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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课改重点科研项目

图像时代的早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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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前，厦门的陈世明女士打来电话：“蒋老师，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闽台儿童文学研究所校领导已经批准建立啦！想请您帮助做两件事： 一是校

领导决定聘请您当名誉所长；二是我的一本小书想请您写篇序。希望您能够大

力支持。”

我自己也记不清，从哪个年代开始，凡是与儿童文学事业相关的事找上门，

一概不拒。尽管我的眼疾因病毒性疱疹引起，从去年年底迁延至今未愈，读书

写字时都会感到刺痛，写序的事确实有点为难，但我还是欣然同意了。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至今，我带过的硕士研究生、非学历儿童文学

研究生、进修教师、访问学者，少说也有五六百人。绝大多数都勤奋好学，锐

意进取，对儿童文学十分执著，当作一份事业来做，并在这一领域做出斐然的

成绩。陈世明女士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出身于福建省优秀教师世家、出生于泉

州的女教师，20世纪 80 年代到浙江师大来进修儿童文学时，还是一位年轻的

姑娘。她经历过四年的知青生活，1977 年考进泉州师专中文系，之后被分配

到泉州幼儿师范学校任教。1981 年到 1983 年，她先后在南京师大教育系和浙

江师院儿童文学研究所脱产进修儿童文学、儿童语言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

1992 年至 1998 年的六年时间内，又在福建师大中文系先后完成了本科函授和

文学硕士课程。2004 年作为人才引进调到厦门教育学院任教儿童文学。现为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福建省特级教师、全国师范院校儿童文学

研究会常务理事、福建省幼儿语言课题组组长。多年来，她在国家级、省级以

上学术刊物发表和获奖的论文、文艺作品（儿歌、儿童散文、故事、儿童戏剧

等）有 50篇（部），科研论文分获泉州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中国学

前教育“十五”课题研究优秀成果奖、全国师范院校儿童文学教学论文评比一

等奖。曾多次参加全国大专院校儿童文学教材的编写工作，担任《福建省幼儿

园教师指导用书》“语言领域”的执行主编。个人编撰教材 100 余万字。目前

承担 2006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子课题）“图像时代的早期阅读研究”、中

国学前教育“十一五”课题和厦门市课改重点项目“早期阅读读本及其指导策

略的研究”等研究工作。从上述的不凡经历和卓著业绩，足见她工作的投入和

学术功底的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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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图像时代的早期阅读》是陈世明女士的一部新著，

也是她多年来承担早期阅读研究的课题研究成果之一。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已进入一个“图像时代”。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

价廉物美的图像传媒手段已轻易地进入千家万户。无处不在的图像以它独特的

形式，悄然而迅速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它使

我们不能不考虑： 现代多媒体的传播对传统的阅读方式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怎样利用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为早期阅读服务？我们的儿童图画书的编创如

何去适应这个时代？而为了让广大少年儿童适应现代生存环境，以儿童图画书

为主要阅读材料的“早期阅读”教育又该走向何方？这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陈世明女士在这本书中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探究。我很佩服她几年来对此所作的

