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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林 致

1. 看文字说明。很多观众以为售票网站上寥寥数语的介绍，是受了篇幅限

制。实际上，大多数渠道都不会限制制作方的简介，除非太长。如果一个剧连

把自己的卖点写明白的体力和脑力都没有，能指望他们认真地做好剧的内容

吗？这个环节都做不好，剧目本身的品质就堪忧。

2. 分辨宣传语。“大型”其实不是孩子最需要的，也就是舞台上堆的东西

多。号称“魔幻”的往往就是有法师、精灵之类，“互动”基本上是演员到台下走

一圈或请孩子上台。不要被这些词迷惑，有诚意的剧目会很清楚地写上他们的

卖点。

3. 题材。丑小鸭、美人鱼、白雪公主、小红帽等等，这些故事真的值得再去

看一遍吗？如果他们没告诉你，他们做得有什么不一样，就要权衡下观看的价

值。不熟悉的故事和题材，家长需耐心地多去了解，以发现更多有意思的内容。

4. 署名。有品牌意识的剧社、剧团或导演，是敢署名的。著名导演挂名的戏

剧，选择要慎重。三无剧，千万不要选。

5. 团队和口碑。新戏看团队，老戏靠口碑。很多家长看戏会手机拍照，或

者在博客里记一笔。在选戏剧的时候，多做些功课，看看别的家长中肯客观的

评价。否则，浪费时间和精力，还弄坏了孩子的艺术品位。

6. 团购。如果有的节目，标几百块钱，团购三十多，那还是算了吧。

7. 帮孩子选。这就跟让孩子吃糖一样，糖可以吃，但那些色彩绚丽涂了很

多有害色素的糖，坚决不能让孩子吃。家长一定要付出时间精力，对要去看的

戏剧，做深入了解。很多家长挺有钱，不在乎，但是，也得花时间陪孩子去看

啊！我们去吃饭还得问下朋友，看看大众点评之类，对孩子的精神食粮，也需要

慎重对待。 （三川玲）

今年六一期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共有 7 部精彩儿童剧在全

国各地演出 51 场，同时还开展了针对困难群体的公益演出、儿

童戏剧嘉年华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事实上，近年，童书出版商开

始由单纯的纸质出版向儿童文化综合服务商转型，将图书与儿

童剧联动甚至涉足儿童剧的打造更是频繁起来。

给孩子选择儿童剧的几个要诀

数年来，我们在带小丸子（自家孩子）看了N场各种儿童戏剧、音乐剧、魔幻
剧之后，有了很多快乐，也有一些教训。同时，也结识了一些从事儿童剧创作的
朋友，了解到了其中的“内幕”，大致总结出挑选儿童剧的几条经验。

百名学生高歌“中国梦”
““百社千校书香童年百社千校书香童年””校园诗歌朗诵大赛启动校园诗歌朗诵大赛启动

近年，涉足教辅出版的机构纷纷搭建网站、平台，为教辅图书提供增值

服务。不难想见，随着技术手段的普及与提高，个性化、诊断性等特色鲜明

的数字化教辅是未来的趋势所在。最值得关注的是，前不久，多款“解题神

器”横空出世，其创新运用互联网技术的产品形态，再次颠覆了传统的教育

和教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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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首部将本土绘本搬上舞台的海洋

科普类儿童剧《海豚小哆菲》，于今年 6 月 7

日和 8 日首演。该剧是青岛出版集团版权

资源跨界合作的一次探索和尝试。该剧改

编自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同名海洋绘本，是

由青岛出版集团、山东舜谊文化公司与青

岛保利大剧院联合打造的海洋题材原创儿

童剧。全剧以生动可爱的海洋生物为主

体，用孩子的语言讲述了一个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故事，同时传递了海洋科普知

识。青岛出版集团副总经理贾庆鹏表示，

集团未来还将通过动漫制作技术，把优质

的绘本资源打造成更为立体并具有互动功

能的电子绘本。早在 2012 年，长江少年儿

童出版社的前身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

公司就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

作。合作内容包括双方共享优质作者及作

品资源，实现内容的跨媒体再次开发；整合

双方渠道资源，共享受众群体，创建图书与

舞台剧共同盈利的合作模式；通过电子技

术，将传统纸质图书融入现场舞台剧，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出版。此外双方还在

营销模式的结合、共同出品项目的运营、人

才资源的共享等方面达成战略合作意向。

而据记者了解，双方合作的第一个项目

——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与中国儿童艺

术剧院共同出品的系列丛书“伊索寓言双

语童话剧院”也已出版。

由于图书改编儿童剧的版权很多都掌

握在作家自己手中，其中的名家名作自然

成为儿童剧剧本创作的香饽饽。“童书王”

