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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科普读物的市场现状及其
科学教育价值探析

冯海亮 *    侯意浓

（重庆大学应用技术学院，重庆 400030）

儿童科普读物作为传播科学知识的重要

载体，是开展科学课堂教育、提高儿童科学

素养的重要辅助材料，主要指为小学阶段读

者创造的通过书店销售的方式传播的科学类

书籍 [1]。小学科学课程标准是对儿童进行科学

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因此通过对市场中儿童科

普读物（针对 7~14 岁儿童）进行内容分析，

与《全日制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修改

稿）》（以下简称《标准》）的课程目标相对比，

并对线上读物商品的评论量进行大数据分析，

就能够探讨读物蕴含的科学教育价值。

1儿童科普读物市场分析
1.1 儿童科普读物摘选

研究表明，儿童科普读物与科学教材相

[ 摘   要 ] 科学素养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儿童科普读物是对儿童进行科学教育、提升儿童科学素

养的重要辅助材料。然而儿童科普读物并没有受到家长、教师的足够重视，即使意识到读物的重要性，也

不能科学地选择适合孩子的读物。因此为了探讨读物对儿童科学素养的重要性并指导家长、教师科学购买

适合儿童的读物，将市场中的儿童科普读物进行分类，与小学科学课程标准相对比分析其科学性，并对线

上读物商品评论量进行大数据分析探讨读物教育价值，以此探讨科普读物的科学教育价值，就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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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和现实生活的相关程度更高，能更好地帮

助儿童理解科学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科学就在

我们身边 [2]。目前对科普读物推荐的相关研究

文献较少，因此主要在中国推广度较高的当当

网（http:www.dangdang.com）中取样。在当当

网网站“搜索”一栏中以“儿童科普读物”为

关键词进行搜索，运用对读物“评分”的排序

方式，选取排名前 20 的儿童科普读物作为研

究的样本，会有较高的代表性和实用性。具体

摘选的科普读物如表 1 所示。

1.2 儿童科普读物分类

《标准》将小学的科学课程内容分为了物

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与宇宙科学、技术与

工程四个领域，反映了人类活动的主要领域。

①物质科学：研究物质及其运动和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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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形成以下概念：物质材料具有一定特征、

水、空气、运动、力、能量（声、光、电）；②生

命科学：了解人、动植物等生存所需的条件，生

物、环境是有机的整体，主要形成以下概念：地

球有动植物、动植物能适应环境、人体、繁殖、

相互依存；③地球与宇宙：了解宇宙、地球

自身、了解保护地球的重要性等，主要形成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书名
昆虫记
奇妙的数王国
最美的科普少年版
看里面系列
DK 儿童穿越时空百科全书
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
这就是二十四节气
新十万个为什么
我的野生动物朋友
让儿童痴迷的趣味科学实验
中国孩子的十万个为什么
大嚼科学—植物卷：大豆的 N 种死法
哇塞！植物原来这么聪明
有趣的力学
野外探秘手册
动手玩转世界
DK 科学探索
怪博士趣味科学问答丛书
小牛顿科普馆
亲近自然：谁吃谁大冒险

    作者
法布尔（法）
李毓佩（中）
雅各布（德）
弗利斯（英）
英国 DK 公司
苗德岁（中）
高春香（中）
幼狮文化（中）
蒂皮德格雷（法）
宾厄姆（英）
柳川艳（中）
郗旺、史军（中）
金顺汉（韩）
卡尔勒·皮朝勒（德）
玛利亚安赫斯胡利维特（西班牙）
安妮塔加纳利（英国）
约翰·麦克克罗恩（英国）
巴亚青年出版社（法）
台湾牛顿出版公司
丽贝卡·霍格·沃雅恩（美）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中国少儿出版社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未来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接力出版社
海豚出版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云南教育出版社
光明日报出版社
武汉出版社
明天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湖北教育
加比马丁出版社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黄山书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2 年
2011 年
2009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1 年
2009 年
2014 年
2014 年
2014 年
2010 年
2010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4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5 年

