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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理论

当前我国婴儿读物本土化回归探究

田玉霞

（黄河科技学院国际学院，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００）

摘　要：随着我国对婴幼儿早期阅读的重视，婴幼儿读物亦蓬勃发展，但是目前婴幼儿读物还主要以引进为主，国内作品本土

力量薄弱，原创数量较少，针对上述现象，在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之后，对婴幼儿读物去本土化现象进

行了原因探讨，提出婴幼儿读物的本土化回归的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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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我国对婴幼儿早期阅读普

遍不关注，婴幼儿读物相对较少。随着我国国际化

视野日渐开阔，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婴幼儿

的早期阅读，市场上婴幼儿读物越来越丰富。但是

目前国内婴幼儿读物的发展还处于起步和摸索阶

段，作品主要以引进国外为主，国内婴幼儿本土作品

缺乏创新意识，所创作品照抄国外，没有真正利用好

本国优势去推陈出新，创作的作品不免差强人意，尚

缺乏鲜明的本土化特征。

　　二、我国婴幼儿读物市场本土化回归面

临的实际困难

　　纵观中国婴幼儿读物市场，其本土化回归仍有

待进一步发展，究其致困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政策扶持力度不够

第一，我国政策导向不明，国内对于婴幼儿读物

发展指导政策方面存在空白，只有《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的学前教育中

提到“婴幼儿服务市场产品多、研究少，缺乏自主性”

的弊端，这其中包含图书市场，虽然多个政府部门也

力图改善这一状况，终因导向不明而收效甚微；第

二，对能够大力发展本土作品的相关服务支持力度

不够，各个图书馆、书店、绘本馆等本应能大力发展

本土作品的地方，因对其本土化推进的监督不够，也

没有很好的起到促进婴幼儿读物本土化的传播作

用；第三，国内缺乏专门针对婴幼儿读物本土发展的

鼓励政策。最后，国内从事婴幼儿读物本土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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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界人士较少。

