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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互动体验设计对学龄前儿童阅读的影响∗ ∗

侯冠华　 王李莹　 徐　 冰

摘　 要　 书籍交互方式对儿童阅读有一定的影响，本研究以 ５—６ 岁学龄前儿童为实验对象，通过实验

研究的方法明确了书籍交互方式和性别对儿童阅读兴趣、主观评价、偏好和情感的影响，结果发现：儿
童偏好的书籍交互方式是知觉互动、折叠互动和抽拉互动，儿童期待在图书馆中获得愉悦的情绪体验，
触觉互动、嗅觉互动和折叠互动的书籍交互方式能够满足儿童的情感体验需求，性别差异仅存在于折

叠互动和弹出互动两种书籍交互方式中。 书籍交互方式对儿童阅读的影响规律研究可为引导儿童阅

读行为提供依据。 图 ４。 表 ２。 参考文献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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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龄前是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重要阶段，也
是培养阅读习惯的重要时期，国外的儿童图书馆

为培养儿童阅读兴趣和能力推出了多种服务：如
专门针对学龄前儿童的“亲子阅读”服务和“玩具

图书馆”，以期在轻松的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培养

儿童阅读兴趣［１－２］ 。 尽管儿童图书馆服务在实践

方面做出了多种尝试，却很少有学者关注 “儿

童———书籍”的交互研究，而书籍的交互方式很

容易影响儿童的阅读兴趣、阅读情绪等主观感

受。 书籍交互方式的易操作性，以及与之相伴产

生的情感体验对吸引儿童深入阅读至关重

要［３－４］ 。 书籍的交互方式会影响儿童的选书策略

和阅读策略［３］ ，设计与书籍内容高度融合的交互

方式，有利于提升儿童的阅读体验，培养其阅读兴

趣和阅读习惯。 本研究旨在通过心理学实验法，
针对 ５—６ 岁学龄前儿童，研究书籍交互方式的变

化对儿童阅读的影响，并提出能够满足儿童探索、
求知需求的书籍交互方式，为儿童阅读的引导提

供建议。

２３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包容性视角下的无障碍交互设计研究” （项目编号：
１７ＹＪＣ７６００１５）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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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相关研究述评
情绪是影响用户信息行为的重要因素，情绪

变化对信息行为意愿、持续时间、信息行为效率

都有重要影响［５－７］ 。 情绪是用户体验的重要组成

部分，正性情绪能够增强用户的享乐性体验，提
升用户自我认同感、价值感、满意度等［８］ 。 好的

情绪体验能够给用户带来美好的预期，激励用户

再次进行信息分享等行为［９］ 。 儿童在人的社会

化心理发展过程中处于早期构建自我的阶段，情
绪波动大［１０］ ，因此，研究儿童阅读的情感体验非

常必要。 国外研究表明，学龄前儿童阅读以图片

为主、文字为辅，如 Ｒｅｕｔｅｒ（２００７）发现书籍的美观

度对儿童书籍选择和阅读兴趣的影响很大，这种

影响体现在书籍选择的不同阶段，包括阅读难度

选择阶段和内容选择阶段，且具有一定的性别差

异［１１］ ；不少学者还围绕儿童书籍受欢迎的原因做

了深入研究，如 Ｐｅｊｔｅｒｓｅｎ（１９８６）发现儿童选书时

更关注书籍是否容易打开、如何翻页，受欢迎的

书籍通常更容易被儿童打开、翻阅［３］ 。 此外，儿
童在选书过程中会寻求情感呼应，他们在阅读过

程中会与内容构建情感联系，并且在娱乐性阅读

中更注重书籍的情感体验［４］ 。 Ｖｏｌｄ 和 Ｅｖｊｅｎ
（２０１６）发现，在图书搜索过程中，给儿童部分权

利，可以增强他们对儿童图书馆的归属感，从而

增强他们的阅读乐趣和情感体验［１２］ 。 Ｍｉｋｋｏｎｅｎ
和 Ｖａｋｋａｒｉ（２０１６）发现，儿童读者的阅读兴趣是弹

性、多阶段分布的，尤其是受内容、图片美学等因

素的影响的阶段性变化非常大，但不同年龄段的

读者始终都追求良好的情感体验［１３］ 。 总之，越来

越多的研究表明，儿童阅读不仅是为了获取知

识，更侧重于获得自我认同和良好的情感体验。
儿童的阅读兴趣、偏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进

