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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硕（１９８９—），男，河北保定人，编辑，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数字出版、儿童绘本出版研究；冯沫

悦（１９９２—），女，四川绵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编者语：本期栏目所收四篇文章，涉及对儿童绘本的语言研究和儿童文学的本质、发展和特性等方面的

理论研究。其中：关于图画书研究的文章，作者从语言学的角度，结合儿童语言发展规律对儿童绘本语言做

了探讨和研究，并分析了目前我国图书市场在儿童绘本类的分级现状。刘罛之文以马修斯的儿童哲学观为

出发点，从儿童文学的立足点、教育内容和内在气质三方面论及广义儿童哲学与儿童文学的内在关系，并从

这三个层面探讨儿童哲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葛倩倩之文就朱自强“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的学术

观点之于“儿童”与“儿童文学”概念的历史考证，对以什么样的眼光进行学术研究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以

及对“儿童本位”的儿童观的建立所拥有的意义做了深入的分析。关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儿童文学
的城市书写一文，以形塑童年经验的空间为着眼点，通过大量的作品展示印证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中国
儿童文学在书写有限的城市空间范围时，所呈现的成人与儿童二者权力的抗衡现象。

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汉语儿童绘本

吴　硕１，冯沫悦２

（１．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２．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绘本是儿童阅读的主要来源之一，绘本阅读不仅可以带给儿童知识，更是儿童在学习语言过程中一个

非常有用的工具。儿童语言学研究表明，儿童的母语习得会经历五个不同阶段，且儿童语言学习有其独特

的系统特点，因此，要更好地提升儿童的阅读效果，应根据儿童习得母语不同阶段的特点，侧重于儿童语言

发展的规律来创作优质的、有价值的儿童绘本。除此之外，图书市场也应对儿童绘本进行正确的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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