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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新店

4月19日，家庭教
育和儿童自主学习力培
养专家付立平在山东临
沂为家长们带来《给孩
子的五顶学习帽》讲座
分享，现场近900名家
长参与活动，家长们纷
纷表示通过聆听讲座，
了解到了可以提升孩子
自主学习力的更多实用
方法。

《给孩子的五顶学
习帽》由北京光尘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策划、中
信出版集团出版，从2021年9月上市至今已实现印刷
34次、销量近20万册，收获老师、家长好评，甚至
有家长几经波折希望联系到作者表示感谢。在亲子育
儿、家庭教育类图书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这本书
能够始终保持热度和好评，源于对内容精心打磨、营
销精准触达。

《给孩子的五顶学习帽》 立足于中国教育生态，
规避了外版教育类图书引进后常见的“水土不服”
问题，作者付立平对中小学孩子心理、亲子关系、
成长内驱力激发有着深度研究与广泛实践。书中揭
秘提高孩子自主学习力的五大关键支撑——学习内
驱力、情绪自控力、习惯自控力、学习竞争力和学
习抗逆力，并巧妙地用白、红、黄、蓝、黑五色帽
子来形象地代表这 5 种能力。这种独特的分类方
式，让复杂的教育理念变得简单易懂，帮助家长们
快速抓住重点。

该书同时提供了大量具体、实用的方法和工具，
如情绪暂停角、正确鼓励孩子的有效句式等30个有
效实用工具、25种家庭练习，让家长们在实际操作
中有章可循，也能切实地应用到孩子的教育过程中。
作者还在书中列举了很多自己运用这些工具和女儿沟
通的小故事，帮助家长在阅读过程中更快更好地理解
工具的使用场景。

此外，书中还强调了家长自身在孩子学习过程
中的重要角色，让家长们在阅读过程中能更好地反
思自己的教育方式，从而与孩子建立起更加健康和
谐的关系。

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渠道的崛起，为 《给孩
子的五顶学习帽》 搭起了主要的流量入口。所以

《给孩子的五顶学习帽》 在策划时营销定位就很明
确——要“传统媒体+新媒体”两手抓，开展立体化
营销，精准投放垂直领域。

在这一过程中，营销团队构建了“新媒体平台+
教育垂类KOL+传统纸媒”的多维传播策略，与多家
传统媒体、百余位教育垂类自媒体博主达成线上合
作，建立“数据驱动+垂直渗透”的精准营销体
系，在直播带货、作者引流、短视频推荐、电商平
台持续引流等一系列操作下，精准投放家长和教育
工作者群体。

在营销推广中，团队发现家长最关注如何培养孩
子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良好行为习惯。因此，《给孩子
的五顶学习帽》在推广上，也围绕这一核心需求展
开。通过短视频讲解、直播带货、作者对谈分享的形
式，向读者朋友们展示《给孩子的五顶学习帽》可以
解决的痛点有哪些，分析书中的方法如何在家庭教育
中应用。如在与华山中学合作的一次线上讲座活动
中，联动新疆学校联盟，同时辽宁、山东多地学校共
同参与，线上观众高达5000多人，持续提升了书籍
的影响力。

同时，配合开学季、寒暑假、“4·23”世界读书
日等大型营销节点、话题活动，在社交媒体上开展营
销推广，并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教育类公众号、电商
平台、笔记“种草”平台等渠道，发布书籍的相关信
息、读书笔记、读后感等内容，进一步提升图书的影
响力和曝光度。

除了新媒体营销矩阵，《给孩子的五顶学习帽》
还做了配套的家长线上自主学习力训练营，深化了

“学与用相结合”的推广模式。线上训练营的课程
内容丰富多样，包括视频讲座、互动问答、在线讨
论等，这一创新举措不仅能让家长和孩子更好理解
书中的理论，更能通过实际案例和互动环节，将知
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

依托出版品牌，《给孩子的五顶学习帽》还打造
了“自主学习力指导师”课程，让更多希望进入家庭
教育职业服务赛道的人拥有专业技能，该书也成为这
些老师的必备参考书。

除线上传播外，作者的线下活动也是 《给孩子
的五顶学习帽》 畅销的催化剂。策划方通过与书
店、图书馆、学校合作等方式，开展一系列作者讲
座活动。从2021年的珠海开始，作者的足迹遍布北
京、安阳、济南、大同、临沂、雄安新区、保定、
长沙、遵义等近30座城市。作者在讲座活动中分享
自己作为家庭教育者的实践经验，亲自向家长们介
绍书中的理念和方法，与读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
互动。这种现场直接的沟通方式，引起了大量家长
和孩子的共鸣，也受到了家长和孩子的热烈欢迎。
这些活动不仅增强了读者对书籍的信任感，更让书
籍能够直接触达目标受众，让读者对书籍有更深入
的了解。

