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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孩子还没有开始认字的前提下，

“听书”可以让孩子更早地接触读物，而且没
有画面的限制，可以培养孩子的想象力

2 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3 减少了家长的陪伴成本

4 朗读者抑扬顿挫的声音语调让孩子

更快地进入故事情节

女儿痴迷“听书”，
家长担心影响识字量

海口市民齐女士的女儿瑶瑶今年7岁，虽
然刚上小学一年级，但是电子产品玩得很

“溜”，为了防止孩子沉迷游戏，齐女士在IPad
上下载了很多“听书”软件，效果还很不错，瑶
瑶渐渐喜欢上用iPad来听故事。

久而久之，齐女士发现瑶瑶对于“听书”达
到痴迷的程度，“每天放学回来就打开iPad听
故事，早上吃早饭时要听，晚上睡觉前也要
听。”刚开始，女儿的行为让齐女士很高兴，毕
竟孩子小小年纪就有主动学习的意识。

但是时间长了，齐女士开心有些担心了。
瑶瑶每天沉迷于“听书”，变得不怎么和家里人
说话，也不愿意出去跟小朋友玩，每天就是埋
头在“听书”的世界里。此外，齐女士还担心孩
子一味地用“听”来阅读，会耽误识字量的提
升，“而且她经常边听边玩，有好几次我问她听
过的内容，她都说不出来。”齐女士担心这种

“听书”的方式有点囫囵吞枣，很难形成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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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不爱看书，妈
妈用“听书”引导

郑女士的儿子今年上小学三年级，与同龄
的孩子相比，郑女士觉得儿子不喜欢读书，“我
给儿子买了很多课外书，他总是翻几页就不看
了，要么跑出去玩，要么抱着平板电脑玩。”

为了让儿子养成阅读的习惯，郑女士开始
用“听书”来引导孩子。每天下班回家，郑女士
都会打开平板电脑里的“听书”APP给儿子听，

“刚开始他没有理会，后来渐渐地他会去听，而
且还会选择自己喜欢的故事听。”

在郑女士看来，“听书”对于不喜欢阅读的
儿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引导，现在她还会陪着
儿子一起听，然后和儿子一起把听过的故事重
新讲一遍。郑女士表示，等儿子再适应一段时
间，她会尝试引导儿子拿起书本来阅读，“毕竟

‘听’跟‘看’还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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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任仕君

认为，“在学前教育阶段，也就是2-5岁的孩子，
多‘听书’是一件好事。孩子上学后，可以认字
了，这个时候家长可以适当地减少‘听书’的时
间，让孩子去看书、去读书，因为书本的内容丰
富，篇幅也可以更长，有助于拓宽孩子的知识量
和识字量。”“中国的传统教育都是先背书，然后
认字再到写字的过程，而这个背书也就是‘听书’
的过程，这样延续了几千年的做法并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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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岁是儿童
“听书”主力人群

随着孩子步入“听阅读”时代，针
对孩子需求生产的有声读物也越来越
丰富，教辅、英语、国学、科普、名著等
应有尽有，而且“听书”的渠道也是多
种多样，既有喜马拉雅FM、荔枝FM
等网络电台，也有“懒人听书”、“酷我
听书”等专门的“听书”APP及各类微
信公众号。

2015年，“工程师爸爸”发布了一
份数据覆盖33省市地区、超过5万份
抽样样本的《2015 中国儿童听书报
告》，报告从家庭“听书”情况、“听书”
内容选择、“听书”付费情况等多个维
度对当前中国儿童“听书”情况作了较
为全面的阐述，并分析了儿童“听书”
的发展趋势。

报告显示，3-7岁是儿童“听书”
的主力人群，近80%的家长在孩子3
岁时开始培养他们的听读能力，一般
情况下，都是妈妈陪伴着孩子一起
听。报告还显示，中国78%“听书”儿
童的家长是80后，75%的家长具有大
学以上学历。

报告显示，近5成的用户收听的内
容是故事，之后依次是儿歌、教辅、英
语、国学、音乐、科普、名著等方面的内
容。再细一点看，用户按关键词搜索
最多的是《白雪公主》、《小红帽》、《西
游记》、《灰姑娘》等。

与此同时，“听书”在孩子日常生
活中所占据的时间也越来越多。从

“学习公社”的网友调查来看，近6成孩
子每次“听书”的时间在0-30分钟，3
成左右的孩子每次听书时间在30-60
分钟。《2015中国儿童听书报告》也显
示，64.65%的孩子每次“听书”在30分
钟以内，每天陪伴孩子“听书”超过30
分钟的家庭高于3成。

让孩子“听书”好不好？

“听书”
能代替
看书吗
“听书”受到孩子和家长的青

睐，渐成新的阅读方式

本报讯 今年4月23日是第24个“世界读
书日”，一直以来，人们都习惯用眼睛来阅读，但是

随着科技的发展，“听书”渐渐成为一种时髦的“阅读”方
式，尤其受到孩子和家长们的青睐。

有资料显示，近些年，儿童有声读物产品越来越多，内容也愈加
丰富。相比于传统的阅读方式，儿童在“听书”上的时间占比也越来越

多。喜欢阅读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听书”是否能够代替
“看书”？哪些年龄段的孩子更适合“听书”？值此“世界读书日”之际，记者采访
了家长和教育专家，听听他们对儿童“听书”的理解和看法。 记者 张野

调查报告

家长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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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利于培养孩子的思考、阅读能力

2 缺乏亲子阅读时的情感交流

3 容易走神

4“听书”其实是一种被动接受的行

为，不像看书一样主动，所以孩子对读物的
理解肯定不在一个层次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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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并未发现有家长完
全否认“听书”合理性，“听书可以很好地引
导孩子看书，辅助性更强，在孩子阅读的过
程中，家长应该合理安排孩子‘听书’与‘看
书’的时间。”家长关先生认为。

2-5岁幼儿应多“听书”
识字后适当增加“看书”

专家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