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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民教育与中国原创儿童绘本的创新发展
——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考察

陈  宁　赵若姝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中国文化报》公共文化部，北京，100013）

[ 摘　要 ]　作为培养现代公民的重要教育手段，儿童绘本的质量不仅考验出版技术的创新，更能反映我国人文教
育理念达到的文明程度。本文依托国家图书馆少儿馆馆藏绘本资源，采用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考
察原创绘本中角色设置、主题 / 场景设置、气质展现等方面的性别规训及其新变。研究发现，原创绘本中的性别
教育观念在整体上没有体现出现代公民教育中应有的主体性和包容性，仍然根植于性别二元对立的规范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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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Civic Education and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Original Picture Books
Chen Ning　Zhao Ruoshu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Department of Public Culture, China Culture Daily, 

Beijing, 100013）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educational method of cultivating modern citizen, the production level of picture books 

is not only testing the innovation of artistic skills, but also the civilization level reaching by humanistic education 

ideas. Taking collections of picture books from Children’s Section of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as the resources, 

the article adopts the combination of empirical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observing the gender discipline 

and new changes from the aspects of role setting, theme or scene setting, and temperament displa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gender education ideas of original picture books still roots in the normative education of gender binary 

opposition rather than subjectivity and inclusiveness which should be reflected in modern civ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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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绘本是以绘画为主、辅以少量文字的书籍。

它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学龄前儿童的主要阅读形

式。与传统的插画艺术不同的是，绘本中的图片具

有独立的故事性、连续性和艺术性，文字仅起辅助

表达的功能。这种阅读形式在 1990 年代后期进入中

国市场，短短二十来年时间就形成了稳定的读者群

和持续高涨的市场态势。2017 年上半年“京东少儿

畅销榜”前 10 名中有 7 种以上是绘本作品 [1]。当当

网 2015 年少儿图书销售码洋超过 27 亿元，其中图

画书占 20% 以上，超过 5 亿元 [2]。中国少年儿童新

闻出版总社曾对有 0—9 岁孩子的家庭进行调查，大

约有 70% 的家庭以儿童绘本为主要阅读形式 [3]。

儿童绘本的市场虽然庞大，但其中海外引进版

约占市场份额的九成以上，多为世界各地传播甚久

的经典获奖作品。国家图书馆少儿馆作为国内最大

的绘本馆，馆藏绘本 3 万余册，但严格意义上的国

内原创绘本只有 1200 余册，占比 4% [4]。在各大电

商平台的童书畅销榜上，能够进入榜单前列的原创

绘本屈指可数，仅有接力出版社的“娃娃龙原创图

画书”系列等有限的几种能引起读者的广泛注意。

从整体上来看，原创绘本在内容立意、艺术手段和

发行推广等方面还无法与引进版绘本进行抗衡。

实际上，国内绘本市场的持续看涨和海外版权

引进的高昂成本让业界一直对原创绘本多有期待，

期待能从绘本的消费大国向创作大国转变。在近几

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不少出版社都大力推出原创

系列作品，还举办了“图画书的原创力论坛”等交

流活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图画书创作研究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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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图画书年度排行榜”于 2015 年 11 月发起评选。

国内首个原创绘本大奖“张乐平绘本奖”于 2016 年

1 月在北京启动，而一直以来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香

港）和信谊图画书奖（台湾）也都为优秀的中文儿

童绘本作家提供了很好的创作交流平台。

从本质上讲，儿童绘本的质量不仅考验出版技

术的创新，更能反映我国人文教育理念达到的文明

程度。作为培养现代公民的重要教育手段，儿童绘

本中如果没有对人的主体性的切近与体察，没有对

社会存在多样性的包容与尊重，仅是鼓吹某种政治

的、知识的或道德的教化和规约，作品终将难以获

得独立的精神品质和长久的生命力。

本文依托国家图书馆少儿馆馆藏 3 万余册儿童

绘本资源，对其进行分层抽样和等距抽样，共得到

有效样本 686 册。鉴于原创儿童绘本的原始资料相

对分散，课题组同时实地走访了天津市图书大厦、

沈阳市及南昌市多家新华书店进行地毯式搜索和阅

读，并结合国家少年儿童数字图书馆、当当、京东

等网络平台进行电子图书阅读。本文从性别平等这

一具有国际共识性的文化视角切入样本编码、统计

和文本细读，梳理我国原创儿童绘本在实践现代教

育理念时表现出的性别困境和性别桎梏，探讨其在

参与国际图书竞争中存在的文化特色及人文差距，

以期为中国童书“走出去”战略提供性别文化层面

的可行性建议。

1　现代公民教育与性别规训之间的深刻矛盾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上多数国家均将公民