值得关注的是，《给孩子的五顶学习帽》的畅销
离不开编辑团队和作者团队的认真打磨，更离不开
读者的口碑传播。曾有一位家长分享自己的读后
感：“越是翻阅这本书，就越觉得这本书表面上是
在告诉家长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实际上却是在告
诉父母，如何才能变成一个称职的家长，什么能力
才是孩子需要养成的真正的竞争力。”这些真实的
声音不仅提高了书籍的曝光度，也增强了其他读者
对书籍的信任感。

（作者单位：北京光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给孩子的五顶学习帽》印刷
34次、销量近20万册——

用有效方式
直达目标受众
□李思丹 王文乐

围炉煮茶、品鉴咖啡、吟诗作对、
下棋聊天……在浙江海宁市盐官镇桃园
村的桃源书舍，诗意生活在乡村铺展开
美好画卷。

桃源书舍是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布
局高品质乡村文化阵地的缩影，更是浙
江打造“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的
生动注脚。“我们依托门店优势，整合
政企社乡多方场地资源、功能需求，加
强发行数字化建设，构建了线上线下

‘书店+’公共阅读服务体系。”浙江省
新华书店集团副总经理杨岳江接受《中
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集团延伸线下服务触角，提升线上服务
智能化和便捷度，不断满足群众多样
化、多层次、高品质的文化需求。

加强内容建设
引领阅读风尚

在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字里书
店，推开门就会被一个充满春天气息的
图书展台吸引。文字里店长方平说：

“我们专门设计了一个‘去有花的地
方’展台，所有图书都和春天有关，装
饰色彩也很丰富，希望让读者感受到春
天的生机。”

从包含新华荐品、新华畅品、新华
惠品的新华书单到之江好书节，提供高
质量精品图书，是浙江新华聚焦内容建
设，提升内容服务水平的有力抓手。

“加强阅读内容引领和供给，是全
民阅读的重要内涵和着力点。”杨岳江
说，近年来，浙江新华通过知识服务、
文化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除了荐好书，还推出了
一批有浙江特色、有主流价值、有人文
情怀的品牌阅读活动。

浙江新华连续4年承办“我是小小
书香大使”公益短视频征集活动，全省
各地新华书店摇身一变成为好书宣讲推
介舞台，2024年吸引1.3万人参与，创
历年之最。暑假期间，“新华少年店
长”活动在全省遍地开花，上千名中小
学生走进书店，感受“店长”的职责和
担当，培养对阅读的兴趣和热爱。不仅
如此，跨地域合作亮点频出，“浙川友
爱·点亮阅读微心愿”“浙疆友爱·点亮
阅读微心愿”活动推动各省爱心人士互
认心愿、互赠图书，帮助近3万名乡村

儿童实现阅读心愿。
浙江各地新华书店也主动参与到当

地政府和企业的文化阅读服务中，承办
嘉兴书展、温州书展、苍南文化月等大
型阅读活动。聚焦在地资源，丽水处州
小讲堂、金华八咏书友会等地方阅读品
牌，也大大满足了不同年龄段、不同读
者群的多元阅读需求。

以全省门店为依托，以阅读品牌活
动为载体，目前，浙江新华打造了覆盖
全省的“浙版标识品牌+集团主品牌+
地市子品牌”分类阅读品牌矩阵，推动
书店从单一的购书场所转型为融合“阅
读服务+文化体验+文化传播”等多业
态的文化阵地。

创新服务体系
打造多元场景

设计成戏台的书店活动区、越剧水
袖般飘逸的楼梯设计、把《兰亭序》名
句融入设计的书店背景墙……在绍兴市
嵊州书城，融合地方特色和传统文化韵
味的书店令人过目难忘。

“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服务体系，打
造品质文化生活圈，要充分发挥新华书
店的阵地优势，研究用户特点，用好传
统文化，满足个性阅读需求和消费需

求。”杨岳江介绍道，浙江新华围绕旗
舰店、标杆店、标准店、特色店四类门
店建设，打造“金牌书店”“书店+”，
助推公共文化服务向纵深发展。

在城市，浙江融合全省未来社区、
城市书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特色
小镇等重点区域资源，开辟“新华书
店+”服务网点，开展小连锁扶持，实
施门店标准化运营。打造小而美的“文
字里”社区书店品牌，打造小而精的

“非读BOOK”校园书店品牌。
在乡村，书店是村民追求诗和远方

的精神栖息地。浙江新华配合省委宣传
部推进“农家书屋+新华书店”微改
革，实现书籍借售同步，品种流通顺
畅，数字赋能精准选品，新书供给高效
满足，阅读推广丰富多彩。一批集当地
文化旅游、环境生态、创业发展为一体
的乡村阅读服务空间涌现。

