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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打开知识大门的钥
匙。近年来，社科、科普方面
的原创少儿图书不断涌现，它
们在内容设计、表达方式和视
觉呈现上日臻成熟，不仅满足
了少年儿童对知识的渴望，更
以系统、有趣、生动的方式激
发了他们探索世界的兴趣，帮
助他们建立起初步的学科认知
和价值体系。从地理百科到科
技前沿，一本本图书犹如一扇
扇窗，让孩子看见更辽阔的世
界，也播下了探索与思辨的种
子。这些 兼 具 科 学 性 、 人 文
性 与 儿 童 视 角 的 作 品 ， 正 以
温润而厚重的姿态，引领少年
儿童探索自然、理解社会、认
识自我。

激发科学兴趣
感悟科学精神

在少儿阅读体系中，科技
类图书发挥着启迪思维、播种
梦想的重要作用。“我是未来科
学家”丛书是一套专为孩子打
造的前沿科技启蒙读物，由科
普专家袁岚峰领衔主编。丛书
精选 10 个极具想象力和探索空
间的科技主题，从基因编辑到
芯片突破，从脑机接口到量子
科 技 ， 从 未 来 能 源 到 太 空 探
索，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和丰富
的图像，带领孩子走进前沿科
技的奇妙世界。

丛书注重将高深的知识转
化 为 孩 子 能 理 解 的 故 事 与 图
画，在轻松阅读中启发科学兴
趣，培养洞察力、创造力，让
孩子在翻阅中思考未来，在想
象中明确方向，成为时代浪潮
中的勇敢探索者。

与之相呼应的，还有另一部
聚焦重大科技工程的作品——

《跟“嫦娥”去探月》。作品从
中国探月工程立项到实施过程

再到 未 来 规 划 ， 系 统 展 示 了
我 国 在 深 空 探 索 领 域 取 得 的
标 志 性 成 果 。 图 书 重 点 讲 述
各 次 任 务 中 的 “ 新 、 特 、
难、重”，大量珍贵的一手资
料和真实图片，使内容具备高
度的科学性和可读性。同时，
延伸阅读部分深入浅出，帮助
孩子快速理解复杂的工程原理
与科学成果。

这两部图书的共同之处在
于，不仅为孩子打开了科技认
知的大门，更通过丰富的科学
内容与叙述方式，引导少年儿
童树立探索精神和未来意识。
从科学前沿到国家工程，作品
激发了孩子学科学的兴趣，也
为他们理解“科技强国”的时
代主题奠定了思维基础。

博览名山大川
增强文化自信

如果说科学类图书给予孩
子认知世界的工具，那么人文
类图书则让他们理解自身与文
化的关联。在一批聚焦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少儿科普类图书
中，《五千年中华地名》具有独
特视角。该书精选小学语文教
材中出现的地名，用通俗的语
言讲述其背后的地理背景、历
史 沿 革 、 民 俗 风 情 和 人 文 故
事，内容涵盖从省市名称到街
道巷弄，从山川河流到文化遗
迹，既广且深，既博且细。

配合高清文物与生态景观
图片，作品不仅丰富了孩子的
知识储备，更在潜移默化中增
强了他们对祖国大地的情感认
同和文化自信。孩子们在阅读
中 不 断 建 立 起 “ 我 是 谁 、 我
从 哪 里 来 ” 的 文 化 意 识 ， 也
通 过 了 解 一 个 个 地 名 背 后 的
故事，感受到中国地理文化的
深厚底蕴。

另一部同样具有文化厚度
的《给孩子的考古》，则以考古
为舟，载着孩子们探索人类文
明。书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以深入浅
出的方式，向孩子们耐心讲解
考古到底是什么、考古人如何
破解历史真相等方面的知识。

考古学本质上是对人类文
明长河的系统性追溯，这种时
间纵深能帮助孩子建立宏观历
史观。对此，许宏强调：“考古
不仅是挖土寻宝，更是通过碎
片拼凑文明密码，回答‘人类
从 何 而 来 、 向 何 而 去 ’ 的 命
题。”没有历史就没有根，没有
根就没有未来。他希望通过这
本书，帮助孩子建立历史认知
的底层逻辑，培养“慢思考”