化，且呈现出性别差异［１１］ 。 Ｂｏｒａｋｓ 等（１９９７） 发

现，儿童在早期阶段喜欢阅读童话故事，不喜欢

小说体裁的书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喜欢现

实主义题材的小说［１４］ 。 此外，对小学生阅读行为

的研究发现，在小学低年级阶段，儿童挑选书籍

时将阅读难度作为一个重要的选择指标，而到高

年级选择书籍时，他们更关注书籍的内容简介，

将兴趣作为重要选择指标［１５］ 。 因此，儿童阅读行

为研究应当按照年龄阶段开展，本研究则将 ５—６
岁学龄前儿童选为研究对象。 性别差异主要体现

在书籍题材偏好上，研究发现，在儿童早期阶段，
女孩更喜欢公主系列的故事，而男孩更喜欢超人

题材的故事；随着年龄增长，女孩偏向于叙事性小

说，而男孩喜欢非小说类书籍［１１］ 。 因此，本研究

也将性别列为一个重要因素，考察其对阅读情感、
阅读偏好的影响。

欧美、日本等国家在儿童图书的设计上有着

良好的历史传承和研发体系，不仅编排方式灵活、
色彩丰富，还开发出儿童书籍的多种互动方

式［１６］ 。 心理学研究表明，认知能力发展的早期阶

段，儿童注意力容易被外界事物吸引，注意力持续

时间短，但情绪具有保持注意力的调节作用［１７］ 。
互动式书籍借助触摸、空间移动、声音、气味等形

式，为儿童书籍营造出新造型、新内容和新体

验［１８］ 。 儿童书籍的互动形式多样，旨在通过体验

的方式帮助儿童认知、理解复杂事物。 但关于种

类繁多的书籍互动方式在吸引儿童阅读时是否

存在差异，儿童图书馆该如何选择符合儿童阅读

偏好的互动式书籍，已有研究缺少精确的量化研

究结论，缺少儿童阅读引导和图书馆服务建议。

２　 研究设计及问题提出

２ １　 儿童书籍互动方式

儿童书籍互动设计是指在阅读过程中儿童

与书籍的互动交流方式设计，内容包括互动方式

和可操作性。 书籍互动设计旨在综合考虑儿童生

理、心理、智力、情感、发育等特征，通过与图书互

动提升儿童视觉、听觉、触觉等感知、认知能力，增
加儿童在阅读中的趣味性和创造性［１６］ 。 儿童书

籍互动方式可分为两类，即行为互动和知觉互动。
行为互动包括翻页互动、弹出互动、抽拉互动、旋
转互动、折页互动等；知觉互动包括视觉互动、触
觉互动、嗅觉互动等［１８］ 。

本研究选取了书籍设计中最常用的 ６ 种交互

方式作为实验自变量，涉及行为互动和知觉互动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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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互动方式，分别是翻页互动，抽拉互动、折叠

