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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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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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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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社会越来越重视学前儿童教育，儿童读
物的出版量和购买量不断攀升，其中儿童绘本类的

书籍备受青睐。随手翻开市场上在售的绘本，我们

可以直观地感受到，绘本的主体是图画，正是这一特

点让很多阅读者，甚至连图书编辑都极易忽略文字

的重要性。在语言学范畴，儿语有着不同于完整语

言系统的特点，因此在儿童读物中，文字是否适合儿

童读者恰恰是至关重要的。

“儿童绘本”日益成为热点话题，然而目前大多

数研究或只从绘本本身的装帧设计、排版编辑等入

手，或结合心理学家皮亚杰（ＪｅａｎＰｉａｇｅｔ）的儿童认
知发展理论来对儿童绘本进行分析，但从语言学的

角度，特别是结合儿童语言发展规律对儿童绘本语

言做出的探讨、研究是极其匮乏的。诚然，这就是本

文研究和讨论的着力点。

一、儿童母语习得理论模型

儿童母语习得是指儿童能够在自然环境中，在

认知水平较低的时候快速掌握一种语言的基本经验

与知识，即自然地获取某一种语言。研究者们对于

儿童母语习得的机制问题有过诸多探讨，例如在儿

童习得母语的过程中究竟是什么因素起到决定作

用。学界普遍认为，大脑功能与年龄因素、语言机

制、学习动机以及环境因素都会影响儿童习得的结

果与水平。儿童绘本是儿童习得母语过程中重要的

辅助工具，因此儿童绘本的语言也需要在儿童母语

习得基本理论的指导下进行。［１］

（一）刺激———反应论

刺激———反应论的观点认为：动物根据接收到

的刺激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人类的语言行为也是

如此。也就是说，儿童接收到各种语言或非语言的

刺激，根据刺激说出相应的话来做出反应。儿童不

断模仿成人语言，得到相应的反馈，并不断重复这一

过程强化规范的语言形式，最终习得语言。因此后

天环境十分重要，儿童受到什么样的刺激会直接影

响儿童的语言系统，在儿童学习母语的过程中，客观

的经验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２］。儿童怎样获得这

些经验？其一，来自父母或其他人的直接的语言输

入，这种输入多是口语的形式；其二，通过阅读或以

书面语的形式接触语言。儿童绘本图文结合的独特

形式由于更加符合儿童的认知能力，因此它受到了

众多家长和儿童的喜爱。这也使绘本被动具备了刚

刚所讨论的两种路径。因此，儿童读物在儿童语言

发展中是至关重要的，儿童读物的质量也影响着儿

童语言系统发展的最终结果。

当然，刺激———反应论并不完全适用于儿童母

语习得过程的解释，因为它把人类语言行为和动物

的本能反应混为一谈，并且把儿童习得语言完全归

功于机械的模仿。不过，这一理论中有关对外在环

境强调的观点是可取的。

（二）语言内在论

针对刺激———反应论的缺陷，以乔姆斯基（Ｎｏ
ａｍＣｈｏｍｓｋｙ）为代表的语言学家提出了“语言内在
论”，其代表观点为：先天语言能力说和自然成熟

说。这一理论认为人生来就具有一种“语言习得机

制”，儿童能够习得母语，正是因为儿童具有这种受

遗传因素决定的、人类都具备的“语言能力”，所以

他们能够掌握语言的规则，即使后天接受外部环境

的输入与刺激有所缺陷，儿童仍可以系统地掌握某

种语言。也就是说，这种观点认为儿童在学习语言

的过程中完全不需要语言输入，不需要儿童绘本这

类读物来帮助儿童学习和巩固语言知识，它否定儿

童阅读文本在儿童习得母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语言内在论不重视语言的输入，但是根据事实