与跨学科能力。当 AI 可以生成
答案，学会追问与思辨，才是
孩子未来的竞争力。

科学与人文的结合，需要
贴合儿童认知特点的内容表达
与视觉语言。《中国儿童地理百
科全书》 基于儿童心理发展和
认知路径，将知识主题、知识
点按照“地球家园”“美丽中
国”“多彩世界”三个维度进行
系统布局，涵盖自然地理、人
文地理等学科分支。

图 书 内 容 兼 顾 宏 观 与 细
节，通过手绘地图、示意图与
自然风光实拍图，不仅系统化
讲 述 知 识 ， 更 增 强 了 孩 子 对

“地理世界”的整体感知力与理
解能力，让地理知识“可读”

“可感”。

社科、科普：

看见辽阔世界 感受探索力量
□本报记者 张君成

近年来，少儿主题出版物
表现出丰富多元的选题趋势，
同时教育性和引导性突出，时
效性与经典性兼具，从不同角
度呈现中国精神，帮助小读者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我们
欣喜地看到，很多主题出版物
在策划之初就注重将中华优秀
传统品德融入故事之中，让孩
子们在阅读中培养文化自信，
接好历史的接力棒，成长为新
时代好少年，这也正是少儿主
题出版鲜明的“底色”。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抗战精神

202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一批主题鲜明的少儿图
书通过鲜活生动的故事，告诉
小 读 者 要 牢 记 历 史 、 勿 忘 国
耻，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同
时激励他们传承和弘扬伟大抗
战精神，赓续红色血脉，让革
命薪火代代相传。

在《孩子剧团》中，徐鲁以其
特有的散文诗般的笔调，将故事
娓娓道来。通过孩子剧团这个
小切口，呈现了一个大时代的家
国风雨，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抗日救亡团体爱国图强、不
畏牺牲的奉献精神。

1992 年，徐鲁的第一本散
文集 《飞翔的蝉声》 出版时，
收录了一篇纪实散文 《遥远的
星空——郭沫若与孩子剧团》，
这是他第一次写抗战中的孩子
剧团的故事。从那时起，徐鲁
就一直留心和搜集有关孩子剧
团的史料，一有机会就沿着孩
子 剧 团 当 年 的 转 移 路 线 走 一
走 。 2021 年 ， 他 创 作 了 绘 本

《孩子剧团》，但篇幅十分有
限，只有两三千字，与孩子剧
团有关的更多的人物、故事、
背景与细节，无法在如此短的
篇幅里呈现，这让徐鲁感到意
犹未尽，便继续保持着对“孩

子剧团”这一热血少年团体的
关注和研究。如今，历经4年创
作 ， 他 出 版 了 小 说 《孩 子 剧
团》。书中重点展现了特殊的时
代 里 ， 中 华 民 族 “ 国 破 山 河
在”“少年强则国强”的坚定信
念 ， 展 现 了 中 华 民 族 同 仇 敌
忾、永不屈服的民族性格，展
现了战火阴霾里的人性之美、
理想之光，以及孩子们乐观地
憧憬着未来的童年之梦。

正如作者自己所写：“孩子
剧团的故事，是在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
绽放的一束金色小花，一簇浸
润着奋斗的血雨的青春之花。
我希望，今天的小读者能在这
本书里找到某种光明，从这些
少年奋斗者的身上，感受到我
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奋发图
强，虽饱受挫折，却依然百折
不挠、勇往直前、不断浴火重
生的精气神。”

纵览古今中外
坚定文化自信

《中 国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报》
2025 年上半年优秀少儿图书主
题类出版物中，一批图书从不
同角度助力少年儿童在文明传
承中坚定文化自信，在世界视
野中构建对未来的认知，用他
们读得懂的方式书写华夏五千