不懈努力，觉得这其中体现了一位儿童文学教育工作者的热情、智慧和真诚。

全书由上下两篇组成。

上篇“图像时代的早期阅读读本”，主要以历史发展的科学眼光，阐述儿

童图画书在各个发展时期的本质特征，进入图像时代不同年龄层次的儿童在早

期阅读活动中的审美心态和审美追求，如何处理好传统的图画书艺术与现代图

画书艺术的传承关系，以及思想性、知识性与艺术性的和谐统一等问题，并从

厦门市 1 000 位幼儿家长调查结果中一一作了印证和阐释；同时进一步分析了

图像时代早期阅读读本特征，让早期阅读与时代发展同步，让孩子们在关注生

命、珍惜生态环境的和谐氛围中健康成长。

下篇“早期阅读活动指导策略”，从“早期阅读活动指导策略”、“整合教

育理念下的早期阅读”、“儿童图画书经典读本赏析方法”等角度分别加以阐述，

其内容涵盖面比较广而且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比如家庭中的早期阅读、社区中

的早期阅读和动态图像的阅读等）。为了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各种阅读指导策

略，书中提供了许多案例和活动图片资料，并且介绍儿童图画书经典作品的鉴

赏方法，力求为广大幼儿园教师和家长提供阅读指导的方便。

这部《图像时代的早期阅读》是作者三年来深入十多所幼儿园进行调查

实践的经验总结，我想它定能帮助广大学前教育工作者、家长以及社会各界人

士较为全面地了解图像时代早期阅读的特征、价值与意义，科学地认识不同年

龄段孩子阅读需求的特点，有效地掌握阅读的指导策略。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

书中对早期阅读读本材料的构建问题提出了科学、有效的建议，对于当前我国

儿童图画书的编创具有很好的实际参考价值。

当然，美玉也难免有瑕疵，每一位聪明的读者都可能从本书中挑剔出缺点或

不足之处。我想这并不可怕，新生的总会慢慢成长直至成熟，可怕的倒是那种自

以为是、总想掩饰过失或不足的人。因此，我还是实事求是地向广大读者推荐这

部值得一读的书。真诚的开端，必然会带来美好的结果——我的推荐也是如此。

       　

2008 年 8月 18 日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　　

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自从进入 21 世纪，“图像时代”一词便时时出现在人们口中。这是因为

世界已进入了高科技的时代，信息大革命的浪潮就像一部印刷机，所冲刷之处，

留下的都是“图像”的印迹。

图像可以说自古有之。作为人类最早的图像集——“图画书”是在人类

认识自身的同时诞生的。从原始人岩画艺术最初以简笔绘画记事、表意的原生

态绘画，到近代人借“图画书”传情表意，且以此辟出逐渐趋向精细，趋向装

饰性、观赏性的绘本艺术，大概有四万年的历史。尽管文字在记事表意上已经

发展得十分成熟，但作为一种与人类有先天性的亲和力，一种最容易激活人类

潜意识的绘本艺术，图画书一直深受人们喜爱。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艺术

样式。尽管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审美趣味、审美标准，不同科技水平研制出不

同的创作工具，也形成不同的创作模式，但人类自身的思维能力、智力程度却

能与之同步，与之磨合，与之适应。特别是 20世纪 50 年代以后，在以电子计

算机为标志，包括网络、数码、光纤、多媒体在内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开创

的图像时代，人类开始领略到手工时代所没有的，那种既含蓄、典雅、优美，

又直观形象、超越自然和随意的风格，人们正是在这种现代图像艺术风格的熏

陶下，进一步解读“图画书”的生存和发展的意味。

总觉得图画书是孩子的专利，特别是学龄前儿童，当他们开始牙牙学语时，

就会对色彩鲜艳美丽的图画书感兴趣，从一本薄薄的书上看到窗外的世界；总

觉得图像时代的到来最受益的是学龄前儿童，因为没有谁更具备他们得天独厚

的纯真心理和看世界的方式，所以汹涌而至的图像浪潮将推助他们从多个角度

去了解世界、认识世界、接纳世界。因此，当我加盟浙江师大儿童文学研究院

周晓波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图像时代的儿童文学研究”课题研究时，我

便把目光锁定在学龄前儿童的阅读——早期阅读教育的研究上。

“早期阅读教育”是伴随着“图像时代”诞生的。它是学前儿童通过图文

并茂的图书或成人生动形象的朗读，实现口头语言向书面语言过渡，获得前阅

读、前书写、前识字的兴趣、习惯和技能，达到语言、思维、想象和个性等协

同发展的过程。人们无不感到，图像时代的到来为图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

条件，也给我们的“早期阅读”教育带来生机和挑战。无处不在的图像以它具

前  言



体形象、真实生动、人们都爱看的发展态势，成为通行无阻的“世界性”语言，

迅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审美方式和社会面貌，同时也悄然地影响着我们

的下一代。时代的发展催促着学前教育的脚步，使得早期阅读教育随之迈着急

促、蹒跚然而坚定、欢快的脚步。

在图像时代，能映入孩子眼帘的图像主要分为三类： 一是儿童图画文学

类的读本，即单纯用图画，或以图画和文字相互映衬的形式来表现相应内容的

文学作品，它包含着丰富的文学和艺术的内涵，呈现着作者的想象与智慧，让

儿童得到美感熏陶；二是儿童科普知识读物，即以图、文的形式向儿童形象地

介绍科学知识的读本；三是儿童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图像读物，比如街市

广告、影视作品、计算机图像、报纸杂志、画册、展厅等等，此类图像读物以

其“轻骑”性、随意性与丰富多样性，让孩子充分感受它的现代魅力。

当今 2~6 岁的孩子——处于人生关键期的儿童，就是在这样一个十分特

殊的图像时代中成长的，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无不打着上述三类“图像”

