
家长，这么大的阵势女儿可是第一次
经历！最初得到这个消息，女儿很犹
豫，甚至还打起退堂鼓。我再三鼓励
女儿，她才鼓起勇气决定试一下。

从下笔写讲话稿、反复修改、记
熟，然后对着镜子练习语调和动作。
每一个步骤女儿都做得很认真、很努
力，看得出来，女儿想努力做到最好。
我被女儿的热情感染了，也积极给她
提建议。丈夫笑着打趣，说我们简直
像是要上国际舞台参加比赛。

女儿在升旗仪式上发言那天，我
在台下观看。虽然提前做足了准备，
但女儿上台后明显很紧张，说话不像
平时那么流畅，时有忘词，而且表情和
动作也不如在家时灵活，最后算是勉
强完成了发言。女儿下台时，朝我这
边看了一眼，我忙做了个胜利的手势
鼓励她。

回到家，女儿显得很沮丧。她告
诉我，有同学说她表现得挺不错，还有
很多同学说她太紧张，表现得不太
好。最后，女儿扬起小脸问我：“妈妈，
你来评价一下，我表现得到底怎么
样？”

女儿一脸虔诚的表情让我犯了
难。实话实说，恐怕伤害女儿的自尊

心，打消她的积极性；可一味地说好
话，又明显不符合事实，也很难让女儿
信服，而且还不利于她的进步。正在
我犹豫着该怎么和女儿说时，恰好丈
夫回来了。听了我的苦恼，轻松地说：

“这很简单呀，不知道如何评价就不评
价呗。”

“有你这么当爸爸的嘛！”我嗔怪
道，“别开玩笑！”丈夫收敛了笑容，认
真地说：“我没开玩笑呀。你想想我们
小时候，不管做什么事情，第一次有做
得很好的吗？没有吧。其实，第一次
就是一个过程，一种经历，所以根本没
有必要去评价它。因为无论如何，以
后我们都会做得更好。”

他的一番话让我彻底释然了！是

呀，第一次就是用来练手的，它可以容
忍各种糟糕、差劲、不理想的表现，而
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为我们开
启了一扇崭新的大门，证明我们经历
过了，如此而已。所以，我们何必非要
去做一个评价呢？只要经历过了就是
财富。

我把这些道理认真地讲给了女
儿听，我告诉她：“妈妈不对你的第
一 次 讲 话 做 评 价 ，因 为 那 并 不 重
要。而且你勇敢地做了，这就是很
大的成功。妈妈期待你以后有更好
的表现！”听了我的话，女儿开心地
笑了，眼睛里充满了自信和期待。
我知道，有了这次没有评价的“第
一次”，女儿以后一定会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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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评价孩子的不评价孩子的““第一次第一次””

■ 陈若葵

最近几年，加大中小学生课外阅
读量成为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而全民阅读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参
与，尤其是家长们的参与。在这个大
环境下，童书市场日益火爆。童书所
带来的巨大利益驱动，导致童书出版
蜂拥而上，部分粗制滥造、内容失格的
童书流入市场，侵蚀孩子们的精神世
界，对少年儿童产生不良影响。

这些不达标童书存在哪些问
题？它们是如何钻了童书出版相关
规定的空子堂而皇之登上孩子们必
读书的书单、甚至达到百万册销量级
别的？怎样把好童书质量关？家长
如何守好最后一道防线？

童书中的“硬伤”不可小觑

尊重生命、珍爱生命，本应是童书
借助其中的情节、人物形象润物无声
地传递给儿童青少年的。然而，一些
童书对死亡的溢美描写，或以“穿越”
的外衣包装、歪曲死亡真相，以至于
孩子们会因此想入非非。比如，号称
总发行量超过700万册的《装在口袋
里的爸爸》描写学生跳楼自杀细节，
并称其为“像一片树叶一般飘向大地
……坠入一个绚丽无比的隧道里”；
而发行量超过千万册的《淘气包马小
跳漫画升级版》之《天真妈妈》中，马
小跳与朋友讨论“哪种自杀方式比较
好”，两人的对话中出现了“从楼顶上
像鸟儿一样张开双臂飞下来”等语
句。尽管这两部书因被投诉而下架、
删掉相关情节再版，但这些描写在孩
子们头脑中留下的印象，恐怕很难一
时被彻底“删除”。

放眼巨大的童书市场，有的童话
中赤裸裸的血腥、暴力情节描写，有的
绘本中出现动物朋友被烧烤、猫爸爸
开车轧过老鼠、小男孩幸灾乐祸地看
着老太婆被活活烧死等情节……而传
播谬误，也明显地存在于一些科普童
书中。如《果子狸》中称，“果子狸全身
都是宝，它们的肉可以吃，脂肪是化妆
品生产中难得的高级原料……”其对
儿童青少年的误导不言而喻。据了
解，不少儿童科普图书，停留在动物能
不能吃、能不能入药等饮血茹毛的层
面。

另外，一些童书带有明显的歧视

性语言，如一本儿童小说，将正在讨
论问题的女孩形容为“长舌妇”。某
童书多处渲染“有钱、有权、长得漂亮
才是成功”等庸俗价值观；某童书借
主人公之口称“大龄产妇生傻子”等
等。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北京大学教
授、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撰文
批评部分少儿幻想文学，“这种无所不
能却又精神内涵和审美价值不免匮乏
的幻想，遮掩的恰恰是想象力的无趣、
平庸、拙劣乃至恶劣。”