教育作为增强公民意识、培育现代公民的重要手段，

其核心理念之一是引导公民具备责权分明的主体精

神。简单而言，公民教育是指通过各类教育活动，

使公民增强民主意识、权利与责任意识、法制意识

等公民意识，增强政治参与、社会参与等公民能力，

成为与民主法治国家相适应的现代公民 [5]。

从性别视角来看，现代公民教育不是培养“像

男人的男孩”和“像女人的女孩”这种模式化的个体，

而在于帮助人们打破性别桎梏，使之成为拥有自主

自律精神的现代公民。儿童不论男女都理应被教育

成为具有理性精神、社会责任感、独立思考和判断

能力以及平等包容心态的现代人。优秀的女孩可以

具有传统意义上属于男性的自信果敢、独立坚强等

特质，正如优秀的男孩同样应该具备善于沟通、关

爱他人等传统意义上的“女性特质”。这一培养目标

与儿童绘本的主要购买者——接受过高等教育的 80

后、90 后父母的育儿预期高度一致。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那种认为人的性别特

质和性别地位取决于其生理构造的“生物决定论”

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但随着人们对社会性别的可

变性和他塑性认识的加深，这种二元对立的性别观

念已经被极大地动摇。生理性别差异是不可否认的

天然存在，但其不足以成为规训个体发展样态和制

约个体社会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性别”其实是与宗

教、种族等概念一样的人权概念，是每一个社会人

在“性别”维度上的主体权利和发展自由。在不违

反现行法律的前提下，一个人选择任何性别形象、

性别行为和性别角色都应受到同等的尊重 [6]。

然而，综观目前国内原创儿童绘本中呈现的性

别教育观念，并未在整体上体现出现代公民教育中

应有的主体性和包容性，仍然是根植于性别二元对

立的规范性教育，而非启发性、拓展性教育。它强

调男孩和女孩在形塑、气质、社会角色和行为等方

面的界限，试图警惕并纠正他们因不符合某种性别

规范而成为异类。比如男孩被认为应该强壮、冒险、

勇敢、主动，女孩应该漂亮、隐忍、奉献、被动等。

这种思维内部暗含着“男尊女卑”的等级观念，恰

与现代公民教育倡导的民主、法治和主体性的核心

目标背道而驰。

2　原创儿童绘本中的性别规训与偏见

原创绘本中的主人公大致可分为人类和动物两

类。在性别区分上本研究统计的标准是 ：以“他”

来指代的主人公为男性，以“她”来指代的主人公

为女性 ；但鉴于汉语中“他 / 他们”的指代内涵可

能具有一定的性别多样性，若此类人物的外部性别

特征不明显则归入“中性”类。据此统计得出以男

性为主人公的绘本 253 册，以女性为主人公的绘本

158 册，以两性共同作为主人公的绘本 41 册，中性

主人公 183 册 [7]。从数量上看，原创绘本中主人公

的男女性别比为 147.73（女性为 100），这一数字远

远高于我国 2016 年的总人口性别比 104.98（女性为

100）。也就是说，原创绘本更倾向于使用男性形象

作为主导故事发展的表现主体，即使在现实社会生

活中男性并不占据绝对的数量优势。

2.1　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设置中的性别盲区

首先来看原创绘本如何呈现公共领域中的两性

职业状况。统计中男性人物涉及 11 种职业，如警察、

司机、科学家、公司职员、工程师等，多属于技术

密集型职业。女性人物涉及的职业仅有 5 种，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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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护士、售货员、动物管理员、美容师等，多属

于服务密集型职业。特别是在表现母亲和父亲角色

时，其职业状况的处理方式有着明显区别。统计中

仅有 3 次暗示了母亲是有社会职业的，但具体职业

状况不详 ；而几乎所有父亲形象的职业状况都或多

或少有所表现。即便不明示，也会通过人物对话或

场景、服饰和道具暗示出来。

实际上，根据 2011 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最

新公布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报告》显示，

我国 18—64 岁女性的在业率为 71.1%，女性在第一、二、

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 45.3%、14.5% 和 40.2%。而美国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世界各国劳动参与率数据显示，中