的烙印。这些烙印深深地印刻在他们的记忆深处，以记录着生命、自由和快乐

的种种图像信息，影响着他们的情感世界和认知世界，促使他们健康快乐地成

长。因而，以儿童图画书为主要阅读对象的“早期阅读”——儿童人生的第一

本书，在儿童生态成长中的价值与地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探讨图像时代

的早期阅读，考察它的历史地位、社会发展，以真正看清图像特别是儿童图画

书的本质和价值，探究它特殊的存在方式和传递方式，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它的

美学价值和社会功能，让它能够与孩子们的生命互相交融，彼此关照。

两年前，我们在承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子课题——“图像时代早期阅读

的研究”和厦门市课改重点课题“早期阅读读本及其指导策略的研究”之后，

便以此为课题研究追求的目标，进行一系列较为科学、系统的实验研究。由于

图画书等图像的阅读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过程，学前儿童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

经验和策略。为此，研究图像时代儿童图画书的创作，研究幼儿园、家庭乃至

社区如何为孩子选择优秀读本，掌握科学、系统、正确的阅读指导策略，充分

发挥早期阅读教育对儿童的语言、想象、思维、情感、社会化及审美能力发展

的重要作用，是本课题研究的主要任务。本书旨在将该研究的部分成果予以展

示，同时希望以此促使全社会都来关心和重视儿童的阅读问题。从早期阅读的

运用、推广到实现有效的阅读，“是一个基于社会整体利益的事业，它需要调

集所有必要的社会力量才能铺平其道路，实现系统的优化工程”①。所以，我

们把发展早期阅读教育的参与者，扩大至幼儿教师、家长、出版社等各界人士

以及社区，力求让早期阅读活动本身，犹如“生态学”所倡导的，拥有一个宽

松自由、健康和谐的生态发展环境。

陈世明 　　　

2008 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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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兢 .  早期阅读发展与教育研究 .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 2007：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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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早期阅读”一词伴随着20世纪末的“图像时代”出现时，

儿童图画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领域，就引起了教育家、图书出

版商和家长的广泛关注，这促成了图画文学的不断发展。随

着素质教育的实施、现代科学技术和多元文化的渗入，图画

文学更以其多样的功能和丰富的科技含量而显现出蓬勃的生

命力。有趣的是，人们均以不同的角度审视早期阅读的功能

和图画文学现象，从而确定自己的目标 ：教育者寻求的是如

何借助图画书培养学龄前儿童的阅读兴趣与自主阅读能力，

解决儿童阅读困难的危机问题，为儿童成为成功阅读者打下

良好的基础 ；图书出版商追求的是借助这股东风，出版大量

的儿童读物，包括文学类、早期识字类、益智游戏类、卡通类、

科普知识类、手工制作类读物等，在图书多样化发展的同时，

力求获得社会影响力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家长关注的主要是

孩子智力的开发，认为早期阅读价值的重要内容是孩子对知

识、品格、识字等信息的获得，因而更加关注孩子阅读各类

图画书所产生的“结果”。在发展儿童早期阅读理念上的这三

种差异，必然会引起早期阅读读本出现种种的不和谐，由此

出现了图画书与儿童对话的尴尬局面。我们认为，从历史的、

发展的科学眼光来探讨儿童图画书的本质特征，研究进入图

像时代不同年龄层次的儿童在早期阅读活动中的审美心态和

审美追求，处理好传统的图画书艺术与现代图画书艺术的传

承关系，以及思想性、知识性与艺术性的和谐统一等问题，

是构建早期阅读读本工程的良策，是解除图画书与儿童对话

的尴尬之关键。

上 篇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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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图画书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儿