表 1  市场中具有代表性的儿童科普读物摘选

物质科学
有趣的力学
看里面系列
最美的科普少年版

       其他
新十万个为什么
怪博士趣味科学问答丛书
中国孩子的十万个为什么
奇妙的数王国
小牛顿科普馆

       生命科学
看里面系列
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
昆虫记
我的野生动物朋友
大嚼科学—植物卷：
大豆的 N 种死法
最美的科普少年版
哇塞！植物原来这么聪明

    地球与宇宙
这就是二十四节气
亲近自然：谁吃谁大冒险
星际小搭档
看里面系列
动手玩转世界

      技术与工程
让儿童痴迷的趣味科学实验
动手玩转世界
看里面系列
DK 儿童穿越时空百科全书
DK 科学探索

表 2  摘选的儿童科普读物的分类

注：“其他”代表并没有明显的课程标准所要求应掌握的内容或是类型属于大百科式，包含科学内容标准的每个方面。

下概念：地球等按规律运动、地球有大气和水、

地球是家园；④技术与工程：科学教育与工程

教育相整合，增强学生对科学与工程之间关系

的理解，主要形成以下概念：工程技术人员设计

制造出物品来创造多彩的世界、工具、设计创新。

依据《标准》的课程内容，可以将从互联

网摘选的儿童科普读物进行分类，如表 2 所示。

2市场中儿童科普读物的科学性分析
百度百科中对科学性的定义是：科学性

是判断事物是否符合客观事实的标准，富有科

学依据。《标准》是小学科学课程建设的纲领

性文件，由教育部下发，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

科学性。根据以上对科学性的界定，作为辅助

学生提高科学素质的科普读物，若要探究读物

的科学性，就要将市场中具有代表性的读物与

《标准》的课程目标相对比，以此分析其科学

含量。

《标准》规定小学科学的课程目标就是让

学生通过科学课程的学习，了解与认知水平相

适应的基本科学知识；发展科学研究能力；形成

尊重事实、与人合作、关爱生命的科学态度；了



043

解科学、技术、社会和环境的关系。简而言之，

就是培养学生科学知识、科学探索、科学态度

和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四个方面的科学素

养。因此对市场中具有代表性的儿童科普读物

进行质性分析，将其与《标准》的课程目标相

对比，就能探索市场中读物的科学与否。

学知识含量。

（3）地球与宇宙科学领域的要求：让儿

童了解地球、与地球相关的宇宙环境以及地

球是人类的家园等。《星际小搭档》故事通

过设置重重冒险，让儿童们了解宇航员、黑

洞等科学知识。

（4）技术工程方面的要求：了解技术是

人类能力的延伸，是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可

以推动人类的发展。《让儿童痴迷的趣味科学

实验》通过 34 个小实验，让儿童做实验、手

工来了解人类的技术发展。还有一些其他领域

的读物，例如《新十万个为什么》《怪博士趣

味科学问答丛书》等，就通过大百科全书的样

式很好地扩充儿童科学知识。

2.2 科学探究

《标准》规定，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就要

让儿童们学会科学探究、了解科学探究的重要

性，学会使用各种思维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

能力并懂得科学是需要不断探索的。科学探究

的目标就是要让学生了解获取科学知识的主

要途径，理解科学探究需要围绕已提出和聚焦

的问题设计研究方案，通过收集和分析信息获

取证据，经过推理得出结论，并通过有效表达

与别人交流自己的探究结果与想法，并能应用

科学探究方法解决比较简单的日常生活问题。

《不可思议的百科全书 — 地球》就通过让儿

童玩贴贴游戏，用简洁生动的文字为孩子讲解

奇妙的科学知识，从而使儿童边玩边学习里面

的科普知识。

技术与工程领域最能激发儿童的探索欲

望，比如《德国儿童最着迷的科学小实验》收

录了大量简单有趣的实验，既有展示神奇自然

现象的，也有让大家了解神秘自然力量的，还