经验，“狼孩儿”在脱离人类社会的语言环境后，就

不能成功习得语言。并且我们并不能拿出确实的证

据证明人的大脑中是否存在语言习得机制。

（三）认知论

认知论结合了上述两种理论，认为儿童语言的

习得是认知能力和后天经验相互作用的结果。儿童

在已有的智力水平和认知能力的基础上，一方面大

脑组织自身不断成熟，另一方面又从外界环境接受

持续的语言输入，二者相互作用，儿童逐步建构自己

的知识框架，并且不断补充完善，最终掌握所有的语

言规则。［３］在这个过程中儿童的认知能力也是不断

发展的。认知论不认为人类有着与生俱来的语言能

力，儿童能够习得语言不是由天赋决定的。同时认

知论否定环境的决定作用，但其承认环境在语言习

得中占据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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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需要持续的语言输入，

客观环境需要提供足够的语言刺激。儿童可以通过

不断接触口语和书面语两种语言形式的语言来完善

自己的语言系统，儿童绘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充分有

效地辅助儿童建立、健全自己的语言规则［４］。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语言学家基本达成共

识的是在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客观的经验起着

不容忽视的作用。儿童绘本类图书可以通过共读、

自我阅读、听音朗读等形式给儿童语言刺激。儿童

在阅读绘本的过程中，学习语言规则，构建儿语的语

言系统，并且在持续的阅读后，不断纠正错误、残缺

的语言规则，最后建立完整的、趋近于成人的语言系

统。［５］从一定意义上说，儿童读物的质量影响着儿

童语言系统发展的最终结果，儿童读物的编辑应在

儿童母语习得的理论下进行才能够保证其质量，对

儿童母语习得起到积极作用。

二、从语言学视角考察汉语儿童绘本

儿童绘本多指通过绘画这一表现形式，辅以文

字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故事读本类型。儿童绘本的最

大特点在于图画和文字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绘本

最早起源和盛行于英美国家，被称为图画书。随后，

日本成为亚洲绘本发展的先驱，开发出了“小熊绘

本系列”“淘气宝宝绘本系列”，跻身绘本大国。纵

观国外绘本发展成熟度较高，中国绘本起步较晚的

现状，目前国内儿童图书市场的绘本类多以引进为

主，优质的原创绘本比较稀缺。

儿童语言学研究表明儿童母语发展会经历主要

五个阶段：前语言阶段、独词句阶段、双词句阶段、多

词句阶段和成人句阶段。由于个体差异，每个阶段

起始的时间点会有所差异，儿童在每个阶段的语言

都有不同的特点［６］。按照这一理论模型，统观市场

上现有儿童绘本，有一个相对突出的缺陷，即绘本在

年龄定位上不明晰（以年龄跨度过大或目标年龄乱

定位为主），某些绘本笼统地定位为 ０～８岁的读
者，但是在０～８岁这段时间，儿童的认知能力和语
言能力已经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的变化，按照这样

定位语言梯度，图书根本无法满足儿童各个阶段的

发展需求。综上，对于儿童绘本，特别是分级绘本，

应当尤其注意语言区分度，比较常见的做法是进行

分级，但切忌过分冗繁。

（一）成人句阶段之前

前语言阶段（６个月至１岁）的儿童仅能发出
“咿咿”“呀呀”这样没有任何语言学意义的声音，但

在独词句阶段（１岁至１岁半）儿童开始把语音和意
义联系起来，用意义指向最强的一个词语来表达一

个意思。１岁半以后，儿童进入双词句阶段，他们会
用两个词语，一般是名词和动词，并通过语序来表达

不同的交际意义。儿童约在２岁左右进入多词句阶
段，他们已经基本掌握词序等语法规则，但是却缺少

表达语法功能的词，就像只有树的主干部分，而缺少

了枝叶，这一阶段大约会持续到３岁。
儿童绘本中针对这一阶段的图书主要是幼儿类

绘本，例如《小熊宝宝绘本·你好》中的文字内容为：

“小鸟、小鸟，你们好！小熊，你好！小刺

猬，你好！小熊，你好！小鼹鼠，你好！小熊，你

好！小猴子，你好！小熊，你好！”

另一本《小熊宝宝绘本·睡觉》的文字为：

“打哈欠了，困了，宝宝，该睡觉啦！小熊

睡了，小老鼠也睡了……你挨着我，我挨着你，

大家一起睡着了。”