单独专为儿童编制的图画书是到了 17 世纪末才出现，至今只有

三百多年的历史。如果把儿童图画书作为独立的文学艺术种类来看，我

们不妨把它分成四个历史发展阶段。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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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以儿童为本位的创作萌芽与探索阶段

在儿童文学的史前期，当儿童还只是作为成人附庸存在的时候，亦即儿童被发现

和认识之前，儿童不可能成为文学的描写对象。14～ 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人

文主义者在对人的价值、尊严以及人在大千世界中的主体地位作充分肯定的同时，意

识到应该谨慎、细致地对待儿童，主张尊重儿童的人权，注重儿童的人性与独立性，

激发儿童的创造力，给儿童的读物要有吸引力。这种启蒙思潮促使一些思想家、教育

家和文学家开始关注儿童读物问题。1658年，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1592—1670）专

为儿童编绘的第一本儿童图画书《世界图解》（一本拉丁语教科书，其中有用各种动物

的响声来介绍24个字母），“体现出一种新的洞察力，即儿童读物应属于一个特殊的级别，

因为儿童不是缩小了的成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世界图解》以儿童为本位而

进行的教育革命和对儿童图画书的大胆尝试，对西方教科书和儿童读物创作的影响很

大。犹如干枯的土地汲纳春水那样，儿童读物的问世，使人们对儿童的认识开始走向

自觉，“童年原生态”的编创姿态也深深印记于人们心中。然而，把儿童看作是必须加

以特别对待的人类群体，儿童读物必须特别加以制作等观念，则开始于18世纪后半期。

法国的人权主义者、思想家和作家

让·雅克·卢梭（1712—1778）于

1762年出版的儿童自传体小说《爱

弥儿》，第一次提出要顺应儿童的本

性，根据儿童的年龄、个性特点进行

教育的儿童观、教育观，对以后的儿

童图画书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加上受到当时如《一千零一夜》等

民间故事和《鲁滨逊漂流记》等优

秀作品的影响，这时期的儿童图画

书更强调作品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许多经典之作应运而生，如1789年

 1658 年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所编写的《世界图
解》一书在纽伦堡出版，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本有
插画的儿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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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诗人兼画家威廉·布雷克的彩色儿童

书《纯真之歌》，1845年德国汉瑞奇·霍夫

曼出版的《满头乱发的彼得》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约翰·纽伯里于 1744

年办起了世界上第一个儿童图书出版社

“圣经与太阳社”，出版了带有大量插图的

儿童图书。集编辑、作家、印刷工、出版商、

书店老板等于一身的他，从出版《漂亮的

小书》开始就一门心思想着儿童，想以作

品娱乐儿童，以满足儿童对图书的渴望和

需求。这种一心为儿童出版和写作的精神，

鼓舞了当时的作家和出版界，我们也由此

看到在儿童图画书最早出版的年代里，人

们对图书出版业的淳朴信仰和执著的追求。虽然这时期的儿童图书幼稚了些，但那种

对孩子的忠诚，对人性的真实解读，以及图书中所透出的秀骨清风，都使我们深深感

动。可以说，这时期的儿童图画书创作与出版的雏形昭示着天下人：应该怎样对待儿

童，真正为儿童的读物应该为何物。

第二节　以想象、欢笑和个性化为本的发展阶段

进入 19 世纪，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对人的素质提

出了新要求，欧洲教育已从贵族向平民普及，向着大众化、民主化发展。在教育大解

放的潮流中，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儿童教育家和儿童心理的研究者。儿童教育的新理论

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了儿童读物印刷技术的发展。图文并茂的作品吸引了更多的

儿童去阅读书籍，同时促进了儿童文学的创作，催生了一批优秀的儿童图画书作品。

此外，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作家想象力的自由翱翔，使儿童图画书中的人物从神话

故事式的类型化走向写实的个性化。在想象、欢笑和现实精神的感召下，世界儿童图

画书坛上走来了三位艺术家，他们是英国的瓦尔特·克雷恩、伦道夫·考尔德科特、

 一百多年过去了，人们仍然以不同的艺
术表现形式演绎着《满头乱发的彼得》这
一不朽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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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格林纳威。他们以独具特色的图画故事书，为儿童文学读物增加了新的品种、