有一些绝妙的小魔术，提供的实验材料简单、容

易备齐，实验步骤清晰、易操作，且图文并茂，

让儿童慢慢探索，发现其中的奥妙，培养儿童

的创新能力。

图 1  儿童科普读物

2.1 科学知识

科学知识方面，《标准》对物质科学、生

命科学、地球与宇宙、科学技术工程方面都有

相应的要求。

（1）对物质科学领域的要求：要让小学

生了解物质的基本性质和运动形式以及它们

之间的相互转换，在摘选的具有代表性的物质

科学领域科普读物中，都有对儿童科学知识的

普及。比如《有趣的力学》这本儿童科普读物

就通过丰富的图画和幽默诙谐的语言向儿童

们讲述了“什么是重力？滑轮组是如何工作

的？”等物理知识。

（2）对生命科学领域的要求：让小学生

了解生物体的主要特征，并认识人体与健康、

生物与环境的关系，这些在生命科学类型的读

物中都有体现。《揭秘恐龙》这一系列图书运

用了较大的页面排版告诉我们生命的起源、恐

龙的特征。《哇塞！植物原来这么聪明》则利

用夸张、幽默的语气向我们介绍了植物的各种

生活习性等，这些读物都能够扩充儿童们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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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科学态度

在儿童的科学态度养成方面，《标准》

要求儿童要对自然现象保持好奇心，并能在

活动中克服困难；具有基于证据和推理发表

自己的见解的意识；养成实事求是、大胆质疑，

不迷信权威，与人合作、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社会意识。

《亲近自然：谁吃谁大冒险》主要向儿童

讲述了在草原上、在森林里、在高山间，生活

着各种各样的动物，它们会相互捕食，并让儿

童来扮演几种不同的动物进入这个神秘的食

物链。这本书通过附赠的食物链学习卡片来进

行自然界大冒险，打开儿童对自然现象的好奇

心，并通过食物链的规则让儿童懂得和谐相处

的自然意识。

《我们喝的水有几十亿岁？》通过提问的

方式向儿童介绍了人们日常生活与大自然的

关系，从而告诫儿童要懂得珍惜水源，爱护大

自然。豆瓣书评中对这本书的评价也很直观地

体现出其对儿童科学态度养成的有利性。

值得一提的是，市场中大部分科普读物对

于科学态度中的实事求是、合作分享这两方面

科学态度的培养并没有太多关注，较多地在其

他生活类的读物中呈现。

2.4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的课程目标与科

学教育中一直提倡的 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教育有很大的共同性，就是要让

儿童知道科学技术与日常生活、社会发展、自

然环境的联系。

《改变世界的发明》通过精彩直观的立体

模型、激动人心的发明和趣味科学的讲述来让

儿童将科学技术与自身的生活和社会发展相

联系，例如对热气球、留声机、电灯泡的讲解

等，从而知道科技可以改变世界。

英国畅销书《奇趣大物理》是通过立体、

推拉、翻翻的趣味性试验告诉儿童物理科学可

以改变大自然的水质、探测海洋生物等科学

知识，从而让他们知道科学与自然环境的关

系。《让儿童痴迷的趣味科学实验》《德国儿

童最着迷的科学小实验全 2 册》这两本书也同

样是通过简单的材料、安全的操作及亲子互动，

亲自动手进行科学实验，让儿童了解科学与技

术、社会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3市场中儿童科普读物的科学教育价值分析
3.1 教育价值概念分析

价值是客体自身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满足，

是主体需要对客体自身属性的肯定关系。价值

的哲学本质是在人类实践中的主体需要和客

体属性间的同一性质 [3]。教育价值作为价值的

属概念，指的是客体即作为“教育影响”的儿

童科普读物本身的属性对儿童即作为“读者”