互动、弹出互动、嗅觉互动和触觉互动。 翻页互动

是指按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依次翻看阅览；抽拉

互动是指通过抽拉改变画面内容，实现读者与书

籍的互动；弹出互动是指图书里的画面在打开时

会弹出，立体形象增加空间感；折叠互动是指通

过折叠改变画面，形成新的阅读内容；嗅觉互动

指书中添加了与内容相关联的香料，如花香

等［１８］ ；触觉互动是指在页面中加入特殊触感的材

质，让读者通过皮肤与特殊材质的接触来感知特

定内容。
为了排除阅读材料的题材、内容对被试者的

影响，本研究选取了 ６ 本关于人体结构的儿童图

书，阅读材料内容相似，每本阅读材料仅含有 １ 种

交互方式，具体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实验材料

２ ２　 性别差异考量

男孩和女孩对形状、色彩、玩具等的选择偏

好在婴儿时期就显示出了差异［１９］ 。 随着年龄的

增长，这种性别差异更加明显，如男孩更喜欢汽

车、武器等玩具，女孩更喜欢布娃娃等玩具。 社会

学习理论指出［１７］ ，性别差异的产生源于男性与女

性在社会角色中的差异。 此外，在形态偏好差异

方面的研究发现，女孩在绘画中偏好花朵、蝴蝶、
人物等形态，男孩则更喜欢画汽车、火车、火箭等

物体［２０］ 。
基于上述研究，性别差异会导致阅读内容的

兴趣差异，因此本研究在选择阅读内容时，选取了

男、女儿童共同感兴趣的内容———人体构造，作为

实验材料。 此外，我们推测在书籍交互方式的选

择中，可能会存在性别差异。

２ ３　 儿童情绪测量

儿童心理具有主观化和直觉性的特征，因此

结构清晰、色彩明确、意义单纯的图书作品更受儿

童喜爱。 儿童情绪直接反映了他们对产品的喜

爱、偏好等，尽管情绪测量的方法有很多种，如自

我报告、自主神经系统测量、惊跳反应测量、行为

测量和脑测量，但适合于儿童的情绪测量方法却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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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限［２１］ 。 目前，最为常用的儿童测量方法是

通过自我报告和行为测量来实现的。 自我报告

包括正性负性情绪（ＰＮＡＮＳ）量表，愉悦度、唤醒

度和主导度三维情绪量表（ＰＡＤ）以及罗素的环

形情绪卡［２２］ 。 行为测量包括表情和声音音量变

化识别，但行为测量需要较长的实验时间，并不

适用于儿童图书馆藏研究。 经过反复斟酌，本研

究采用罗素的环形情绪卡作为儿童情绪测量的

工具。
罗素的环形情绪卡根据唤醒度和愉悦度将

情绪划分成 ８ 种，每种情绪由 ２ 张表情图片构成，
共 １６ 张卡片［２２］（如图 ２ 所示）。 该量表直观、易
读，容易辨认，被试者只需选择其中 １ 张卡片来表

达自己在阅读完成后的心情即可，无需答题，因
此很适合儿童情绪实验。 在实验开始前，我们请

每位参与实验的儿童认读情绪卡片，以确保儿童

能够理解图片中的每种情绪，便于他们选出适合

自己情绪的图片。

图 ２　 罗素的环形情绪卡

２ ４　 研究问题

根据儿童图书馆藏建设需求，提出以下研究

问题：
研究问题一：书籍交互方式变化对儿童读者

的阅读时间、阅读偏好和阅读情绪的影响是否存

在显著差异？
研究问题二：性别对阅读时间、阅读偏好和阅

读情绪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研究问题三：儿童在图书馆阅读时，期待什么

样的阅读情绪体验？
研究问题四：行为互动方式对阅读体验的影

响是否优于知觉互动方式？

３　 实验过程与数据获取

３ １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了双因素混合实验设计，两个自

变量分别是书籍交互方式和性别，其中书籍交互

方式有 ６ 个水平，分别是翻页互动、弹出互动、抽
拉互动、折叠互动、嗅觉互动和触觉互动；性别有

２ 个水平，分别对应男、女。 研究按照男、女分组，
性别属组间因素。 在阅读过程中，考虑到可能存

在近因效应，对阅读材料顺序采用拉丁方顺序排

序（一种可确保变量在其所处的任意行或任意列

中只出现一次的控制技术），确保每份阅读材料

出现的顺序按相同概率平均分布，消除近因效应

影响。 每位被试者依次阅读准备好的阅读材料，
交互形式属组内因素。

实验期间用摄像机记录儿童阅读行为及阅

读时间，每份材料阅读完成后，被试者需依次完成

以下任务：首先，从 １６ 张情绪卡片中，挑选符合自

己情绪的卡片；其次，被试者利用主试人员为其发

放的 ５ 颗星星，为阅读材料的交互方式评分。

３ ２　 实验被试者

本实验在幼儿园图书馆中完成，持续 ２ 周，共
邀请了 ４０ 名幼儿园中班和大班幼儿参加实验，年
龄在 ５—６ 岁，其中男孩 ２０ 名，女孩 ２０ 名。 每位

学员在幼儿园图书馆每周学习时间 ２ 小时以上，
拥有丰富的图书馆阅读经验，保障了本实验的顺

利进行。 参与实验的所有儿童视力正常，在实验

开始前，儿童所在班级教师认真阅读了实验知情

同意书，确认本研究对儿童没有生理、心理伤害，
并授权签字，同意所在班级儿童参与本研究。

根据实验设计方案，儿童分为男、女两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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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２０ 人，按照预先设定好的阅读顺序，依次阅读

