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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情商视角下“绘本阅读”的作用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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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绘本符合儿童思维特点，儿童的思维是一种具象性思维。绘本以图画为主，文字简

洁但画面丰富、以画传情，比纯文本更能吸引孩子的兴趣，也更切合儿童阅读的习惯和特

点。随着新媒体技术飞速发展，绘本类型多种多样：传统绘本、有声绘本、数字绘本。儿

童在阅读这些不同类型的绘本，潜移默化中对他们的情绪管理、共情力、责任心、抵抗挫

折、创造力、问题解决等情商能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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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作为儿童阅读启蒙首选，以图文并

茂的叙事优势著称：图画兼具视觉美感与艺

术形态，图文逻辑连贯契合儿童心理，易激

发阅读兴趣，被国际公认为最佳读物。随着

阅读模式创新，传统纸质、有声及数字阅读

多元发展，其“小故事大道理”模式有效培

养儿童情绪管理、想象力、社交力等情商能

力。

一 情商的定义

情商是一个人重要的生存能力，简称

EQ，主要是指人在情绪、情感、意志、耐受

挫折等方面的品质，是影响生活各层面和人

生未来的关键性的品质要素，是近年来心理

学家们提出的与智力和智商相对应的概念

[1]。“世界情商之父”丹尼尔·戈尔曼把情

商概括为五个方面的能力：认识自身情绪的

能力；妥善管理情绪的能力；自我激励的能

力；识别他人情绪的能力；人际关系的管理

能力。

二 儿童培养情商能力的重要性

丹尼尔·戈尔曼曾说“童年是修养情商

的最佳时机”。这对孩子完善的人格、圆融

的人际、良好的情绪管理等奠定基础。因此，

在儿童时期培养情商能力十分重要。

（一）人类大脑具有可塑性

从大脑发育方面来看，儿童时期是人类

大脑发育最迅猛的阶段。情商中的行为表

现、性格养成、能力养成，都是靠大脑中的

神经回路所决定，童年期的神经回路可塑性

最强，孩子的接受能力最好，相关的习惯、

能力的养成速度、调节速度也最快，所以儿

童时期是培养情商能力的黄金期。

（二）儿童阶段是培养情商的关键期

儿童时期是情商培养的关键期，5 岁左

右理解能力的成熟为情绪、社交等认知发展

奠定基础。家庭作为早期成长的核心环境，

其营造的温暖氛围与父母在情绪表达、价值

观塑造中的引导，对儿童情商形成具有深远

影响。相较于智商培养，情商教育的长期价

值更体现在性格塑造与社会适应能力上：不

仅助力学业发展，更能提升抗挫折力与情绪

管理能力。当前家庭教育普遍存在“重智商、

轻情商”倾向，尤其在初中后学业压力下，

儿童兴趣发展受限，易出现孤僻、脆弱等心

理问题。而早期情商教育能显著增强儿童自

信心与学习动力，形成健康人格基础。研究

表明，童年期接受系统情商培养的个体，成

年后在职业适应、人际关系等方面表现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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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稳定性。因此，平衡智商与情商发展，