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70%）位居世界第一，远高于

世界平均水平（53%）。由此可见，原创绘本在表现成

年男女的职业状况时存在较为明显的性别盲区 ：无论

是职业参与程度还是职业参与种类，原创绘本都没有

很好地反映当前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这很有可能误

导儿童偏狭地看待自身和他人的未来职业发展。

再来看原创绘本如何呈现私人领域中的家庭角

色。家庭角色一般以父亲和母亲为主。统计中我们发

现，母亲角色出现的次数约为父亲的 1.86 倍，这与

低龄儿童的居家照顾者多为女性不无关系。耐人寻味

的是绘本如何呈现父亲和母亲的家庭分工。母亲角色

的职责范围主要在于照顾儿童的起居生活、打扫家务、

陪伴玩耍、养成生活、学习习惯等，其中绝大部分与

养育活动有关。尽管父亲角色出现的次数远低于母亲，

但其家庭功能却十分集中，即以知识启蒙活动为主。

父亲更倾向于带孩子亲近大自然，探索未知的世界。

比如绘本《我有一个小小的家：漂亮的贝壳从哪儿来》

（华夏出版社，2011）中，小男孩和爸爸妈妈一起去

海滩玩耍。当小男孩捡到贝壳时，父亲开始给他讲解

各种海洋知识，母亲则用贝壳来做美容和手工。

不可否认，“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

曾在很长一段人类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与当时

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息息相关。随着生产方式从

体力型向科技型的转变，随着社会服务网络化电子

化的变革，特别是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的提

高，原本在社会劳动、家庭劳动与性别角色之间的

刻板联系早已被打破，两性得以有机会根据个人的

发展意愿选择居家或外出工作。课题组前期对美国

儿童绘本的调查显示，儿童的养育和教育责任多数

是由父母二人分担完成的，在劳动性质和劳动量上

不分主次 [8]。另据统计，性别发展指数越高的国家，

全职父亲的比例也越高 [9]。越是在性别趋向平等的

社会文化中，男性和女性越有可能根据家庭需要和个

人意愿而非舆论和经济压力来选择家庭事务的处理方

式。遗憾的是，我国的儿童绘本作为 21 世纪人才素

质培养的重要阅读形式仍然沿袭了“男主外、女主内”

的性别模式，这不得不说是一种人文理念发展的停滞。

2.2　绘本主题和场景设置中的性别比附现象

绘本作者的人文理念不仅体现在情节和角色的

显性设计上，也隐蔽地编织在文本的肌理之中，体

现出作者的集体无意识。本文将原创绘本的主题大

致分为生活 / 学习习惯培养、品德 / 价值观培养、社

交能力培养、科学知识学习等几种。这些议题都是

现代公民教育中的重要维度，在受教对象上不应有

性别上的区隔对待。但在实证调查中我们发现，选

择哪种性别的孩子来实践何种教育主题，原创绘本

的作者其实是有所考量和侧重的。这种有意无意的

性别比附现象背后是对男孩和女孩不同的教育预期。

统计发现，男性主人公比较集中地出现在“科学

知识学习”主题中，人数高达此类主题中女性主人公

的 6.5 倍。书中的男孩子们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探索未

知世界，通过向家长和老师请教以获得各种新知。比

如《大脑探险记》（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中

的小男孩通过进入大脑历险的经历认识了大脑的基本

构造及功能。男性主人还较多出现在“社交能力培养”

主题中，人数是此类主题中女性主人公的 3.2 倍。这

一主题重在培养孩子控制情绪、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这两种主题侧重可以看出，原创绘本作者更多地将

主动性的“自我建设”的能力赋予男孩，他们被鼓励

参与那些能积极探索、掌控和改造世界的活动。

相比之下，女性主人公集中出现在“生活 / 学习

习惯培养”和“品德 / 价值观培养”主题中，她们更

多地被鼓励发展被动性的获取“他人肯定”的能力。

这类主题重在向孩子强调生活 / 学习规则的重要性，

强调生命、友情和亲情的价值等。书中的女孩通过践

行做家务、孝敬长辈、爱护小动物、关爱别人等行为

得到他人的认可和赞赏，从而确立自我价值。这是一

种对既有世界的迎合性行为而非创造性行为。

同样的性别区隔对待也体现在绘本场景的设置

上。男孩更多地出现在探索性、求知性场景中，女

孩更多地出现在人际维护、家务劳动等场景中。在《中

国幼儿百科全书·我的玩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2013）一书里，孩子们玩电动玩具的场景一共