年文明，带领他们纵览千年变
迁中的中国与世界，帮助他们
更全面深入了解国情，从而立
下报效祖国的伟大志向。

历史长河奔涌不止，文化
血脉传承不息。《世界里的中
国》 以青少年为受众，在全球
文明坐标系中探寻中华文化基
因，展现了中华文明在历史长
河中的坚韧与创新。

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便是
从问题出发。“为什么改革开
放 被 形 象 地 称 为 ‘ 春 天 的 故
事’？”“我们的文化基因里，
哪些是最优秀、最强的呢？”
书中的 16 个问题以叩击的姿态
激荡着历史，以多重视角解读
国家发展与对外交流的关系。
韩毓海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为
青少年读者铺展开来，带给他
们深邃的历史视野和宽阔的世
界眼光。

在韩毓海笔下，历史不是
冰 冷 的 标 本 ， 而 是 燃 烧 的 火
种。全书巧妙地将生动笔触运
用于宏大叙事，从世界视角切
入、从中华文明讲起，梳理了
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
的大逻辑，在力图阐释中华文
明 特 点 、 中 华 民 族 特 质 的 同
时，凸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人民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历史必然，帮助青少年开
阔视野、了解国情。

树立理想信念
收获勇气与力量

从 屈 原 “ 路 漫 漫 其 修 远
兮”的求索，到航天员邓清明

“坚守 25 年终圆梦”的执着，
《国之根脉：给孩子讲中国精
神》 跨越时空，通过榜样的故
事，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立下报效祖国的伟大志向。

作品围绕“爱国奉献”“坚守
信仰”“匹夫有责”“不屈不挠”

“改革创新”等10个主题，讲述60
余个古今人物故事。书中人物
跨越时空，共同诠释着中国精
神的深刻内涵，借古今人物故事
为教育基石，在潜移默化中培育
孩子品格、助力其成长为中国精
神的优秀传人。书中从文献典
籍和教材中选取素材，上溯先
秦，下至当前，选择我国不同历
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
用跌宕起伏的故事引导读者深
入体会、思考背后共通的、绵延
不断的中国精神。每个故事都
从孩子熟悉的场景切入，让孩子
通过“如果是我会怎么做”的代
入感，用自己的思考“触摸”精神
的温度，让他们从不同时代的人
物身上，感受中华民族的生生不
息、奋发图强，树立自己的理
想，获得勇气与力量。

主题出版：

赓续红色血脉 感悟中国精神
□本报记者 韩萌萌

越来越多的家长已经认识到
暑期阅读的重要性，而融合了教
育和娱乐双重属性的优秀绘本，
是很多孩子的暑期快乐之源，在
家长和老师群体中积累了良好口
碑，一些优秀的绘本作者也拥有
一批忠实读者。纵览《中国新闻
出版广电报》2025年上半年优秀
少儿图书中绘本类作品，涵盖传
统文化、情感教育、性格培养、
科学启蒙等丰富主题，满足了不
同年龄段儿童的需求，既注重创
新也充满童趣，让我们看到绘本
领域不乏好故事，创作理念也在
不断推陈出新。这些优秀的绘本
既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焕
发生机，也观照儿童心理，让孩
子们在阅读中发现故事与自己生
活的联系，陪伴他们慢慢长大。

让童年充满温暖与
欢笑

童年是绘本中一个常见的题
材，不同的绘本呈现的角度不
同，如同透明多面体折射出不同
光芒，总有一束投射在我们心
底。《风是一个淘气鬼》带着小读
者走进充满欢笑与梦想的童年世
界，共同体验一段难忘的旅程。
故事里，清晨，风是摇醒露珠的
小闹钟，正午，是化身蒲公英的
专属快递员，到了傍晚，又追着
炊烟荡起了秋千……在作者笔
下，风不仅仅是自然界中无形的
存在，还好似一个活泼调皮的孩
子，与乡村的孩子们一起嬉戏、
探险，留下了无数欢笑与回忆。
这本书不仅描绘了一个充满童趣
的乡村世界，更是两代人的时光
机，孩子能看见会讲故事的风，
大人则翻开了藏在麦穗里的童年。