构建以家庭为核心的早期情商培育体系，是

儿童全面发展与未来成功的必要条件[2]。

（三）儿童情商培养具有阶段性

美国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

出人格发展阶段理论，其中包括四个童年阶

段、一个青春期阶段和三个成年阶段。他认

为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完成的任务，并且每

个阶段都建立在前一阶段之上，这八个阶段

紧密相连。
[3]
在童年阶段，婴儿期（0～1.5

岁）；该阶段个体面临的心理冲突是基本信

任对基本不信任。
[4]
这时积极关注孩子的情

绪信号并反馈并且让孩子过有规律的生活，

培养他们拥有稳定感与安全感；儿童期

（1.5～3岁）：自主与害羞的冲突。在这期

间家长应当去引导孩子独立去做事情，积极

鼓励孩子与外界交往，丰富孩子的社会情感

和规范行为；学龄初期（3～6岁）：主动对

内疚的冲突。在这一阶段家长要鼓励孩子主

动探究性行为，激发他们的主动性，增强其

责任感和创造力；学龄期（6～12岁）: 勤

奋对自卑的冲突。老师和家长尽可能的帮助

孩子适应学校的生活，给予他们鼓励、帮助

和引导克服学习中的困难，增强自信心，激

发学习动机，在勤奋学习中获得自信。

三 传统绘本对儿童情商的作用与影

响

传统绘本，即纸质绘本。它是一种以图

片和文字相互结合的书籍模式。传统绘本是

儿童最直接、最普遍的图文的认知活动的载

体，它广泛应用于儿童启蒙配图，对培养儿

童情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纸质绘本易于儿童接受

传统绘本图文结合，翻阅方便，易于儿

童接受。以图为主的特点不仅契合儿童语言

与认知发展的水平和特点，而且能够很好地

引发他们的情绪体验[5]。从身体健康角度来

看，阅读传统绘本有益于保护儿童视力。传

统绘本在儿童视力保护与情感培养中具有

不可替代性。研究表明，电子屏幕蓝光会损

害儿童视力，医生建议2岁后才适度接触电

子设备，而纸质绘本的漫反射光线更契合儿

童视觉发育需求。其图文结合的实体媒介通

过精美绘画与柔和色彩营造沉浸式体验，触

感与视觉的双重刺激增强阅读真实感。在情

绪教育层面，《我的情绪小怪兽》等主题绘

本将抽象情绪转化为具象符号比如红色代

表愤怒，蓝色代表难过，黑色代表害怕，黄

色代表快乐，绿色代表平静，从而帮助帮助

儿童识别基本情绪状态，通过画面叙事引导

情感迁移，完成“感知—理解—接纳”的心

理建设过程。这种基于实体媒介的深度情感

互动，不仅塑造儿童对自身情绪的认知能

力，更通过视觉审美与故事共情助力性格养

成，为构建强大内心奠定基础。 

（二）传统阅读促进亲子互动

传统绘本的亲子互动优势显著。儿童需

家长协助完成阅读，通过朗读讲解、问答对

话、情景游戏等形式实现互动。这种共读模

式不仅发展孩子观察角色关联的思维能力，

还能通过幽默语言与情感共鸣，让儿童在亲

子交流中感受家人之爱的温暖联结[6]。在儿

童情商培养阶段，负面情绪转化为正面情绪

是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儿童前额叶皮质发育

不成熟，导致情绪把控能力较弱。亲子共读

励志类绘本时，家长通过讲解、游戏等方式

立体呈现故事，帮助儿童形象化角色并联想

模仿其问题处理方式，这种模仿对情绪自我

调控产生潜移默化影响，助力孩子未来有效

化解负面情绪，转化为正向能量。

四 有声绘本对儿童情商的作用与影

响

在绘本阅读过程中，儿童虽然可以通过

视觉直接感知图画的某些画面意义，但是要

独立读懂它却是困难的。
[7]
有声绘本通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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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语言，富有节奏、生动地表现感染孩

子的情绪,使孩子在倾听过程中与故事角色

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形成自己的情感理解,

进而增强儿童情商能力。

（一）声音塑造易于儿童接受

有声绘本打破低龄儿童的识字障碍，涉

及领域广泛，有生活趣事、科学知识、寓言、

童话等。这些内容通过声音将绘本的内涵直

接地传递给孩子们，让他们在富有节奏感且

精彩奇特的情节陶醉其中，更加主动地领

会、内化绘本中的情商表达。

我国有声读物历经音像制品、听书网

站、APP三阶段，从实体介质转向网络传播，

内容多元化。超2.5亿儿童中，92%的3-15岁

孩子接触数码设备，76%用手机上网，60%的

3-8岁儿童通过互联网听故事。听读教育呈

现低龄化特征，80%家长在孩子3岁前培养听

读习惯，6-10岁家庭为付费主力，12岁后听

故事儿童数量骤减
[8]
。

（二）声音塑造有利于更好的情绪表达

有声绘本通过多元声音塑造角色情绪

变化，如《情绪小精灵》用“砰”“呜”等

拟声词具象化快乐、恐惧等情感，帮助儿童

在情节推进中循序渐进感知情绪发展脉络。

这种沉浸式听觉体验增强情绪代入感，儿童

常不自觉模仿声音、再现场景，在主动参与

中提升情绪理解与表达能力。

（三）有声绘本具备随时随地性

有声绘本凭借网络便捷性融入多场景，

仅需手机或音响即可实现睡前、旅游等场景

收听。《凯叔讲故事》通过“内容+硬件”