这些粗制滥造的图书，轻则让孩
子养成某些不良习惯，重则为校园霸
凌、未成年人犯罪埋下隐患。南京市
玄武区教育督学傅强认为，“在儿童阶
段，孩子们往往看到什么就相信什么，
而不会像成人那样根据自己的三观来
辨别、对话、质疑。他们分不清书中世
界和真实世界的区别，对自己读到的
内容会不假思索地接受，甚至会模仿
书中人物的不当言行。因此，童书一
旦出了问题，对儿童成长的伤害是不
可估量的。”

谁来为童书把关？

据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
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9月，全
国共有555家出版社出版少儿图书，
其中专业的少儿出版社只有34家，少
儿出版市场竞争格局由原来专业少儿
出版社“遥遥领先”变为各类出版机构

“群雄逐鹿”。
另外，还有一些书商借与出版社

合作的方式，畅销童书作家与出版社
合作成立个人工作室、以团队力量快
速批量生产等方式来瓜分童书这块大

“蛋糕”，其中不少人员对儿童身心发
展和认知特点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和
经验，造成童书快餐化、低俗化、同质
化，甚至内容有害的现象。同时，众多
少儿图书被冠以“学校推荐”“老师推
荐读物”“某某专家支持”“文化讲堂”
等名目销售，误导广大学生与家长，轻
而易举地在“量”上取胜。可以说，巨
大的利益驱动是问题童书充斥市场的
罪魁祸首。

《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
定：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出版物不得
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
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不
得含有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的内容。显然，问题童书是违
反这一条款的。

童书出版发行为何能打相关法律
法规的擦边球？在一些基层执法人员
看来，“违反社会公德”“恐怖”“残酷”
等概念模糊，缺乏具体细则，同时，对

“未成年人读物”没有明确的界定和分
级，在实际执法中难以拿捏“是否违
法”这个分寸。

在竞争激烈的图书市场，出版的
书籍能否被卖出去是关键，这也成了
某些从业者的第一标准。因此，书商
有销售渠道，也就有了相当的话语
权。据北京 一家出版社资深童书编
辑张蕾（化名）介绍，为了销量，某些出
版社对童书内容审查“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也有的出版社直接将把关的

“三审三校”环节交由书商完成，流于
形式。

确保童书的质量，需要多个环节
把关：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待完善，细化
法律界定模糊的内容，让约束问题童
书更具可操作性；制定适合中国国情
的少儿读物分级建议标准，在童书封
面醒目注明适合的年龄范围。适当抬
高童书出版门槛，出版前须经儿童教
育或心理学等专业人员审阅把关，同
时加强对童书出版相关人员的专业指
导培训；书店、图书销售电商平台、市
场监管部门对童书定期检查，及时下
架不健康童书。幼儿园、学校在选书、
荐书时也要慎之又慎，屏蔽不良作品。

问题童书乱象引发社会的广泛关
注。前不久，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呈报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并经最高人民检察
院批准，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与《出版
管理条例》对问题童书予以立案审查，
以规范童书市场乱象，为儿童青少年

“开卷有益”撑起保护伞。这无疑是个
好消息。

家长慧眼识书 培养阅读免疫力

傅强认为，“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
决定了他们接受的事物须先经过‘过
滤’”。

孩子最终是阅读经久不衰的经
典、温暖润心的精品，还是阅读粗糙、
荒谬、毁三观之作，除了需要多个环节
把关，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家长对
童书的甄别和选择。那么，家长怎样
才能独具慧眼，在海量的童书中挑选
出佳作，为孩子把好“入口关”？

曹文轩在接受电视节目《朗读者》
采访时表示，书分为两类，一类是“用
来打精神底子的”，另一类是“用于打
完精神底子再读的”。在他看来，前者
就是那种大善大美和大智慧的书，它
们的功能，是帮助孩子确定合理而健
康的存在观、价值观以及高雅的情调
与趣味。如果以此为一个参考标准，
家长在购买、或与孩子一起挑选图书
时，要仔细审视这些书是否内容健康、
向善向美、知识丰富，是否有情趣、有
想象力、图文并茂且没有暴力与色情，
是否符合孩子的认知水平、阅读能力
和兴趣，等等，这些因素，构成了家长
所买童书的“及格线”。

从现实情况看，部分家长没有审
查童书内容的意识或不具备甄别能
力。这些家长选择专业的童书出版
社、经典的童书品牌、优秀的童书作
者、译者，会有相当的质量保证，但不
是百分百的保证。从根本上讲，家长
首先要爱读书，有意识地加强自身阅
读和甄别能力的培养，把握童书阅读
的规律，深谙儿童阅读之道，并对孩子
将要阅读的童书先期筛选，包括儿童
畅销书作家的作品，以免把《天真妈
妈》《装在口袋里的爸爸》一类的书交
给孩子。同时，家长如果不慎买到问
题童书，应及时投诉，倒逼出版社严把
质量关。

亲子共读是儿童阅读的关键一
环。曹文轩认为，“儿童是这个世界上
最好的读者，但确实需要引导。在保
证他们能够在阅读中获得最基本快乐
的前提下，存在培养他们高雅的阅读
兴趣的问题。”

在共读中，父母给孩子朗读优秀
的童书作品，一起交流书中的故事情
节，也可以超越既有的语境和画面，
想象、丰富故事的内容；对故事中涉
及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内容悉
心指导。假以时日，不仅能帮助孩子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提升其阅读趣
味、品位，还能教会孩子如何判断童
书的品质，增强阅读免疫力，自觉摒
弃问题童书。孙云晓表示：“亲子共
读能避免不良书籍进入儿童阅读通
道。”

童年的阅读经历可以构成一个人
的精神底蕴，影响深远。孩子在成长
过程中有家庭共读的浓厚氛围、有父
母作为良师益友，无疑就有了最好的
精神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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