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是国内童书品牌

书系，多年前，成都市少儿艺术剧团就与杨

红樱联手，推出“马小跳”舞台剧《巨人的城

堡》。该童剧在北京、深圳、成都等地演出

了多场。而此后推出“马小跳”系列舞台剧

之《寻找大熊猫》等也深受欢迎。此外，诸如汤汤的童话作

品《喜地的牙》在首发时就宣布不久的将来会以话剧形式搬

上舞台。

作家不仅提供自己的作品为蓝本，亲自参与儿童剧的编

导也是近年的趋势。2013 年，大连出版社和海薪益(北京)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投资、北京手拉手儿童艺术剧团排演儿童

剧《校园三剑客之神秘老师》。《校园三剑客之神秘老师》改

编自儿童文学作家杨鹏创作的同名科幻小说，已出版图书

80 多部，发行量超过 500 万册。可以说，大连社投资改编舞

台剧，是将图书与舞台演出产业整合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尽管《校园三剑客》是由出版社投资，但据杨鹏透露，该剧由

他亲任总编剧，由出版社在北京的总经理当制片人，与北京

当地的专业剧团合作，用两个月时间排练，之后进剧场，有

时也在学校操场上演出。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装在口袋里的爸爸》也是

由杨鹏投资并亲任总编剧，由杨鹏的助理傅丽萍当制片人，

其团队的编导徐莞怡当导演，与无锡市委宣传部合作，请当

地的演员组成舞台剧组，用两个月时间排练，之后进剧场为

小学生演出。

对于儿童剧的上座率，杨鹏并不“谦虚”，他表示，其执

导舞台剧上座率是百分之百，以《校园三剑客》为例，经常是

连带队来的老师都没有座位。有一次，山东枣庄的宣传部

部长到北京来观摩舞台剧，竟然也没有座位，只能找椅子来

坐，场面非常火爆。另外，《校园三剑客》四个月演出100场，

每一场的人数都在千人以上，观众数量达 10 万人次。即使

是中国儿艺、北京儿艺这样的专业儿童剧团，也无法做到。

据记者调查，国内文艺演出市场，能为孩子们喜闻乐见

的儿童题材作品并不多，符合小观众观赏需求的现实题材

作品更是少见。许多剧目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将惊悚、奇

幻、变形、夸张、搞笑、无厘头的元素融入作品，以期赚取大

把钞票。随着游戏、动画片等快餐文化的崛起，许多孩子不

再接触舞台艺术，相当一部分孩子并不了解儿童剧。全国

儿童剧院团普遍存在编剧队伍较弱的问题，特别是被推向

市场后，儿童剧更是陷入剧本荒。目前全国专门从事儿童

剧剧本创作的人员也很是稀少。一部儿童剧的收入最多只

是影视剧收入的十几分之一。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国内儿童剧创作大多限于狭窄的

空间、在有限的题材资源中困守，过于保守。有专家建议儿

童剧创作者多走进幼儿园、小学、中学，甚至也走进大学，了

解当代儿童，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有什么困惑、有什么难题，

因为他们才是观众。此外，一些儿童剧为了吸引儿童观众

眼球，演出中过多运用大制作、声光电等外在技术手段的倾

向也引发质疑。最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儿童剧的作者都是

成人，创作中很容易出现成人思维代替儿童思维的现象，这

也成为当下儿童剧创作远离儿童观众的一个原因。从全国

层面上观察，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剧团不足30 个，而全国的少

年儿童有 3.8 亿。儿童剧市场潜能巨大，如何有效开发这一

潜在的巨大市场，根本在于能否创作出优秀的儿童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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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6月25

日下午，接力出版社在国家图书馆艺

术中心举办“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

诗歌朗诵会暨“百社千校书香童年”

校园诗歌朗诵大赛启动仪式。活动

格局堪称“高大上”。全国人大教科

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出版协会

理事长柳斌杰，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

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

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儿童文学

作家高洪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出版管理司司长吴尚之等众多嘉宾

和500余名中小学生参加了活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机关幼儿

园的小朋友们一场生动活泼的《太

阳妈妈》集体舞拉开了整场活动的

序幕。接着，中国儿童中心小学生

表演的诗朗诵《我们爱祖国》，中国

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学生

表演的《孩子，我想抱抱你》诗朗

诵，北京市盲人学校的童俊杰通过

一首配乐诗朗诵《我想》等节目都

相当精彩。

柳斌杰希望，通过长期的校园诵

读，让中国少年儿童读者在朗诵中增

强民族自信，体验文化精神，感受诗

歌魅力和民族语言之美。

朗诵会上，主办方向中小学生代

表赠送了“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

系列图书500余册。同时，与会嘉宾

还共同启动了接力社在全国开展的

“百社千校书香童

年”校园诗歌朗诵

大赛活动。据悉，

此次活动是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新近开展的“百

社千校书香童年”