以诗入画，以画传情。《风是
一个淘气鬼》以诗歌的形式，将
乡村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以及
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场景刻画得栩
栩如生。清新的诗句与生动的插
画相得益彰，让人仿佛置身于那
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小村庄，感受
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

绘本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将
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情感娓娓道
来，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总会
用“温暖”形容带给我们感动的
绘本。《阿丽亚找爸爸》通过小女
孩阿丽亚跟着爸爸去牛羊大巴扎
买羊，却与爸爸走散，最终在众
人的帮助下找到爸爸的故事，传
递出民族团结的情谊与人间大爱
的温暖。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用
大量的土黄、红棕和粗粝的线条
呈现牛羊大巴扎的热闹场景，带
给读者一种与日常集市不同的新
鲜感，让读者即使无法置身于大
巴扎，也可以拥有身临其境的真
实感受。在阅读中，读者会情不
自禁地跟着小主角阿丽亚的情
绪，时而喜悦、时而紧张，这一
波三折的情绪并不是直白地表
述，而是通过动作、事件等细
节，让读者自然而然地产生感
受。绘本中，阿丽亚身着红色裙

子在牛羊大巴扎穿梭时，既是带
读者实地游览，感受牛羊大巴扎
风貌，也暗示着雄浑和狂野之下
的温暖和明亮。所以，当巴扎沸
腾时，作为读者的我们，也跟着
雀跃，感觉有种温暖在心中久久
激荡。

全新视角讲述传统
文化

越来越多讲述传统文化的绘
本，尝试运用新颖独特的叙述方
式，更契合孩子的阅读习惯与审
美需求。这些绘本拥有善于发现
的眼光，创新采用更大胆、更丰
富的视觉理念，让传统以全新的
面貌走进大众视野。

《绘梦东方·寻墨》讲述了一
位画家为寻找上乘墨料踏上旅
途，与机灵的小墨猴相伴，一路
探寻古法制墨技艺，在山水草木
间感悟自然馈赠，最终以匠心寻
得制墨真谛的故事。这本以中国
传统绘画技法展示中国丰富文化
遗产的创意绘本，不仅是对非遗
文化的深度挖掘与致敬，更是对
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与传承，向
中外青少年展示了东方美学与哲
学的独特魅力。整部绘本的画面
设计精巧，采用水墨技法，在黑
白交织的画面中，点缀了一丝灵
动的红，稍稍留意就会发现，每
幅画的画框都是不一样的砚台形
状，将制墨的传统制作技艺融合
在充满童趣与哲思的故事中，共
同编织出一幅独具意蕴的画卷，
引导小读者在阅读中感悟自然、
热爱自然，学会用自然的馈赠来
描绘自然之美，同时也用精彩的
故事告诉小读者想要取得成功，
只有全身心投入其中，才会有所
收获。

绘本就是这样，往往看似简
单的故事，却饱含着精妙的构
思，看似不经意的细节背后藏着
创作者的心血与心愿。《求五谷》
以中华农耕文明为背景，讲述了
一个关于五谷起源的古老传说，
以充满想象力的叙事，将传统文
化中的智慧与自然教育相融合，
探索人类与土地、粮食之间的深
厚关联。在一次讲读会上，绘者
田宇谈到了创作初衷，他说儿时
父亲为他讲述睡前传奇故事的温
暖记忆，不仅成为他创作的不竭
源泉，更促使他以当代绘本语言
重述经典，让古老故事焕发新
生，在亲子共读中传递温情。他
希望借由绘本，让孩子们穿梭于
神奇传说与现实五谷之间，感受
跨越时空的奇妙联结。

在这本根据中国传统民间故
事改编的绘本中，不仅讲述了发
生在人、神、五种小动物与五谷
之间的故事，更创新性地融入传
统剪纸拼贴技法，将五谷与五种
小动物、五色等传统文化元素串
联在一起，让儿童在读故事、认
知食物本源的同时，更加珍视这
份来自先辈的馈赠，保持友善、
勤俭的传统美德。

绘本：

创新丰富表达
关注儿童成长
□本报记者 韩萌萌

主题出版

社科、科普

绘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