各种交互方式的材料。

３ ３　 实验任务与数据采集

儿童进入图书馆后，首先听取实验内容和要

求介绍，研究人员与被试儿童共同学习罗素的环

形情绪卡片，分辨 １６ 种图片所代表的情绪。 在确

认儿童了解了所有卡片的情绪信息后，请他们选

出符合图书馆阅读所期待的情绪体验，并做记

录。 之后正式开始实验，儿童依次阅读 ６ 种实验

材料，每份材料阅读完成后，选择符合自己当下

情绪的卡片。 最后，用五角星为阅读材料评分，５
颗星代表非常喜欢，１ 颗星代表很不喜欢。

本研究共采集了 ４ 份数据，包括：（１）儿童期

待的阅读情绪体验；（２）阅读持续时间；（３）每份

材料阅读完成后的情绪体验；（４）每份材料的星

级评分。 在实验过程中，未限制儿童阅读时间，阅
读持续时间的记录从阅读开始，到儿童厌倦不再

阅读。 数据分析工具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４　 研究结果

４ １　 期待情绪与实际阅读情绪

４ １ １　 图书馆阅读的期待情绪体验

本研究使用罗素的环形情绪卡片采集了每

位儿童在图书馆中期待获得的情绪体验，结果发

现，大部分儿童期待在图书馆中获得愉悦和轻微

唤醒度的情感体验，如图 ３ 所示。 其中 ７０％的儿

童（２８ 名）期待在图书馆中获得愉悦，１５％的儿童

（６ 名）期待在图书馆中获得愉悦且唤醒度更高的

情绪。

图 ３　 期待情绪的环形卡片情绪分布

４ １ ２　 图书交互形式的实际情绪反馈

在实验材料阅读完后，对该材料的交互方式

进行情绪选择，交互方式所诱发的情绪既包括正

性情绪（开心、愉悦），也包括负性情绪（如生气、
伤心）。 本研究关注图书交互方式诱发正性情绪

情况，采用百分比的形式将儿童选择的正性情绪

用图表进行表现，如图 ４ 所示。 图中不同背景填

充代表了不同唤醒度水平，网格代表唤醒度最

高。 正性情绪唤醒度最高的交互形式是嗅觉互动

（８５％），其次是触觉互动（７５％），翻页互动诱发

的正性情绪最低，仅 ３５％。
统计愉悦且唤醒度更高的情绪占比数据，与

儿童在图书馆阅读预期情绪进行比较，发现嗅觉

互动方式最符合预期情绪（约 ８０％），其次是折叠

互动（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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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交互形式诱发正性情绪比例分布

４ １ ３　 图书交互方式影响情绪的性别差异

对统计结果做卡方检验，发现图书交互方式

对诱发正性情绪的影响差异显著（ｐ＜０ ０１），说明

图书交互方式变化能够调节儿童阅读情绪。 再

以性别为自变量，检验人数占比情况，发现弹出

互动和折叠互动存在性别差异，受上述两种交互

方式影响的女孩数量多于男孩。

４ ２　 阅读时间、主观评分与交互方式偏好

４ ２ １　 图书交互方式对阅读时间的影响

对阅读时间做描述统计，如表 １ 所示，发现翻

页互动对儿童吸引力最低，平均阅读时间约

２１ ０５ 秒。 折叠互动阅读时间最长，平均约 ６６ ３５
秒；其次是嗅觉互动，约 ５８ １０ 秒。

表 １　 儿童在不同图书交互方式中阅读时间分布情况

交互方式 Ｎ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均值的 ９５％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极小值 极大值

翻页互动 ４０ ２１ ０５００ １２ ８９０１２ ２ ８８２３２ １５ ０１７２ ２７ ０８２８ ６ ００ ４９ ００
弹出互动 ４０ ２７ ２５００ １２ ８５０８７ ２ ８７３５４ ２１ ２３５６ ３３ ２６４４ ４ ００ ５１ ００
触觉互动 ４０ ４０ ３５００ １９ ４０５０３ ４ ３３９１０ ３１ ２６８２ ４９ ４３１８ ２０ ００ ９９ ００
嗅觉互动 ４０ ５８ １０００ ３１ ２０８８０ ６ ９７８５０ ４３ ４９３８ ７２ ７０６２ １０ ００ １４８ ００
抽拉互动 ４０ ３５ ６０００ １１ １１３７７ ２ ４８５１１ ３０ ３９８６ ４０ ８０１４ １１ ００ ５９ ００
折叠互动 ４０ ６６ ３５００ ３０ ７０６２１ ６ ８６６１２ ５１ ９７９１ ８０ ７２０９ ２７ ００ １４２ ００