的受教育需要的满足。对儿童科普读物进行的

教育价值分析主要是着眼于其读物自身各方

面对读者科学素养形成的影响，在科学教育学

的视野下，对儿童科普读物的价值进行探讨。

3.2 基于互联网评论量进行教育价值探索的可行

性分析

互联网因其善于运用大数据对事物进行

分析而被研究者广泛使用，网站中商品的评论

量是互联网运用大数据分析商品好坏的典型

代表。若要分析儿童科普读物的科学教育价

值，就要看读物与读者之间的契合程度、满意

程度。兴趣是儿童学习的最大动力，若一本书

对儿童的吸引力很大，那么儿童才会挖掘自身

的主观能动性从书本中获得新知，从这方面来

讲，这本读物就实现了其科学教育价值。

任意抽取 20 部儿童科普读物样本中的 2

部：《看里面系列》《这就是二十四节气》，点

击评论中的“有效评论”按钮（从而去除掉无

效评论，比如刷屏现象等）可以发现评论都会

包含“适合”“喜欢”“不错”“值得看”“推

荐”等类似的关键字，因此运用互联网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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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量来分析读物的科学教育价值是具有可

行性的。

大数据分析的一大特色就是分析的数据

越多，其结果越准确。在线上图书市场中选取

较有代表性的儿童科普读物时，因选取的读物

都是评分很高的前 20 名读物，因此相应的销

售量和评论量较高于其他读物，在运用评论量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书名
昆虫记
奇妙的数王国
最美的科普少年版
看里面系列
DK 儿童穿越时空百科全书
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
这就是二十四节气
新十万个为什么
我的野生动物朋友
让儿童痴迷的趣味科学实验
中国孩子的十万个为什么
大嚼科学—植物卷：大豆的 N 种死法
哇塞！植物原来这么聪明
有趣的力学
野外探秘手册
动手玩转世界
DK 科学探索
怪博士趣味科学问答丛书
小牛顿科普馆
亲近自然：谁吃谁大冒险

评论总量（条）
37 339
41 792
19 872
18 867
18 608
16 826
15 827
12 068
6 644
3 927
3 285
1 222
935
798
693
523
504
447
401
307

有效评价量（条）
7 566
7 659
4 798
5 061
3 923
4 049
4 432
2 641
1 259
1 102
837
166
192
83

159
165
84
83
61
70

“推荐”（条）
7 338
7 399
4 505
5 007
3 853
4 021
4 407
2 526
1 249
1 093
811
159
181
83

152
163
84
77
59
70

“一般”（条）
9 190
231
281
38
52
21
24

111
7
9

18
6
9
0
7
2
0
4
2
0

“不推荐”（条）
38
29
12
16
18
7
1
4
3
0
8
1
2
0
0
0
0
2
0
0

推荐率（%）
097.0
096.6
093.9
098.9
098.2
099.3
099.4
095.6
099.2
099.2
096.9
095.8
094.3
100.0
095.6
098.8
100.0
092.8
096.7
100.0

