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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在对
一些儿童课外读物内容是否“不良”
的判定上仍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是

“不良内容”，但也有人认为是“正常
文学创作”。

例如，某号称“多地学校推荐，
暴涨知识”的漫画中国史系列书籍，
其中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开国皇帝朱
温“扒灰”等描写，有家长怒而发帖
斥责：“现在的儿童课外读物都不审
核吗？竟然还是网站推荐的儿童课
外读物。”但在帖子的评论区，也有
家长认为“没什么”“可以让孩子对
历史感兴趣，愿意去读历史方面的
书籍就挺好”。

孙宏艳认为，之所以有“是否不
良内容”的争议，正是因为目前缺乏
对儿童课外读物的内容标准。“判断
儿童课外读物内容是否不良，最重
要的是要符合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展和认知特点。不同年龄
层对于文字、图画的接受能力有显
著差距，年龄带来的限制也会影响
对童书内容是否适宜的判断，但目
前我们缺少根据不同年龄层划分童
书的分类标准。”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授张丹丹目前正带着团队深研儿
童绘本领域。在她看来，儿童课外
读物质量良莠不齐，就是因为缺乏
标准。

此前，我国曾在2011年公布的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
年）》中提到，要推广面向儿童的图
书分级制，但纲要中并未明确指出
执行的具体时间和方案。2023年2
月，《3-8岁儿童分级阅读指导》团体
标准发布，这是我国首个由行业协
会正式发布的儿童分级阅读标准，
旨在规范儿童课外读物分级特征，
明确阅读能力指导目标，填补分级
阅读指导标准的空白。

在郗培植看来，目前尽管有一
些相关规定和指导文件，但对于整
个行业而言，尚缺乏统一的、权威的
儿童文学出版、发行和售卖标准。
为此，他建议制定权威、科学的儿童
文学标准和指导，明确儿童课外读
物的内容、质量和适宜性要求。这
样可以提供给出版商、编辑、作家和
其他相关从业者明确的参考和规
范，确保出版的儿童课外读物质量
和教育价值。

（据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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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怪的”儿童课外读物令人忧
“一场聚会上，男生对女生一见钟情，多次示爱被拒后开始对女生进行跟踪，

并骚扰其身边人，甚至还有暴力行为……女生不堪其扰，将其告上法庭，男生被
判处缓刑。男生在法庭上高呼：‘我失去的是自由，但不会失去的是对你的爱！’
听到这话，女生的心被触动了，终于愿意接受男生的爱。两人在法庭上深深相
拥，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上述故事来自一本推荐12岁以下孩子阅读的故事合集。故事的最后，有一
道思考题“这个故事教会我们什么”，书中给出的答案是——只要坚持，就会取得
理想的结果。北京市朝阳区居民邹先生在翻阅孩子的课外书时，无意间发现了
这本书，看到这个故事后，他第一反应是“怪怪的”：“把骚扰行为包装成坚持追
爱，这让不满12岁的孩子看到，会对他们的价值观造成怎样的影响啊？”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这种让家长和孩子觉得“怪怪的”的童书，在市场上时有
出现。部分图书中有暴力、惊悚、色情描写，有的儿童绘本插图暴露、人物比例奇
怪。更有甚者，有歪曲历史、不良价值导向的内容。

近日，天津市居民赖女士
在网上给自己4岁的女儿选购
了一本名为《不要随便××》
的儿童绘本。然而收到书后，
赖女士随意翻阅了几页，就发
现整本书充斥着不堪入目的
对话。

不仅如此，书中的插图也
让赖女士瞠目结舌：有男人抱
着小女孩，小女孩露出底裤的
画面，男人的手还放在女孩的
隐私部位。

赖女士告诉记者，这本绘
本在网上销量可观，宣传页面
上写着——“献给孩子们的性
教育读本”，甚至还是不少店
铺的推荐书籍。“打着性教育
的旗号，实际却只谈‘性’，毫
无正面教育意义可言，难以想
象孩子看完之后会给她的价
值观造成怎样的影响。”

这已经不是赖女士在儿
童课外读物上踩过的第一个

“坑”了。她之前买过一本名
为《××过生日》的童书，背景
故事是小熊过生日，请来了小
鸡、小兔子、小老虎等动物朋
友。故事乍一看很正常，结果
看到后面，大家在吃蛋糕的时
候，书上提示“少了一个小朋
友”，而桌子上却多了一盘烤
鸡，之前出现过的小鸡从此不
见踪迹。