　 　 对阅读时间做双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交互方

式对阅读时间影响显著（Ｆ ＝ １３ ５４，ｐ＜０ ０１），性
别对阅读时间影响差异不显著 （ Ｆ ＝ １ １４， ｐ ＝

０ ２８７）。 对 ６ 种交互方式的阅读时间做两两比较

发现，翻页互动与弹出互动的差异不显著（ ｐ ＝

０ ３６２），儿童在翻页互动图书中的阅读时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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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服务·



低于触觉、嗅觉、抽拉、折叠互动方式（ ｐ＜０ ０１），
且差异显著。 儿童在弹出互动图书中的阅读时

间显著低于与嗅觉、折叠互动（ ｐ＜０ ０１），且差异

显著。 儿童在嗅觉互动图书中的阅读时间显著

长于触觉、抽拉互动（ ｐ＜０ ０１），与折叠互动时间

差异不大（ｐ＝ ０ ２２５）。 儿童在触觉互动图书中的

阅读时间与抽拉互动差异不大（ ｐ ＝ ０ ４８４），但显

著低于折叠互动（ ｐ＜０ ０１）。 儿童在抽拉互动图

书中阅读时间显著低于折叠互动（ｐ＜０ ０１）。

４ ２ ２　 图书交互方式对主观评分的影响

儿童在阅读任务完成后，对交互方式采用贴

五角星的方式评分，对评分做描述统计，如表 ２ 所

示。 评分最高的交互方式是嗅觉互动（Ｍ ＝ ４ ５５，
ＳＤ＝ ０ ８２），之后依次是折叠互动（Ｍ ＝ ３ ８５，ＳＤ ＝

１ ３０），抽拉互动（Ｍ＝ ３ ８０，ＳＤ＝ １ ３６），触觉互动

（Ｍ＝ ３ ３５，ＳＤ＝ １ １３），弹出互动（Ｍ ＝ ３ １５，ＳＤ ＝

１ ３４）和翻页互动（Ｍ ＝ １ ７０，ＳＤ＝ １ ２１）。 嗅觉互

动评分最高，翻页互动评分最低。

表 ２　 儿童对阅读材料不同交互方式的评分

交互方式 Ｎ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均值的 ９５％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极小值 极大值

翻页互动 ４０ １ ７０００ １ ２１８２８  ２７２４２ １ １２９８ ２ ２７０２  ００ ４ ００
弹出互动 ４０ ３ １５００ １ ３４８４９  ３０１５３ ２ ５１８９ ３ ７８１１ １ ００ ５ ００
触觉互动 ４０ ３ ３５００ １ １３６７１  ２５４１８ ２ ８１８０ ３ ８８２０ １ ００ ５ ００
嗅觉互动 ４０ ４ ５５００ ０ ８２５５８  １８４６０ ４ １６３６ ４ ９３６４ ２ ００ ５ ００
抽拉互动 ４０ ３ ８０００ １ ３６１１１  ３０４３５ ３ １６３０ ４ ４３７０ １ ００ ５ ００
折叠互动 ４０ ３ ８５００ １ ３０８８８  ２９２６７ ３ ２３７４ ４ ４６２６ １ ００ ５ ００