不推荐率 （%）
3.0
3.4
6.1
1.1
1.8
0.7
0.6
4.4
0.8
0.8
3.1
4.2
5.7
0

4.4
1.2
0

7.2
3.3
0

表 3  摘选的儿童科普读物评论量统计

对其进行教育价值分析时的准确率也会较高。

3.3 儿童科普读物教育价值分析

对选取的 20 部儿童科普读物的商品评论

量进行数据统计，统计条目包括：①评论总量，

即商品的评价总条数；②有效评价量，即去除

无意义的空白、刷屏评价条数后剩下的评价总

数；③“推荐”评价量，即用户评分为四颗星和

五颗星的评价总量；④“一般”评价量，即用

户评分为二颗星和三颗星的评价总量；⑤“不

推荐”评价量，即用户评分为一颗星的评价总

量；⑥推荐率，即“推荐”评价量与有效评价

量的比；⑦不推荐率，即“一般”“不推荐”评

价量之和与有效评价量的比，具体如表 3 所示。

游戏色彩，而广受家长喜爱。因为读物能够吸

引儿童的兴趣，教授儿童日常科学知识，提高

儿童的科学素养，因此市场中优质的儿童科普

读物是具有较高教育价值的。

4儿童科普读物市场的不足及建议
4.1 读物游戏形式设置单一

游戏因其娱乐性、鲜活性深受儿童的喜

爱，儿童通过游戏性的活动可以无形中加深对

从表 3 可以看到在这 20 部读物中，推荐

率大于 99.0% 的有 7 部，占到总数的 35.0%，其

中有 3 部读物的推荐率达到了 100.0%；推荐

率小于 95.0% 的读物只有 15.0%，原因大多为

书籍装订不精美或者内容不适合某年龄段孩

童等。

通过对线上较受家长喜爱的儿童科普读

物的评论量进行数据分析比较，可以发现市场

中被读者接受的读物大多都因通俗易懂，充满

图 2 《看里面系列》 图 3 《这就是二十四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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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中知识的记忆，做到高效率学习。在对

20 部代表性读物进行内容分析时，发现无论

是物质、生命科学领域还是地球宇宙、科学工

程领域的科普读物，各色各样的游戏都会是读

物商品出售时的一大亮点，几乎每本书都会用

拼图、拼卡片等小游戏来吸引顾客购买。但是

如果每本书都用同一种游戏方式来增加读物的

娱乐性、探索性，就会使游戏机械单调，让儿

童产生视觉疲劳、厌倦感，游戏反倒会成为读

物商品出售的减分项。

创作者在创作读物时，要根据读物主要体

现的内容来创新不同的游戏形式，对于物质领

域可以多运用拼图等小游戏来加深读者对知

识的印象，但对于地球宇宙和生命科学领域，

如果借鉴 3~6 岁幼儿的绘本形式，将读物变

成立体书籍，将地球、宇宙内容换为立体页，

再借助诸多探险寻宝的方式让儿童探索会有

更好的效果。对于科学、技术与环境的科普读

物，如果能够在购书时附加许多能够让儿童亲

手做小实验的工具或者教导儿童废物循环利

用等会更好。

4.2 读物高新技术缺乏

科学普及能够把人类的科学知识、科学

方法等普及到社会各个角落，从而提高公民的

科学素质。然而传统科普读物，尤其是儿童科

普读物越来越难以顺利实现这一目的，平板电

脑、智能手机等终端为儿童提供了精彩缤纷的

使用体验，各种 App 应用程序及网络资源为

儿童提供了丰富的学习方式。相比之下，传统

读物就显得单调乏味，使读者失去兴趣。但是

网络资源参差不齐，儿童很容易迷失在游戏与

娱乐之中 [4]，因此唤起儿童对传统儿童科普读

物的兴趣就尤其重要。

创作者在创作读物时，可以借鉴当今的高

科技，将 3D 眼镜、扫描仪、二维码技术等加

入科普读物中，对于地球与宇宙类型的读物，为

了让读者有更直接的感官体验可以直接让读

者佩戴 3D 眼镜，这样三维立体的宇宙空间就

会呈现在眼前，让儿童亲身体验黑洞、虫洞等

宇宙奥秘。如果在阅读读物时遇到不懂或者需

要拓展延伸的知识时，用手机扫描旁边的二维

码，知识就会呈现在手机上供读者阅读。这样

就巧妙的将高新技术与传统的科普读物相融

合，使读者更快更准地接受知识。

4.3 读物分类维度模糊

具有良好分类维度的商品能够让购买者一

目了然，简便快捷地寻找到自己的心仪产品，

从而也可以提高网站的顾客满意度。在对当当

网上的儿童科普读物进行搜索整理时发现，对

读物的分类标准只有“分类”“年龄段”“品牌”

这三项，“分类”选项将读物分为图书、玩具

童书、教育音像、杂志、电脑办公；“年龄段”