桃源书舍不仅具有阅读、文创、沙
龙等功能，还结合在地文化，推出了金
庸、徐志摩等海宁文化名人主题展陈，
丰富乡村文化生活。甫一开业，书店就
以“点亮乡村阅读之光”为主题连续举
办读书沙龙、公益讲座、新书发布、诗
歌分享等8场活动，组织桃园奇妙文化
市集，举办非遗传拓艺术体验活动，让
桃园村充满文化气息。杨岳江说：“伴

随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民阅读不断升
温，兼具文化品质与空间颜值的乡村书
房正日趋成为彰显乡土特色、赋彩乡村
生活的精神家园。”

加快数字融合
赋能文化活动

“我们作为主宾社，与浙江新华保
持着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几年馆配
市场发生很大变化，浙江馆藏会始终与
时俱进，服务质量、品质、价值都在全
国名列前茅。”机械工业出版社副社长
缪立进对今年的春季浙江馆藏图书展示
会连连点赞。尤其是浙江新华“云馆
配”借力大数据分析和AI算法，提升
动态荐书引擎功能，实时生成定制化书
单，实现精准推荐，大大满足了采购商
的多样化购书需求。

“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除了要坚
守文化阵地，稳固文化服务开展的基本
盘，还需要顺应新技术、新人群、新业
态的需求和习惯，积极创新。”杨岳江
说，通过数字化改革，浙江新华业务初
步实现了主阵地线下、线上同步推进，
极大地提升了文化服务的传播度和覆盖
面。依托线上数字战略发展，使得公益
文化活动突破时空限制，数字化转型帮
助门店成功上云，融入“浙里文化圈”。

依托线上线下连锁知识服务体系，
浙江新华把所有实体书店搬到“云
上”，打造“钱塘鸿书”服务平台，提
供高效、优质、便捷、均等的阅读内容
和服务。平台可以辐射线下门店周边
3—5 公里内的人群，用户能随时了解
门店的名家讲座、聚会领读、书城研
学、展览市集等文化活动，线上报名即
可参加。目前，平台注册会员已经突破
200 万人，年页面访问量超2000 万次。
2024年，“钱塘鸿书”平台共发布活动
超5000场，参与人数5.3万，带动整体
文化消费约1.4亿元，平台影响力仍在
不断提升。

线上融入线下，无限扩展了特色书
店的服务场景。浙江新华与省委党校合
作打造集图书展示、阅读交流、文化参
观、服务接待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文化
空间。书店接入“钱塘鸿书”线上平
台，在有限场地通过“线下+线上”模
式扩展商品种类和服务覆盖面。

“书店+”体系延伸文化服务触角
——“新华书店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案例”系列报道·浙江篇
□本报记者 黄琳 文/摄

作为一家有着 69 年历史的书店，
上海古籍书店拥有众多忠实读者。在
宣布停业改造时，许多读者表达了他
们的忧虑——担心书店会变为网红打
卡地。

经过 467 个日夜的“暂别”，上海
古籍书店于4月19日重新开业。读者们
惊喜地发现，它依旧是那个“专业且纯
粹，安静并温暖”的书店。

空间重构
坚守专业书店专业服务

步入书店，穿行于四方书架之间，
举目皆为传统经典著作，然而，细看却
能发现不同。一层为“经典之门”，偏
重普及类经典。二层为“学术书苑”，
书籍相对更为专业。“现在的布局是我
们反复斟酌过的，也参考了其他城市专
业书店的情况，最终决定由浅入深，更
容易让人接受，特别是更能吸引年轻人
走进我们古籍书店。”上海图书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程犁如是告诉记者。

三层的“淘书乐园”与上海旧书店
携手，4000余种特价书和2.3万余种旧
书汇聚而成的书海，成为不落幕的“淘
书乐”旧书市集，让读者尽享淘书之
乐。新旧版线装书是上海古籍书店的特
色，其中，旧版线装书更体现了书店古
籍修复与保护的成果，此次焕新，它们
集中陈列于三楼“博古斋”内。

四层为“敦煌空间”，汇聚了1000
余种敦煌题材的专业书籍，其中不乏中
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敦煌文献、法国国家
图书馆馆藏敦煌文献等稀缺版本，以及

《魅力敦煌》等绝版书，这里是书店依
托上海古籍出版重镇、敦煌文献和出土
文献出版基地综合优势，精心打造的沪
上敦煌文献一站式阅读空间。

在五楼“博古雅苑”内，金石、文
玩、名人书画、古董杂件、清代及海派
老家具，品类丰富、琳琅满目，置身其
中，与同好一同品鉴、交流，颇具昔日
雅集之趣。六楼屋顶花园是室内外相结