从这类幼儿绘本中可以发现，一方面，适度有效

的重复可以帮助儿童通过复现来习得这个词语或短

语，“小熊系列”就是通过不断的重复来表达重点，如

《你好》中不断重复“你好”，而《睡觉》则不断出现“睡

觉”“睡了”；另一方面，这一阶段绘本中的词汇应当

以“名词”和“动词”为主体，表达语法功能的词应选

择在口语表达中难度最低，且不可或缺的“也”“了”

等。与此同时，这一阶段的儿童绘本内容中的句子长

度多为３～５个词，句子类型应以“主谓句”这种最基
本的句型为主。任何一本优秀的儿童绘本在各个方

面都应符合儿童在这一阶段的语言特点。

（二）成人句阶段

此阶段（３岁半至５岁）的儿童已经基本掌握成
人语言的系统规则，并且能利用这些规则组织语言，

他们的语言里开始出现成人语言的句子，语法形态、

功能词等都在不断扩充完善。通常，此阶段的儿童

对语言的运用已经超出了当前的事物范畴，多数情

况下能够表达出过去、将来这些时间维度的事情或

计划，甚至是实际不存在的事物。值得注意的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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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虽然习得了基本的语法，但是词汇的数量却是有

限的，并且以实词为主，名词、动词居多，其次是形容

词，最后是助词、代词、副词等词类。

我们以邓正祺的《葡萄》绘本中的一段文字

为例：

从前有一只狐狸……他勤勤恳恳，勤勤恳

恳，种了一园子的葡萄。不用说，他最期盼的，

就是葡萄丰收啦。可是，怎样才能种出最多、最

甜的葡萄呢？狐狸又是跑图书馆，又是在网上

搜寻，还特地拜访了葡萄专家。最后得出一条

真理———要有爱！

其中，名词８个、动词１４个、形容词３个、数词１个、量
词３个、副词９个、代词２个，共４０个实词；介词２个、
助词２个、语气词２个，共６个虚词。《葡萄》这本书的
目标读者年龄群体是３～６岁的儿童，通过统计，我们
可以看到虽然副词稍多，但名词和动词是占据绝对优

