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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图画书的发展有200多年的时间，已经逐渐

形成比较成熟、完备的出版阅读机制，而在不到十年

的时间里，来自欧美、日韩等世界各地的优秀图书被

中国大量引进，并在出版者和阅读推广人的积极努力

下，逐渐获得孩子和父母的认可，被越来越多的家庭作

为重要的亲子共读读物。然而，面对如此众多的图书

品种，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健康、有营养的图书送给孩

子呢？下面我们将从四个方面为大家介绍——如何挑

选好的图画书？

选择经典图书
所谓经典图书，既有可能是获得图画书奖项肯定

的图书，也有可能是无冕之王——受到父母和孩子的

欢迎，被时间证明的经典作品。目前世界上有多个图画

书评选的重要权威奖项，如英国凯特·格林纳威奖、德

国绘本大奖、国际安徒生奖画家奖、意大利波隆那国

际儿童书展最佳选书等，其中以1937年成立的美国凯

迪克奖最受瞩目。凯迪克奖之所以能成为绘本界的重

要奖项，主要在于其评选标准的创新，着重作品的艺

术价值、特殊创意，尤其是每一本得奖作品都必须有

寓教于乐的功能，让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开发另一个

思考空间。目前，凯迪克获奖作品和其他绘本大奖作品

一样，已经被引进到国内，如《小房子》、《田鼠阿佛》、

《古纳什小兔》、《别让鸽子开巴士》等，刚刚接触图画

书的父母，如果不知从何入手，选择获得图画书大奖的

作品，不失为一个捷径。

另外，虽没有获得重要奖项，但是广受孩子喜欢的

作品也可以选择，如美国纽约公共图书图书馆评选出的

“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100种图画书”中有许多图书在图

书馆的借阅率非常高，受到孩子和父母的欢迎，可以作为

好绘本的重要参考。

从图画书作者开始
图画书作者往往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通过儿童容

易理解和喜欢的形式创作图画书，各具特色。来自日本

家喻户晓的童书插画大师五味太郎先生，被誉为“日本图

画书的奇葩”，迄今为止已经创作了将近400种图画书，其

中的很多优秀作品已经被引入中国，如《小牛的春天》、

《看，脱光光了！》、《宝宝创意大发现》、《黄色的……是

蝴蝶！》等。五味太郎的绘画作品接近幼儿和儿童视觉

影像，可爱且富拙趣，同时强调色彩的刺激，善用对比的

高低彩色度色调，使主题鲜明突出，最大的特点是具有

高度的创意，常常将动物形象和生活中的物品相结合，这

使得他的作品在众多绘本中脱颖而出。另外，美国的李

欧·李奥尼、谢尔·希尔弗斯坦、德国的约克·米勒等，都

是世界闻名的绘本大师，阅读绘本大师的作品，不仅可

以读到有趣的故事，更能从中了解人与人，与社会、自然

之间紧密相连的关系，这样的图画书作品不仅对孩子的

内心是一种启迪，对父母们而言也是一种难得的人生智

慧。

选择好的出版社
因为图画书的市场被广泛看好，越来越多的出版社

加入到这一板块中来，即使是非常好的原版图书，也有

可能因为印刷、翻译、出版理念不到位等各种因素“成

就”一本垃圾图书。较之成年人的图书阅读，儿童图画

书绝对不是几个字、几张图画的简单拼凑，而是技术性

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大到图书的开本，小到内文文字

的排列、颜色的调和，每个环节都要慎之又慎。好的出

版社，必须首先要“懂得”图画书，对儿童阅读有深刻的

理解，对图书内容有独到的把握，对印刷装帧工艺有超

高的水平，对读者对象有明确的定位，对图书推广有十

足的热情，对图书出版有持久的坚持。经过近十年的发

展，目前国内已经涌现出像新经典文化爱心树童书馆、

蒲蒲兰绘本馆等一大批儿童图画书出版“新贵”，受到

大家的欢迎。同时，一些老牌少年儿童出版社也通过改

革创新，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如浙江少年儿童、二十一

世纪、江苏少年儿童、安徽少年儿童、华东少儿出版社

等，出版了一系列优秀的图画书，已经成为业内出版的

“风向标”。父母在选择图书时，可以从出版社入手，选择

孩子喜欢的图画书。

遵循孩子自己的阅读兴趣
我们提倡为孩子营造一个宽松的阅读环境，鼓励

孩子挑选自己喜欢的图书自主阅读和亲子共读。也许孩

子一开始的选择在大人看来并不出彩，但是这并不妨

碍我们和孩子一起阅读，亲自感受这本书有无趣味，并

提出建议，指导孩子选择优秀的图书，既不会抹杀孩子

自主选择图书的积极性，又能逐步培养起孩子的阅读品

位。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关系到孩子未来的阅读和人

生的成长。

图书的阅读是一个长期过程，拥有一位引导孩子读

书的妈妈是孩子一生的财富，父母坚持亲子阅读的耐心

和恒心，恐怕才是挑选好绘本的最好方法。

B

暑假倒计时，父母们都在绞尽脑汁如何给孩子安排好一

个充实又快乐的假期，想趁空余时间，让孩子多读一些

图画书。但是面对书架上林林总总的图画书，究竟如何

选择呢？本期，元妈特地邀请了一位资深少儿图书编辑，

为大家支招。

挑选绘本有绝招
文 l 韩烨    图 l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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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家”的小朋友

不得不承认，有些品性，是天生的。假如

先天没有，后天也教不会——比如说，做人

家。“做人家”在上海话里的意思就是“节俭，会

过日子”，基本上可以想象那种“一个硬币掰成

两瓣花”的光景。

我们家元宝，是一个“做人家”的小朋

友，才一岁多就初露端倪。

印象最深的一回，我陪元宝在小区晒太

阳，边上一同晒太阳的小姑娘正在吃小番茄。看

元宝一副馋涎欲滴的样子，小姑娘的家长就送

了我们一个小番茄。正中下怀，元宝起劲地吃

起了我手上的小番茄。一口，两口，三口……再

往后，我就发现原本吃兴正浓的元宝突然“收

敛”，用舌头顶出我要塞进他嘴里的小半个小番

茄，只用门牙咬一点点下来吃。这样莫名胶着了

几下，我总算恍然大悟：元宝舍不得把唯一的一

个小番茄吃完，他要慢慢品尝！

仔细留意观察元宝平常的表现，这样的例

子不胜枚举：

假如大人只给了他一块饼干，他会把这块

饼干一直捏在手里；直到大人允诺他这块饼干

吃完，再给他一块，他才会把手上的饼干吃了。

如果吃到自己喜欢的菜，比如花生、豆子、

胡萝卜之类的，元宝通常会把最后一口含在嘴

里，一直含到没味道了才吃下去。

最通常的就是，他吃零食的时候，吃到还剩

最后一点的时候（得到的信息是大人不会再多

给他），就会只用舌尖舔一下，再舔一下，尽量延

长享用的时间。

这对于一个才一岁多的小朋友，真是颇为

令人费解。因为他那么小，我们不会这样“指

导”他；家里也没有人这样做让他效仿。唯一的

结论就是——天生的，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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