　 　 对上述评分做统计分析发现，图书交互方式

对儿童主观评价的影响显著（Ｆ ＝ １２ ５９，ｐ＜０ ０１），
性别对儿童主观评价的影响不显著（Ｆ＝ ０ ３６３，ｐ＝

０ ５４８）。 对 ６ 种交互方式的主观评分两两比较发

现，翻页互动显著低于其他 ５ 种交互方式，是儿童

欢迎度最低的一种书籍交互方式。 弹出互动的主

观评价显著低于嗅觉互动（ｐ＜０ ０１），但与触觉互

动、抽拉互动、折叠互动的差异不显著。 嗅觉互动

的主观评价显著高于翻页、弹出和触觉互动（ｐ＜
０ ０１），但与抽拉互动（ｐ ＝ ０ ０５３）和折叠互动（ｐ ＝

０ ０７１）差异不显著，即嗅觉、抽拉、折叠三种互动

形式都属于儿童比较喜爱的书籍交互方式。

５　 讨论分析

书籍交互方式的可及性对提升儿童阅读的

情感体验具有重要作用，分析书籍交互方式对学

龄前儿童阅读兴趣、情绪和偏好的影响，有助于深

入了解儿童阅读心理与行为。 本文围绕书籍交互

方式的变化对儿童阅读的影响，开展了实验研究，
发现书籍交互方式对儿童情绪影响很大，对儿童

阅读时间和阅读偏好影响显著，并且具有一定的

性别差异。 围绕这些研究结果，具体分析如下。

５ １　 书籍交互方式对儿童情感的影响

分析
　 　 儿童图书馆服务主要涉及馆藏文献选择、服
务形式和服务内容。 学龄前儿童喜欢阅读色彩鲜

艳、美观的图片，喜欢听故事。 图书馆员是儿童图

书馆服务的要素之一，他们拥有对图书价值的鉴

赏力，通过与儿童的互动，帮助儿童建立阅读兴

趣，并赢得儿童的尊重和信赖。 如讲故事是一项

儿童图书馆服务，儿童通过倾听、理解、想象参与

其中，情绪随故事情节变化而发生改变。 然而，图
书馆服务所带来的正性情绪与书籍交互方式变

化所诱发的正性情绪差异很大，属于不同认知机

制诱发的正性情绪，书籍交互方式诱发的正性情

绪是在视觉认知、创造性思维、操作执行等认知过

程基础上，通过实现主观意图的满足感和内容与

形式完美结合的惊奇感而形成的。
本研究实验结果表明，愉悦的情感体验不仅

可以源于图书馆服务，还可以源于图书交互方式

的改变。 书籍交互方式是对图书馆服务的重要补

充。 触觉互动、嗅觉互动和折叠互动都能够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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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诱发正性情绪，原因如下：第一，学龄前儿童对