选项将读物分为 3~6 岁、7~10 岁、11~14 岁

三个年龄段；“品牌”选项只有乐乐趣一个品

牌，这样分类的维度确实很重要，但显然是不

够的，还可以增加其他分类标准来满足读者挑

选读物的需求。

家长为孩子挑选读物通常是为了让孩子

扩展某方面内容的知识，因此以知识种类为分

类的维度对家长能够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小

学生科学课程标准将科学内容分为物质科学、

生命科学、地球与宇宙、技术与工程四方面，

因此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读物商品，都可以

按照这四大方面来分类，从而指导家长、教师

有针对性地为儿童挑选合适的科普读物。科学

知识是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四门分科知识

的综合，因此也可以按照课程维度来对科普读

物进行分类，也能使图书市场更加有序从而指

导读者科学购书。

4.4 读物运用率低

儿童科普读物（7~14 岁）与小学生科学

课程标准知识内容紧密相连、环环相扣，是

小学生提高自身科学素养的重要辅助材料。但

是通过调查分析可以发现，在理论研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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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儿童科普读物的研究很少，且缺乏较

系统的研究；在实际运用方面无论是家长还

是教师，都只是将读物当成闲暇时可有可无的

课外书，因此科普读物的市场很小，且得不到

应有的重视。

教师素来就承担着教书育人的使命，如果

教师能够意识到科普读物的重要性并为之利

用，那么家长、小学生相应地也会对读物产生

足够的重视。科学教师要学会运用相应科普读

物，来解决课堂中的一些问题，将读物应用于

教学之中。

（1）课前准备：在运用翻转课堂的教学

模式中，教师可以让学生阅读相关的读物书

籍，从而让学生对要学习的知识有足够的了

解，这样的课前预习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2）课堂中教学：在教授一些知识性内

容时，为了避免学生死记硬背，可以让学生阅

读有诸多卡片、图画的相关读物来提高学生学

习兴趣。

（3）课下作业：为了拓展学生知识的广度，

可以在课后让学生阅读相关的科普读物，这样

就可以充分避免因上课课时短使学生掌握知

识少的局面，充分发挥读物的辅助作用。

（4）单独设置科普读物阅读课：通过对

代表性的读物进行分析，可以看到读物除了覆

盖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中的科学内容类型之外

还会有大百科式的书籍，这些书籍的科学内容

都不深奥但是内容广泛，因此对小学生的科学

素质养成具有有效的促进作用。

5结论
小学科学课程标准是对小学生进行科学

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如果某类事物科学内容维

度都十分契合小学科学课标的课程目标，就说

明此类事物有较高的科学性；如果此类事物又

能增强人们常识、提高受众者的素养，则说明

此类事物又有较高的教育价值。

通过将市场中较有代表性的儿童科普读

物（7~14 岁）进行分类，并与《标准》的课

程目标进行分析对比，可以发现儿童科普读物

无论是对小学生的科学知识普及，还是对小学

生科学探究能力、科学态度等的培养都与小学

科学课程标准十分吻合，也充分证明科普读物

所蕴含的科学知识、科学探究内容是极高的，

具有科学性。

通过对线上图书市场中读物的评论量进

行大数据分析，再结合具体的关键词，可以看

到较大众的儿童科普读物都会以游戏的形式

唤起儿童的好奇心，从而让儿童自己从书籍中

得到自己想要知道的知识，因此说明儿童科普

读物也同样具有较高的科学教育价值。

将市场中较为混杂的科普读物按照小学科

学课标的内容标准进行分类，并加入新颖的创

作形式可以有效地吸引并指导家长、教师科学

购买适合儿童的科普读物，从而有的放矢地对

儿童进行各方面的科学教育。作为一种科学课

堂辅助性课外读物，如果能够被科学地运用于

科学课程教学，并让学生大量的阅读此类书籍，

将会使他们的科学素养有很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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