阅读活动的一项，

并被列入北京市

新闻出版广电局开展的“北京阅读

季”重要活动之一。

“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系列

图书是接力社新近出版的一套朗诵

诗集。该套书以“中国梦”为总主

题，分为《祖国篇：我和我的祖国》、

《校园篇：唱给老师的歌》、《自然篇：

我要变作一片森林》、《亲情篇：奶奶

小时候是什么样子》、《成长篇：我们

一天天长大》、《未来篇：写一封信给

未来》。该社还特别邀请中国传媒

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录制了朗诵

示范音频，并制作成二维码印刷在图

书封底，方便诵读。 （宇 澜）

解题应用软件催生针对性辅导

2014 年，“作业帮”、“问他作业”、“爱考拉”、“爱辅导”、

“嗒嗒作业”等一批“解题神器”横空出世，风靡校园——学生

只需手写输入题目，或者直接将题目拍照传到软件中，软件在

几分钟之内就会提供消息推送，有的答题速度甚至能达到“秒

回”。这些“解题神器”如同“滴滴打车”带来的革命一样，其也

在改变着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方式和认知方式。

以“作业帮”为例，据记者了解，学生可以通过拍照的方

式，将问题发到作业帮，由“学霸”来给出详尽的解答过程和思

路。“问作业”中开放的年级分类有：小学、初一、初二、初三、高

一、高二、高三、其它；作业帮开放的科目有：语文、数学、英语、

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提问者得到回答后，还可

以继续追问，针对解题过程和知识点进行多次的讨论。对于

满意的解答，提问者可以给予采纳以感谢回答者。每次被采

纳，回答者都可获得财富值。根据问题分类不同，获得不同的

财富值奖励。回答小学、初中、高中的问题，分别可以获得 2、

4、6个财富值。获得的财富值，可以到作业帮财富商城中去免

费兑换精美礼品。

不仅如此，“作业帮”除了发挥“解题”的功用，其还积极构

建社交平台，其中包括了“学校圈”，学生在个人资料里填写所

在学校，就可以进入自己的学校圈，和同校学生交流；“兴趣

圈”，目前分为萌图圈、明星粉、小说家、游戏王、影视迷、动漫

控和学霸圈，学生可根据自己不同爱好，选择加入相应的圈子

讨论；“年级圈”，包括小学、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高二、高

三，让同年级的学生一起交流。

相似的，由北京知学友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爱考

拉”也定位为“中小学生的移动学习社区”，意欲“形成学生、家

长、老师及其他教育参与方多方互动、基于学习的社交网

络”。如是具有“野心”的布局意图，令人侧目。

此外，“解题神器”并非全免费使用，有的软件需要用“问

豆”、“悬赏金”之类的线上交易筹码，如“嗒嗒作业”的“悬赏

金”价格为，6 元钱 60 个金币，不少学生拿出几百到几千元的“悬赏金”为求

一道题的答案，也有学生先通过替别人答题先挣得“悬赏金”后，再来提问。

当然，有人意欲利用“解题神器”快速完成作业，针对这种情况，一些软件则

限定了使用次数，例如一段时间里只能提问 1 次或是 2 次。就影响范围来

看，以“爱辅导”为例，其软件有注册用户 80 多万，注册老师 2 万多人，学生用

户中初中生占据主体，大概有40%左右，高中生和小学生的使用量相当，约占

据30%。目前，爱辅导各种客户端的下载总量已经达到120万，令人侧目。

教辅出版问路互动交流

在媒体、家长、老师纷纷问责此类“作业神器”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

手机应用正在悄然改变传统的“教”与“学”模式。如何顺应新世代学生的思

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教辅出版应当从上述案例中得到启发和借鉴。

值得欣慰的是，2014年以来，一些出版单位发出积极信号，纷纷开始摸索

数字产品研发。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为例，其围绕“一课一练”这一金字招

牌，与上海意智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打造了“一课一练”网站，以多媒体

手段辅助学生学习，以游戏的形式帮助提高学生学习的乐趣；江苏春雨教育集

团在3月正式上线“教考通”智能化教育资源平台，相关的“组卷通”、“在线评

测”系列产品将在今年下半年上市。此外，江苏春雨在积极推进“学科王”教育

考试网之外，还打造“梦幻城堡实验班”。作为一个以游戏闯关、在线PK 为主

线，融动漫游戏教学、提优性训练和互联网学习社区于一体的网络游学平台，其

主要面向国内城市及中心城镇7000万名6～12岁的儿童。该网站现已正式上

线运营，并在全国范围实施线上线下推广；山东世纪金榜科教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的手机电视重拳出击，问世以来销售近30万台。 （下转第2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