模式吸引儿童，其声音媒介激发通感联想与

创造力，同时结合纸质绘本画面，使儿童在

听觉刺激中产生视觉联想，助力情感体验与

情商能力培养。

五 数字绘本阅读对儿童情商的作用

与影响

数字绘本，又称为多媒体绘本，是纸质

绘本在新媒体时代的延伸和拓展。它以纸质

绘本为基础，充分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将绘

本的图画和文字以动画、声音、游戏互动等

形式呈现出来，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数字出版

物。

（一）数字绘本形象鲜明、立体生动

数字绘本作为新兴艺术形式，通过融合

动态动画、交互游戏、专业配音、特效配乐

等多媒体元素，构建沉浸式叙事场景。其创

新在于将二维画面转化为三维立体体验：真

实环境音效（如汽车鸣笛、鸟鸣）增强空间

现场感，虚拟现实技术打造可交互的立体视

觉效果，满足儿童感官探索需求。

以《未来机械世界》为例，电子工业出

版社联合科研机构将其开发为 AR 科幻图

书，通过增强现实技术赋予静态画面动态机

械运转效果，使故事兼具趣味性与沉浸感。

这种“技术+内容”的深度融合，不仅提供

视听复合体验，更通过游戏化交互激发儿童

想象力，让阅读过程与游戏心理高度契合，

成为当前童书数字化转型的典型案例
[9]
。这

为孩子们提供了视听兼具的阅读体验，与他

们的游戏心理相契合，使阅读变得更有趣。

（二）数字绘本内容丰富，多角度促进

情商发展

数字绘本作为新兴艺术形式，通过融合

动态动画、交互游戏、专业配音、特效配乐

等多媒体元素，构建沉浸式叙事场景。其创

新在于将二维画面转化为三维立体体验：真

实环境音效如汽车鸣笛、鸟鸣等增强空间现

场感，虚拟现实技术打造可交互的立体视觉

效果，满足儿童感官探索需求。以《未来机

械世界》为例，电子工业出版社联合科研机

构将其开发为AR科幻图书，通过增强现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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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赋予静态画面动态机械运转效果，使

故事兼具趣味性与沉浸感。这种技术与内容

的深度融合，不仅提供视听复合体验，更通

过游戏化交互激发儿童想象力，让阅读过程

与游戏心理高度契合，成为当前童书数字化

转型的典型案例。

六 当代提高儿童情商新途径

在新媒体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儿童

绘本的推广方式呈现多元化特点。这些多元

途径能帮助儿童获取更丰富的知识，丰富儿

童的情感体验，培养良好的习惯、品质，让

孩子们的情商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一）传统绘本应用场景

吉姆・崔利斯在《朗读手册》中强调，

书与儿童的联结需要媒介引导。传统绘本作

为亲子共读的重要载体，通过启发式、诱导

式和情感式阅读方式，有效促进儿童情商发

展。家长通过朗读与互动，帮助孩子在情绪

管理、学习力和专注力培养中构建健康人格

基础。教师可将绘本阅读与艺术教育结合，

设计“四格连环画”创作活动：儿童通过绘

画表达心情故事，教师标注画面内容并引导

分享。这种形式既锻炼情绪表达能力，又通

过叙事逻辑发展社交技能。例如，学生在创

作《雨天的烦恼》时，需描述角色情绪变化

及解决策略，在集体讨论中学习换位思考与

冲突解决。绘本绘画元素还可应用于治疗领

域。研究表明，绘画能帮助儿童外化负面情

绪，增强自我认知。通过自由涂鸦或主题创

作，儿童将抽象情感转化为视觉符号，在色

彩选择与线条表达中释放压力，同时建立情

绪与行为的关联认知。这种非语言沟通方式

尤其适用于语言表达受限的儿童，可辅助心

理。

（二）有声绘本阅读的应用场景

在绘本阅读中，发挥朗读训练增强儿童

情商。大声朗读绘本促进语言发展和认知理

解。文字是抽象的思维表达，声音是儿童认

识世界、这进入文字阅读的最佳桥梁。儿童

朗读绘本进一步加深他们对绘本故事的想

法与感触，展现有别于通过阅读对图画、文

字、色彩等的理解和看法，对培养孩子们的

沟通力、理解力有重要意义。借助绘本在儿

童表演艺术方面发挥作用。在故事表演情境

中，孩子们运用身体语言和口头语言来诠释

故事内容，体验角色的思想，并逐步模仿和

学习主人公的规范行为过程。这样的表演活

动有助于儿童感受和理解绘本所蕴含的情

绪主题，促进儿童的情绪社会化。

（三）数字绘本阅读的应用场景

新媒体环境下，绘本电影通过动画、音

乐、美术融合拓展叙事维度，其强代入感帮

助儿童理解并迁移社交技能，培养谦让、同

情等积极情感。绘本游戏则以自然互动形式

深化内容理解，同步发展语言表达与肢体协

调能力，成为儿童认知建构与情感培养的有

效载体。“开发情商”是为 8~12 岁儿童以

绘本为依托，创建的多媒体软件, 通过绘

画、动画、音乐、声音和口头指示引导儿童

进入“情感世界”, 是将媒体技术整合到情

商学习的有益尝试
[10]

。

结语

绘本中生动活泼的故事和精美卡通的

图画，为儿童打开了视野，滋润了他们的内

心世界。通过阅读传统绘本、有声绘本和数

字绘本，孩子们不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故

事情节，还逐渐丰富了他们的情感体验。儿

童天生善于通过模仿学习，绘本中的角色成

为他们处理各种关系的榜样。当孩子们沉浸

在有趣的故事情节中时，其中所蕴含的真善

美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性格和情

感发展，促进了情商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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