（二）出版机构关注不够

首先，出版体制相对落后，缺乏对婴幼儿读物市

场变化感应的灵敏度，导致出版社之间缺乏资源共

享，出版市场上各出版社之间交流甚少，各自为政，

缺乏龙头出版社的引导。我国很多出版社的相对成

熟度和品牌出版社的集中度与国外先进国家尚有差

距。其次，大多数出版机构受利益的驱动，没有足够

的时间和耐心去精心推出新生本土化婴幼儿读物，

毕竟培养本土新生力量是件耗时耗力的事，而且还

要承担失败的风险，相反，引进国外优秀的婴幼儿读

物，操作起来更简便，且见利快，更重要的是引进的

作品还能受到家长的追捧，不愁销路，经济利益立竿

见影，“既然都能赚钱，谁还愿意原创呢？”［１］如果大

多数出版机构不转变这种“拿来主义”的运作心态，

我国婴幼儿读物的本土化回归将依然困难重重。

（三）创作队伍力度不强

近几年来，我国婴幼儿读物发展不甚理想，难出

好作品，与创作队伍建设水平具有一定关系。首先，

大多数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员不愿从事婴幼儿读物创

作，毕竟婴幼儿读物受众群体有限，而且还需要创作

者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潜下心来研究婴幼儿的兴趣

爱好，发展特点［２］，在什么事情都要讲效益的快节奏

时代，创作者很难保证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来完成一

部看似小儿科的作品。其次，因为针对婴幼儿发行

的图书一般都是图文结合的，图片占主要部分，文字

倒退居其次了，有的书甚至都没有文字，只是由幅幅

精美的图片组成一个有趣的故事。［３］在欧美国家以

及图画发达的日本，许多婴幼儿创作者都是集绘画

与写作于一身，而我国这方面人才明显，一般都是图

文作者分开的，要出一本婴幼儿读物，需要绘图作者

和文字作者一起合作，这无形为作品的创作增加了

一些障碍。［４］

（四）僵化思维模式较多束缚

首先，受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一些僵化思想影

响，我国对婴幼儿读物的本土化理解还存在一定的

认识误区，认为本土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一味追

求历史深沉，一味强调文化韵味的审美、价值取向，

却无形中赋予作品过多、过重的精神负荷，”［５］。很

多创作者和出版社在编写婴幼儿读物时，其编写的

内容都会自觉不自觉的显现出“介绍口气”，语言不

够生动，不够幽默，不能引起婴幼儿的兴趣。其次，

长期形成的“说教”传统也阻碍了本土作品的发展。

很多人片面地认为有教育目的的读物才是优秀的读

物，有的作品甚至在结尾时缀上大段说教的话，认为

这样才算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三、促进本土婴幼儿读物发展对策

我国本土婴幼儿读物内部受各方冷落，外部受

引进作品冲击，面临很多困难，但其本土回归是不容

质疑的历史任务。对我国本土婴幼儿读物的发展应

从以下方面努力改善：

（一）国家多出激励政策

首先，政策导向是婴幼儿本土发展的“风向标”，

有了完善的法律法规及发展纲要等做指导，才能把

婴幼儿读物本土化发展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才能使

相关部门在执行时做到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其次，

各个图书馆、书店、绘本馆等本应能大力发展本土作

品的地方，要利用好其资源，如，书店是读者最集中

的地方，对于店内优秀和被读者认可的本土婴幼儿

读物，可通过一些鼓励措施，适当做些宣传；图书馆、

绘本馆等在现有的资源上，应多举办一些本土婴幼

儿读物阅读活动；在监管方面，政府可以制定一些监

管政策来保障这些公益活动的有效开展，在考核公

共图书馆图书流通量时，可以把本土婴幼儿读物的

流通量作为服务质量的一个指标。

在鼓励措施方面，还可以通过设立奖项、基金等

形式对本土婴幼儿读物的发展加以引导和扶持，还

应鼓励国内的优秀作品参加国外的一些奖项评比；

政府或民间组织还可以在国内多举办专门的婴幼儿

书展，通过此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我国本土婴幼儿

作品。

对于从事婴幼儿读物研究方面的科研人员，可

鼓励其多关注婴幼儿读物本土发展的前景与未来，

必要时可把对本土婴幼儿读物发展研究作为一项考

核制度。

（二）激励出版机构的更多关注与支持

首先，对现有出版体制进行改制，改变原有运作

模式，开阔视野，出版社之间应多沟通交流，促进资

源共享，最好有龙头出版社的引导，对各方面的资源

进行优化整合和结构调整。其次，出版社在婴幼儿

本土创作中应该在资金和人力上有所倾斜，本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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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初期，只有投入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才能确保所需

的高质量作品产出。在这方面，出版社应且有高瞻

远瞩的眼光，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无论是

对创作者的寻找、选择，还是培养上都不是一蹴而就

的事情，需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来慢慢成熟，不可操

之过急。另外，为了确保作品质量，出版社还应给创

作者充裕的时间。

（三）积极培植本土创作人员

首先，对于现有优秀婴幼儿读物创作人员，特别

是致力于本土创作的作者，要为其保驾护航，排除其

创作道路上的突出障碍，使其能潜心创作。婴幼儿

读物看似浅显，实则蕴含高深的文学造诣，背后包含

着创作者的辛劳和智慧，“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

流。”［６］在婴幼儿读物本土化创作中，只有那些不遗

余力投入创作中的优秀创作人员才能创作出优秀的

作品。

其次，在鼓励原有创作人员的同时，还要积极培

育新人，使得更多的人投入到婴幼儿读物本土创作

上来。在现在信息发达的今天，出版机构应主动出

去，利用现代先进信息网络，去网罗本土优秀婴幼儿

作品创作者。

（四）加快本土化观念转变

本土化概念是与国际化、全球化概念紧密相连

的，婴幼儿读物本土化回归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不固步自封，紧跟时代步伐，随时代变迁而不断调整

自身状态，所创作作品不但要为国内读者认可，还要

被世界接纳，使读者在欣赏的时候既能感受到浓浓

的“中国情”，又能感悟到“世界风”。

首先，本土化创作对中国传统文化应持既继承

又发展的态度，应创作出口味更多元、互动性更强的

婴幼儿读物。婴幼儿读物在本土化创作时应打破常

规，其体裁可以更新颖、大胆、锐意，只要其本质适合

国内国情和幼儿教育方式，不妨多做尝试。

其次，本土化创作不仅仅是着眼于对国内传统

作品的改编，它也可以是引入创新，是国外优秀作品

的中国化，如，曾三度荣获美国凯迪克大奖的美籍华

裔儿童图画大家杨志成，其创作的作品就风格多变，

但细读其作品，不难发现其作品充满了浓郁的中国

味，再如其中一部获奖作品《七只瞎老鼠》，改编自印

度的一个民间故事“盲人摸象”，虽是印度民间故事，

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因此，

这部作品一进入国内市场就被国内读者认可［７］。

虽然目前国内婴幼儿读物与国外先进水平还有

一定差距，但近年来，我们各界人士都在为婴幼儿读

物的本土回归在不懈努力着。笔者相信，在国家提

倡本土化回归的大背景下，在各方共同努力，同心协

力下，婴幼儿读物本土化的回归之路将会越来越宽，

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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