新的希望。瓦尔特·克雷恩认为，图画故事书的图与文是和谐一致的整体，因而他的

图画故事特别注意精细的设计装帧，线条细腻，风格沉着且趋于静态，《婴孩的歌剧》

和系列丛书《幼儿伊索寓言》就体现了作者的创作风格。伦道夫·考尔德科特继承了

漫画的传统，运用简单的笔触和线条，依据故事情节的展开而生动地呈现出连续的画

面，其代表作有《吉尔宾趣史》、《木头里的婴孩》。凯特·格林纳威善于自己写诗配画，

将自己的内心情感化为可视可感的图画。她喜欢在一幅画里画进许多儿童，并将他们

进行不同队列或不同位置的安排，形成了不同的构图。清新的画面和独特的风格使格

林纳威的作品独具特色，1877 年，她的作品《窗下》出版时引起了轰动，成为当时

英国的畅销书，而作者的名字也因此为众人所知晓。这三位儿童图画文学作家的作品

以其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影响着后世的儿童图画书创作，美国和英国设立的图画故事

奖专以考尔德科特和格林纳威命名，便是对他

们图画故事创作的最大肯定。这个时期的创作，

充分说明了教育新思想、新理念的传播对儿童

图画书创作的影响之大。重视现实生活的本质，

重视儿童的想象和思维特点，重视儿童的心理

感受，是建构“快乐文学”的重要基础。所以

凯特·格林纳威虽然自己写诗配画，其内容却

是孩子的情感体验在她心灵深处的折射；伦道

夫·考尔德科特的《吉尔宾趣史》、《木头里的

婴孩》，也正是儿童生活情趣在图画中的一种灵

动的寄托和艺术的展示。

这一时期除了这三位图画文学作家的作

品，还出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如英

国的爱德华·尼尔著、简·伯内特绘画的《猫头

鹰和小猫》。这是一本根据百年前流传下来的一

首童诗而绘制的图画书，讲的是发生在加勒比海的一只猫头鹰和一只猫的爱情故事。

百年来，有十几位插画家为这一故事配过画，简·伯内特的这个版本是其中最好的之一。

她的画就像是一针一线绣出来的，每一个角落都细致入微。为了画这本书，她还专门

去加勒比海考察当地的风光、穿着和特有的动植物。简在美国是非常有名的童书画家，

 工笔画《猫头鹰和小猫》属于儿童
图画书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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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书销量极大，近 3 000 万册。

在中国，儿童图画书的鼻祖“小

人书”在这一时期诞生了。据河南

焦作市书画家协会的专家考证，一

部刊刻于清咸丰十一年的童蒙读物

二十四孝传赞。“该小人书长 5.5 厘

米，宽 4.8 厘米，线装。全书分有上

下两册，每册刊载十二孝图文，每

幅图后的文字都由不同的名流书写，

著名的有名臣翁同騄、张之洞。该书

由历任汉阳知府二品顶戴按察使兼

两广盐运使钟谦钧刊刻于咸丰十一

年粤东运署，距今有150年之久。”（厦

门日报 2008-9-22 第 16 版《最早小

人书》载自大河报）。如此小巧精致

的“小人书”，我们可以想象得出那

种“置其衣袋，携之遨游 ；田间巷

道，欣欣品读”的情景。小人书的

问世，对后来中国的儿童图画书的创作影响很大。民国时期，“小人书”开始迅速发展，

1925 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西游记》时，将“小人书”定名为“连环图画”（1950 年

后改称“连环画”）。之后，这种把生动诱人的故事情节，置于黑白相间的连环式画面

中的艺术表现方式，在孩子甚至成人中很是受宠，无形中成为最受欢迎的“活动图书

馆”，也成为最具普及性、教育性和艺术个性的娱乐工具。所以，当我们回忆这段历史时，

我们不可忘记中国“小人书”在“绘本”发展史上曾经拥有过的辉煌。

第三节　温情浪漫、多姿多彩的创作高峰阶段

人类进入 20 世纪，思想、科学技术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促使人们

儿童图画书的鼻祖“小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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