出现 13 个小朋友，男女比例为 10 ∶ 3，而在过家

家场景中一共出现 12 个小朋友，男女比例却为 1 ∶ 2。

正如前文所述，“生物决定论”认为两性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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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行为方式、社会角色等都是由生物性因素决

定的，是不可改变的“天性”。但是随着现代社会学、

心理学和医学等实证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女性主义

理论和实践的勃兴，这种论调的虚伪性逐渐暴露出

来。它极大地遮蔽了塑造两性特征和地位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语境及其背后隐藏的性别权力机制。从

上述统计分析中就可以看出，原创绘本作为儿童较

早接触的大众媒介，在其文本的各个层面都体现出

作者对儿童进行性别型塑并使之等级化的意图。

2.3　原创绘本中二元对立的性别气质

性别气质是最能直观体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

化变迁对性别影响的风向标。21 世纪以来，随着女

性地位的提高和消费文化的兴起，中国大众传媒中

的两性气质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李宇春为代表的“中

性”之美让传统意义上阴柔谦恭的女性气质中平添

了许多果敢、帅气和自信的元素 ；TFBOYS、鹿晗

等男明星的火爆也说明受众对妆容精美、气场温和

的男性气质的接受度越来越高。这种转变并非简单

的男女气质的相互调转，而是传媒文化更加关注一

个人身上是否凝聚了积极的多样态的精神价值和经

济价值，“像男还是像女”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在广受中国小读者欢迎的引进版儿童绘本中，勇敢

拯救王子的小公主和不爱格斗只爱闻花的西班牙小

斗牛都曾引起过强烈反响并成为经典之作 [10]。

反观我国原创的儿童绘本，尽管偶见突破，但

在整体上对孩子性别气质的引导并没有溢出封建社

会“男女有别”的性别想象和行为规范——女孩子

应该美丽、谦恭、温婉、宁静等 ；男孩子应该强壮、

顽皮、勇敢、主动等。像绘本《吵吵闹闹先生和安

安静静小姐》（海燕出版社，2016），本意是教导孩

子们在生活中学会求同存异，和谐共处。这样一个

看似谋求开放包容的话题却仍然沿用男孩子来表现

“吵闹”，女孩子来表现“安静”。在“我的日记”系

列绘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中，各种昆

虫以拟人的方式介绍自己的习性。瓢虫和蜜蜂等被

比拟成爱美胆小的女性形象，螳螂和屎壳郎等被比

拟成力大好战的男性形象。像“红袋鼠故事会”系

列绘本（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2012）在处

理乐乐公主形象时，干脆直接地教导女孩子要干干

净净，要保持苗条完美的身材，要少食多餐……

性别气质的模式化教育是与特定时代的生产力

发展水平分不开的。当今的社会劳动日益“去体力

化”，以知识、创新、体验、服务等为重心的经济模

式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这使得强大 / 弱小、阳刚 / 阴

柔、主动 / 被动等概念的性别指向发生了巨大变化，

其与性别之间的纽带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中

国社科院从事儿童与传播研究的学者卜卫指出 ：“对

男孩强调勇敢进取，对女孩强调文静温柔的教育，

必定大大限制儿童的活动能力和自我发展，扩大性

别不平等。儿童的一切发展应该取决于他们的潜质、

能力和兴趣，而不是他们的性别。”[11]