合的空间，名为“静心”，这一空间适
合“以书会友”，三五好友可相聚于此
静心读书、共品书香。

此外，书店在每个楼层都设有可供
沉浸式阅读体验的空间。比如一楼有

“四时雅韵”特色空间，读者可通过琴
棋书画、诗香花茶、鸟木虫鱼、时令节
气等不同主题陈列，走进古人的生活；
二楼有以学术交流沟通为宗旨的“学者
书房”，重点陈列国内当下人文学科领
域顶尖学者、优秀青年学者的主要著作
及推荐图书；四楼有“古籍小剧场”，
引入沉浸式互动阅读儿童剧这一全新业
态，让经典“活”起来，让传统文化可
触可感。

全新的上海古籍书店总面积近
3000 平方米，提供 1600 多种旧版线装
书和5万多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主
题书籍。“闭店时曾有读者提出，希望
古籍书店升级改造后，还是以书为
主，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还是一
个专业纯粹的书店。同时，这次改
造，我们着力提升了阅读环境，以期
满足现代年轻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吸引他们步入书店，与传统文化更亲
密地接触。”上海图书有限公司总经理
石洪颖说。

跨界“破圈”
扩大古籍书店朋友圈

“厚重的文化，轻轻地落地”，这是
上海古籍书店在重新开业后为自己设定
的另一目标。在书店经营者看来，在当
前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古籍书店在
坚守主业的同时，亦需创新“破圈”，
吸引更多的年轻群体以及那些对传统文
化充满兴趣的读者。

书店里，“古籍”的趣味藏在细节
里。比如一楼服务台的形态，被设计成
了古籍残卷的样子，这残卷可以在古籍
书店的库房里找到。书架间偶遇一个木
箱体，箱门背后是消防设备，箱体上印
着 “ 春 秋 以 木 铎 修 火 禁 ——《周
礼》”，顿时让灭火器箱有了古意。

一楼大厅专门设置了一方博雅书
架，放置爱心读者在书店购买后捐赠的
图书。有需要的读者可以免费借阅，归
还后继续供下一位读者使用。这份微小
的善意，让读者感受到书店传播文化、
传递温暖的态度。

书店在服务上也做了升级。对已开
办 14 年之久的“海上博雅讲坛”进行
主题深化，新设“海上敦煌”“海上中

医谈”“藏书三人行”等细分板块；推
出博雅会员以及 60 岁以上的博雅月票
服务，让阅读更加普惠；面向中青年白
领特设以习字临帖、疗愈冥想、传统健
身等形式为主的“浮生一小时”品牌活
动，舒缓现代人工作生活中的精神压
力；面向青少年，不仅有“古籍小剧
场”，还将陆续推出“古籍小书童”“寻
根觅家源”等特别活动，展现古人的礼
仪文化，以及“热爱读书、热爱生活”
的人生态度。

书店也将尝试“深夜模式”，5 月
起每月最后一周的周六，将通宵举办

“古籍书话夜”。活动当晚，“遇见小八
雅”“诗酒话江湖”“中医小课堂”“夜
读古典名著”等主题内容将轮番登场，
为这座城市的读书人点亮一盏灯。

此外，书店有专属香——扬州省级
非遗制香大师运用古方古法，结合书
香、纸香、油墨香手工调配而成的“博
雅”人文香；有专属音乐——上图公司
所藏古琴谱中的一曲《列子御风》改编
后成为书店的背景音乐。书店与上海民
族乐器一厂有限公司合作的“天空音乐
汇”品牌活动将在屋顶花园不定期举
办。全新打造的“熟水”茶饮，出自中
医古方，独家定制。文创产品的创意也
出自店藏，与一本本书籍相映生辉。

“我们有很多创意的点，但它还是由
一根古籍文化的线穿在一起。”程犁说。

“希望不同年龄层、不同兴趣的读者
都能在书店找到传统文化的乐趣。”石洪
颖说。

上海古籍书店——

重装归来，依然专业纯粹
□本报记者 金鑫 文/摄

■营销个案

余杭文字里书店坐满了看书的读者。

开业时间：2025年4月19日

地址：上海福州路401号

特色：一个以深厚学术和古籍

资源吸引众多爱书人的专业书店；

一个兼具历史底蕴、人文温度与高

雅品位的综合性文化空间。

上海古籍书
店精心打造的

“四时雅韵”特
色空间里，读者
可以通过琴棋书
画、诗香花茶、
鸟木虫鱼、时令
节气等不同主题
陈列，走进古人
的生活。图为4
月 19 日，读者
在跟调香师学习
调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