赖女士回忆说，当时是和
女儿一起看的这本书，翻到这
页时，女儿还没反应过来，一
直追着她问“到底少了哪个小
朋友”，赖女士却不知该如何
回答。“作者拿恶俗当有趣，丝
毫不尊重孩子的天真和善
良。”

记者近日调查采访时也
发现，一些儿童课外读物中包
含不良内容。

江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
委员会2022年5月发布的《江
西省儿童课外读物消费调查
报告》显示，有的儿童课外读
物存在不良行为诱导、粗俗用
语、暴力、篡改经典等问题。
例如，《脑筋急转弯——智力
比拼》一书中，呈现了如“飞机
从天上掉下来没有人受伤的
原因是全都死了”之类不利于

儿童心理成长的内容。
更有甚者，有的儿童课外

读物还出现了严重的历史常
识错误。今年5月，系列历史
读物《写给孩子看的中国史》
被曝出现事实性错误：在讲述
甲午中日海战时，书中用了一
张“丁汝昌投降图”。而实际
情况是，丁汝昌作为北洋水师
提督，率众顽强抵抗日军，拒
绝投降后英勇牺牲。事情被
曝光后，该书的出版社发布情
况通报称，该图书确实存在不
当插图问题，已第一时间联系
相关单位停止销售，全面收回
销毁。

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
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郗培植认
为，儿童课外读物市场庞大且
多样化，存在质量参差不齐的
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涉及内
容浅薄、故事情节不完整、语
言表达不恰当、价值观扭曲等
方面，读物质量良莠不齐的现
象需要关注。这些问题在很
大程度上会对孩子的阅读体
验、学习能力和道德发展产生
不良影响。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
究员孙宏艳告诉记者，不良内
容可能传递错误的价值观，例
如鼓励暴力、歧视、攀比等，导
致孩子形成错误的道德观念
和价值取向。同时，一些不良
内容中可能存在不适宜的行
为，如暴力、欺凌等，孩子容易
模仿这些行为，导致他们产生
不良行为的倾向。孩子接触
这类儿童课外读物多了之后，
可能会习惯这样一种精神食
粮，不愿意再去欣赏一些高雅
的文学，对其人格养成非常不
利。

“不准确或错误的信息可
能对孩子的认知和知识发展
产生负面影响，误导他们对事
物的理解和判断。不良内容
可能引发孩子的恐惧、焦虑和
情绪不稳定，对他们的心理健
康产生负面影响。质量不良
的儿童课外读物可能让孩子
失去对阅读的兴趣，影响他们
的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的培
养。”郗培植说。

值得注意的是，一本能够问
世的、来自正规出版社的童书，
往往经历过严格的把关机制。

某出版社资深童书编辑辛欣
（化名）告诉记者，其所在出版社
国内原创和国外引进版权都有
做。在一本童书确定出版后，作
为编辑他们会先初审文字，把关
文图，然后给到复审、终审，根据
复审、终审意见修改后，申请书
号、做封面设计、测算成本、洽谈
渠道……最终定稿发文件给印厂
印刷，去印厂监督印刷质量。

辛欣说，在严格的把关、审核
程序之下，基本上发现有问题的
内容就会立刻进行处理。她举例
说：“有一套从日本引进的性教育
绘本，读者为13岁左右的孩子，
经过种种考量，我们决定删去其
中一幅全裸成年女性的插画。一
来是这个插画较为写实；二来考
虑到这个年纪的女生未完成发
育，可能会给她们带来‘身材焦
虑’等问题。”

那么，在严格的编审程序下，
为何仍有不少儿童课外读物被诟
病？

“一些童书作者、出版方在做
内容时并没有从服务和保护未
成年人的理念出发，导致童书中
出现一些不良的、粗俗的、暴力
的内容。同时，经济利益也是一
个重要的驱动因素，为了让书卖
得更好，而用一些自认为‘时尚’
的内容吸引小读者。”孙宏艳说。

知名作家、出版人三石告诉
记者，儿童课外图书是出版市场
的重要板块，容易急功近利，尤
其是非原创作品，有拼凑、拷贝
现象发生;还有些是重文轻图，
插图的质量不高，这些都容易出
现内容质量问题，甚至不良内容
的产生。

“现在急需严格把控的是大
型的网络销售平台和小型的民
营销售渠道。前者比较严重，这
对我们出版社来说是最头疼的
问题，盗版和质量低劣的儿童课
外读物严重影响正常出版秩
序。”三石说。

在郗培植看来，一些情况
下，相关监管机构对儿童课外图
书的审查和监管可能存在疏漏
或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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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儿童身心健康

劣质盗版图书猖獗
影响正常出版秩序

推广分级阅读标准
提高课外读物质量

（（新华社资料图新华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