势的。且从整体而言，实词大大多于虚词，这是符合这

一阶段儿童词汇发展情况的。就词汇数量而言，成人

语阶段的儿童平均每个句子产出４～１０个词，《葡萄》
绘本的平均句子长度为６个词，同样也是符合儿童发
展的特征的。此外，《葡萄》中采用最多的句子类型是

“主谓句”，短语结构为“动宾结构”，这些均为汉语表达

中的基本句型。我们可以看出，优秀的绘本作品应全

方位契合儿童语言发展规律。

接下来，再来分析一下白洁的《时间的种子》中

的一段文字：

夏夜最深时，露水渐浓。石爷爷捕到一粒

种子，它不像普通的草籽，它闪亮、会呼吸，自由

飞舞在空气里，然后轻轻飞回石爷爷手中。第

二天清晨，石爷爷就将它种下。秋天将近，也许

已不是播种的好季节了。

就词性而言，名词１５个、动词１２个、形容词８个、副

词８个、数词２个、量词１个、代词１个，实词总共４７
个；介词２个，助词１个，虚词共３个。同样的，实
词占据绝大部分。

纵向对比本文选取的《时间的种子》和《葡萄》

的文字，我们发现《时间的种子》（下称《时间》）有

如下不同：首先《时间》使用的词汇，如“草籽”“飞

舞”“播种”等难度偏高；《时间》平均句子长度为７
个词，与《葡萄》相比，长度稍长；《时间》的句子类

型相比之下也更为复杂多变，在基本的“主谓句”上

添加了状语、补语等成分，如“夏夜最深时”“在空气

里”等。综合来看，《时间的种子》更适合处于成人

句阶段后期的儿童。

三、销售市场中儿童绘本年龄定位的现状分析

上文已经阐释了儿童语言发展经历的几个阶

段，然，儿童绘本图书年龄定位完全按照语言发展的

阶段来划分也不是完全恰当的。一方面，０～３岁这
个阶段的划分过于细致，不符合儿童绘本的文字特

性。另一方面，儿童绘本的年龄分类并不能仅仅依

据语言这一个要素，语言只是绘本内容的物质外壳，

儿童的认知水平、情感因素等等内在要素都应该纳

入参考范围。皮亚杰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理论认为

儿童认知发展有以下几个阶段：感觉运动阶段（０～
２岁）、前运算阶段（２～７岁）、具体运算阶段（７～
１１、１２岁）、形式运算阶段（１１、１２～１３、１４岁）。

结合上述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观点，图书市场

上把儿童绘本划分为０～２岁、３～６岁和７～１０岁
是基本合理的。为充分论证，本文以目前市场上

具有代表性的三大童书销售平台为数据采集来

源，以市场反响充分的部分儿童绘本童书为样本

进行了调研，分别列出了三大平台对样本的年龄

定位（见表１）。

表１　三大网络销售平台样本图书年龄段划分概况

序号 书名 出版社 出版年 引进／原创
年龄定位

当当 京东 亚马逊

１ 《葡萄》 明天出版社 ２０１０ 原创 ３～６岁 ３～６岁 ６～１２岁

２ 《烟花》 明天出版社 ２０１２ 原创 ３～６岁 ３～６岁 ３～６岁

３ 《游泳》 明天出版社 ２０１４ 原创 ３～６岁 ３～８岁 ３～６岁

４ 《时间的种子》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２０１４ 原创 ３～６岁 ３～６岁 ３～６岁

５ 《快乐的小松鼠》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２０１２ 原创 ３～６岁 ３～６岁 ３～６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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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书名 出版社 出版年 引进／原创
年龄定位

当当 京东 亚马逊

６ 《跳绳去》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２０１３ 原创 ７～１０岁 ３～６岁 ３～６岁

７ 《爱上吃青菜的兔子》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２０１６ 原创 ７～１０岁／１１～１４岁 ３～６岁 ３～６岁

８ 《艾伦可怕的大牙齿》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２０１６ 引进 ３～６岁／７～１０岁 ３～６岁 ３～６岁

９ 《市场街最后一站》 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６ 引进 ３～６岁 ３岁以上 ３～６岁

１０ 《小熊宝宝绘本》 连环画出版社 ２００７ 引进 ０～２岁 ０～２岁 ０～２岁

　　由表１可以看出，销售平台对于儿童绘本在年
龄定位这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不同网络销售平台有

时会对同一本绘本的年龄定位做出截然相反的判断，

例如对于《葡萄》，当当和京东把它划分在３～６岁，而
亚马逊把它划分在６～１２岁；至于《跳绳去》，当当
把其定位于７～１０岁，而京东和亚马逊则把它定位
于３～６岁。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但
从语言学认知角度来看，前后两个阶段儿童的语言、

心智、认知等等能力的发展都有着不同的特点，这样

的区分会给儿童、家长带来困惑，使得销售平台上的

图书定位不清，可能导致图书无法发挥正常语言认

知功能，这是应当极力避免的。此外，由于海量数据

处理的繁杂及图书编辑后期市场跟踪不力，一本图

书出现两个年龄段的分类这样的现象也是频发的，

如在定位《爱上吃青菜的兔子》和《艾伦可怕的大牙

齿》两本书时，销售平台把他们划分在两个年龄段

内，这也是不合理的。

四、结语

儿童母语习得的相关理论已经证明外在环境对

儿童母语习得具有重要作用，儿童绘本是儿童在学

习语言过程中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在儿童绘本市

场如火如荼的同时，绘本的质量令人担忧，从语言、

内容（含插图）到销售市场上的年龄定位等都存在

着诸多问题［７］。如何创作出优质的、语言符合儿语

特点的、对儿童能力培养真正有价值的儿童绘本应

受到相关学者及专业编辑、作者的关注。本文认为，

应当充分研习基于语言学、心理学等领域针对儿童

语言不同发展阶段特点已有的研究成果，将理论真

正应用于创作实践以及编辑过程中，切实了解儿童

语言习得规律和心理需求，这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

根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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