书籍形式的关注多于对内容的关注，当新的互动

形式与内容融合，能够激发儿童的阅读乐趣；第
二，当互动形式简单、易操作时，学龄前儿童在阅

读中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即可以按照自己的意

图与书籍进行互动，增加了儿童的参与感，从而

提升了他们的正性情绪。 图书馆员通过与儿童

互动提升情感体验，书籍交互方式则通过赋予儿

童控制力提升情感体验，因此，书籍交互方式是

对图书馆服务的重要补充。

５ ２　 书籍交互方式对儿童阅读兴趣、偏好

的影响分析
　 　 图书馆服务中，图书馆员和服务内容对儿童

阅读兴趣、信息能力培养至关重要［２３］ 。 然而，在

不同年龄阶段，培养儿童阅读兴趣的方式也应不

同，吸引学龄前儿童自发阅读是培养其阅读兴趣

的关键［２４］。 本研究通过阅读时间判断儿童的阅读

兴趣，时间越长，兴趣越大。 通过控制书籍交互方

式的变化，探索其对学龄前儿童阅读时间、评价和

偏好的影响。 行为是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本研

究结果表明，书籍交互方式能够极大地影响儿童

阅读时间的分布，掌握书籍交互方式对儿童阅读

的影响规律有助于更好地引导儿童阅读行为。
具体而言，学龄前儿童对书籍交互方式的评

分结果表明嗅觉互动最受欢迎，其次是折叠互动

和抽拉互动，但是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这 ３ 种互动

形式并没有显著差异，即受欢迎程度属于同一水

平。 嗅觉互动得分的均值较高，是因为这种互动

方式在书籍中很少见，儿童对其具有新奇感；折
叠互动与书籍内容呈现有关，折叠改变了书籍内

容，提升了材料的新颖性，这是其获得学龄前儿

童认可的主要原因；抽拉互动操作简易，内容和

形式配合较好，也获得了较高的评分。 相关性分

析结果发现，主观评分与阅读时间显著正相关（ ｒ
＝ ０ ７４， ｐ＝ ０ ０１２），即阅读时间越长，其对应的书

籍交互形式评分也越高。 与主观评分结果一致，
书籍交互方式排序中，嗅觉互动、折叠互动和抽

拉互动也获得了最多的认可。

综上，书籍交互方式对阅读兴趣、主观评分和

偏好影响显著，说明儿童图书交互设计对儿童阅

读兴趣、偏好存在影响，书籍交互方式可以用于引

导儿童阅读行为，合理设计、搭配书籍交互方式有

助于提高儿童阅读兴趣。

５ ３　 性别对阅读兴趣、偏好的影响分析

在图书阅读活动中，性别差异体现在对图书

的色彩、内容、形态等的选择上［２２］ 。 本研究发现，
儿童阅读兴趣的性别差异不显著，男生和女生在

同一种交互方式的书籍中所消耗的阅读时间没

有显著差异；但女性比男性更喜欢弹出互动和折

叠互动，而在其他互动形式中，男性和女性没有体

现出显著差别，即对书籍互动形式的评分和排序

情况都大致相似。 总体上，儿童阅读兴趣不受性

别影响，但弹出互动和折叠互动两种图书交互方

式的主观评分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孩更喜欢

这两种交互形式。
性别差异的存在，说明在引导、规范儿童阅读

行为时，应当区别对待。 在儿童图书交互设计时

应考虑性别因素。 此外，性别差异还体现在书籍

选择、阅读习惯等方面，因此，针对儿童性别差异

制定不同的阅读兴趣培养计划，对提升儿童阅读

积极性有重要意义。

５ ４　 儿童阅读引导建议

根据本研究的实验结论，对儿童阅读引导提

出以下建议：首先，书籍交互方式对儿童阅读兴趣、
主观评价、偏好及情感方面都有显著影响，其中知

觉互动、折叠互动和抽拉互动最受儿童喜爱，因此

在儿童图书出版时，应当结合书籍内容，适当增加

上述三种互动形式，提高儿童阅读兴趣和情绪体

验。 其次，儿童期待在阅读中获得愉悦的体验，图
书馆在选购书籍时，在内容优先的前提下，重点考

虑互动形式丰富的书籍，并适当提供导读服务，建
立图书馆员与儿童之间的互动机制。 再次，性别

因素应当在儿童阅读引导时慎重考虑，从书籍内

容、体裁选择、书籍交互方式选择等方面加以改善，
提升儿童阅读效果。 最后，知觉互动书籍的总体

评价优于行为互动书籍，儿童倾向于采用更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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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认知、了解世界，知觉互动书籍更易于儿童

阅读和理解，因此在儿童阅读引导时应适当考虑通

过知觉交互方式帮助儿童理解阅读的主题和内容。

５ ５　 研究局限

本研究采用罗素的环形情绪表对儿童的情

绪进行测量，但任何情绪都是叠加的，而非如情

绪理论①所阐述的那样是单维的。 用单一测量方

式反映情绪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在后续研究中

应采用更多的情绪测量方式，以增强研究的灵活

性和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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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财年美国公共图书馆调查报告》发布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５ 日，美国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署（ＩＭＬＳ）发布《２０１６ 财年美国公共图书馆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在 ２０１６ 财年：

•美国有 ９０５７ 个公共图书馆系统，共有 １７ ２２７ 个服务场馆，其中中心图书馆和分馆 １６ ５６８ 个，流
动图书馆 ６５９ 个；

•服务人口 ３ １１ 亿，占美国总人口的 ９６％，有 ７６ ５２％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人口少于 ２ ５ 万人；
•馆藏总量达 １４ ６ 亿册件，其中电子图书超过 ３ ９１ 亿册；人均藏书量 ４ ６９ 册件，较 ２００７ 年增长

３ １４ 册件；
•年到馆读者 １３ ５ 亿人次，人均到馆 ４ ３６ 次；年解答参考咨询 ２ ４６ 亿件，人均咨询 ０ ７９ 次；年文

献流通 ２ ２３ 亿册次，人均借阅图书 ７ １９ 册；
•全年举办活动 ５１８ 万场次，其中少儿活动 ２８５ 万场次；参加活动读者超过 １ １３ 亿人次，较 ２０１５

年增长 ６９８ 万人次；
•提供计算机终端 ２９ ４ 万台，年网站访问量 ２ ７６ 亿人次；
•全年获得公共投入超过 １２７ ５ 亿美元，人均 ４１ ０４ 美元；
•全年运营支出 １２０ ９ 亿美元，人均 ３８ ９１ 美元，较 ２００７ 年减少 １ １６ 美元；人均购书经费 ４ ３３ 美

元，较 ２００７ 年减少 ０ ９３ 美元；
•全职工作人员共 １４０ ０５４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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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阅读兴趣培养的影响研究［ Ｊ］ ．图书馆研

究与工作，２０１１（２）：６６－６９．

（侯冠华　 副教授　 宁波大学潘天寿建筑与艺术

学院， 王李莹　 讲师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

校， 徐　 冰　 中学高级教师　 宋庆龄幼儿园）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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