3　原创儿童绘本中性别理念的新变化

不可否认，近些年随着原创绘本数量的增加和

整体水平的提升，绘本创作中的人文理念更加具有

时代感。一些作者在性别元素的处理上开始体现性

别平等的意识。

3.1　弱化性别壁垒，关注共同成长

在本研究抽取的 686 册样本中，有 183 册的主

人公无明显的性别特征，读者很难从人物的外貌和

行为举止上分辨出是男孩还是女孩。这类绘本不强

化特定形象、主题、行为等与性别之间的关联，而

是引导小读者去体会和学习那些带有普遍意义的情

感、知识和道理。囊括美国 8 项绘本大奖、有着“2016

年现象级原创绘本”之称的《独生小孩》（中信出版社，

2016）当是其中的代表之作。该绘本的创作灵感来

自作者郭婧童年的一段记忆和想象，讲述了一个独

身小孩迷路、迷失、迷惘，最终找到回家之路的故事，

成功表达了一代中国人的心理特质和悲欢之情。全

书不着一字，小主人公留着中等长度的头发，穿着

纯色的衣服与裤子，看不出人物性别。在他 / 她身

上既有淘气、好奇的性格，又富有爱心，纯真善良。

这个超越性别的故事获得了 2015 年《纽约时报》十

佳儿童绘本奖。

统计显示，2015 年以来这类弱化性别壁垒的原

创绘本呈现上升趋势。“发现与培养儿童职业启蒙绘

本”系列（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中，小动物们

扮演的各种职业只强调职业需求和特性，而不再强

调性别与职业之间的关联。在“108 只小海龟”丛书（海

豚出版社，2016）、“快乐小猪波波飞”系列绘本（中

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中，小读者会在第一时

间被妙趣横生的故事情节吸引，但很难分辨出小动

物们是雌还是雄。

3.2　爱淘气的女孩子和会害怕的男子汉

原创绘本的另一个突破在于赋予孩子们更多探

索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自由与空间 ：女孩子可以

淘气活泼、勇于冒险而不必担心受到责罚，男孩子

可以直面自己的胆怯、自卑、害羞而不必内疚。统

计中我们发现，尽管原创绘本中女性主人公的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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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少于男性，但一个可喜的变化是，女性主人公呈

现明显的递增趋势。2011 年原创绘本中男女主人公

的比例是 7 ∶ 2， 2015 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 1 ∶ 1。

2014 年甚至出现过女性主人公数量反超男性的情况。

在丰子恺大奖首奖作家林小杯的绘本《非非和

她的小本子 ：我就是非非》（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中，女主人公非非顽皮聪颖、喜欢说“我非……

不可”。当她喜欢上剪刀时，爸爸的报纸、妈妈的布匹、

妹妹的头发都成了她创作的园地，活脱脱一个淘气

包。“小文”系列绘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

的女主人公小文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爬树、挑水、

走夜路……处处不比男孩差。一个暑假的时间就把

又高又壮的表哥“欺负”得团团转。面对邻居们称

小文为“疯丫头”的闲言碎语，小文父母却给予她

相当多的宽容与理解。

这种性别气质的多样态释放同样可以体现在男

孩子身上。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在绘本《骑小狗

的大香蕉》（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中很好地

诠释了这一问题。当两个小女孩小梅子和林琳在讨论

害不害怕小狗的问题时，小男孩“大香蕉”嘲笑她们

“小姑娘怕小狗”，小梅子立刻争辩道，“不是小姑娘

怕小狗，是林琳怕，我可不怕”。作者以清晰的性别

意识肯定了“胆小”在个体身上的合理性，但是果断

剥离了它与女性之间的群体性关联。随后的故事情节

更有意味，小梅子送给男孩“大香蕉”一只小蚂蚁，

吓得他哭了起来——原来勇敢的男孩也有恐惧和胆小

的时刻。“小四宝·幸福成长”系列绘本（新世纪出

版社，2014）以男孩“小四宝”为主人公，引导小读

者认识和管理自己的各种情绪。书中不仅允许和理

解男孩子可以有害羞、害怕、嫉妒、生气等负面情绪，

而且教给孩子疏通和控制负面情绪的方法。台湾从

事男性文化研究的学者蓝怀恩曾指出，“男人不太会

去关照自己的内心感觉，也不大有机会碰触到生命

本身的内在渴望，所以男人在沟通中很难彻底地表

达自己的内心，他们从小就没有学习和准备过，因

为被灌输的是怎么学会坚强”[12]。相信这些原创绘

本的人文关怀精神和性别关怀意识会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这种性别刻板教育带给孩子们的束缚和伤害。

4　结　语

性别平等精神只是现代公民教育中的一个重要

维度。我们透过这个视角意在反思原创绘本如何引导

中国儿童成为具有理性精神、社会责任感、独立思考

和判断能力以及平等包容心态的现代人，这是现代教

育理念整体性的重要转变。据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公布的 2016 年少儿出版市场数据，少儿图书已

经成为整个图书市场的第一大门类，码洋比重达到

23.1%，册数比重占整个市场的 30% 左右。其中原创

文学对整个市场成长贡献很大，可以说“未来十年是

原创大施拳脚的十年”[13]。在这样良好的业态环境

中，教育观念的更新是让儿童读物畅销又常销的文化

内核。任何以道德教化或知识灌输为单一目的的绘本

作品将不能适应现代人才培养的需求。倡导人与人之

间平等相处、尊重生命形式的多样性才是儿童读物的

题中应有之义，这其中自然包括性别平等与自由发展。

我们期待有更多打破性别规约、为孩子们提供自由的

想象空间和成长可能的原创绘本早日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