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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publications relying on smart mobile 
terminals.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ldren's publications on smart mobile terminal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software industry of children's publications were pointed out,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ldren's publications on 
smart mobile terminals in recent years in China was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se products 
were analyzed an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ldren's publications on mobile terminals was put forward from the as-
pects of manifestations, contents and marketing strategies. Children's publications based on smart mobile terminals should 
learn from the content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children's publications and should be innovated in interactiv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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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移动终端是一个相对广泛的概念，它涵盖了

生活常用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一系列可便携的智

能移动设备，改变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使得传统

儿童教育事业也面临着一场冲击。随着中国日益增大

的早教市场以及家长对家庭教育的热衷，儿童出版物

行业也进行着一次前所未有的智能移动化探索与变

革。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蕴藏着一个巨大

体量的儿童教育市场，如何在避免产品低质同质化的

前提下，带动儿童出版物领域的智能化变革，成为当

前业界的难题[1]。同时，在当前移动端鱼龙混杂的市

场背景下，开发满足儿童需求，满足家长期望的优秀

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是当前智能移动终端出版物研

发的一项巨大挑战。 

1  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的现状及趋势 

移动网络运营服务的开放为下载、在线阅读和观

看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通道，以全数字虚拟形式出现的

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突破了传统纸质出版物的

局限，越来越被关注[2]。 

【高校设计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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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的现状 

基于智能移动终端的儿童出版物在近年来得到

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数据

显示，全球每天新增的网民中就有 17.5 万名为儿童

网民，平均每半秒钟就会新增一名使用智能移动终端

的儿童。报告同时指出，当前全球都面临着网龄的低

龄化趋势。传统的儿童出版物厂商开始顺势而为，依

托广阔的市场和基数庞大的儿童网民数量，逐渐涉足

这个未知的新兴领域，把儿童教育与移动互联网相结

合[3]。我国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市场还处于漫漫

长征路的摇篮阶段，缺乏专注于智能移动端儿童出版

物标志性、创新性的龙头企业。虽然在看似火爆的市

场上有数家大型企业开始涉足，但是他们专注于传统

儿童出版物，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只是他们顺应

时代发展潮流的扩充产品。因此，我国智能移动终端

儿童出版物市场还存在着发展不充分、缺少“领头羊”

等问题。 
目前，智能移动终端的儿童出版物盈利点还处于

摸索阶段，没有形成成熟的盈利模式。面对互联网带

来的便利，习惯了免费下载使用软件的中国消费者对

于收费软件的接受度较低。如果一味地免费，会对开

发成本带来较大的考验，阻碍了高质量的智能移动终

端儿童出版物的建设发展。如果不得不对投放广告等

盈利模式妥协，将影响终端消费者的使用感受。 
根据费洛伊德的理论，游戏堪称儿童的康庄大

道[4]，只要合理地使用此类 APP，不仅能锻炼孩子的

反应能力，还能激发孩子的潜力。通过对相关 APP
使用者的调查，超过 90%人认为，与儿童出版物相

关的 APP，如凯叔讲故事、贝瓦儿歌等很适合儿童

使用。 

1.2  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的发展前景 

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是将传统儿童出版物

拘泥于静态表现的方式动态化，通过现有的先进科技

技术，实现语音、图片、视频甚至交互等的功能[5]。

把原本单一、缺乏趣味的传统儿童出版物，转换成一

个依托智能移动终端的能说会唱的动态展现平台。 
移动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网络平台，它的特质决

定了它能够带给使用者全方位的体验和更加全面的

资源。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主人翁，可以发布自己的各

种各样的信息，正是如此的多样性，成就了智能移动

终端儿童出版物的多样性。儿童有着强大的好奇心，

更想去了解移动互联网展现给他们眼前的这个多姿

多彩的世界[6]。 
随着国家的繁荣昌盛，国民经济水平日益提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

中提及子女教育支出等专项附加扣除。由于政策上的

利好，开发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的企业，可以通

过自己所特有的营销策略，增加自己的营收，从而达

到教育与营收双赢的局面。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

的发展势如破竹，可能对传统儿童出版物的产品份额

产生冲击，从而迫使其逐渐减少，导致整体利润率的

下降。同时，近年来移动终端产品的准入门槛逐步降

低，吸引了一部分独立工作室或是独立业者进入这一

片“蓝海”，他们并没有如上的顾虑。相信伴随着科

技技术越来越先进、从业者理念越来越超前，在智能

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上，开发者一定会克服当前所存

在的问题，打破壁垒，突破瓶颈。智能移动终端的儿

童出版物市场也会越来越广阔，将会有更多的优秀智

能移动终端的儿童出版物展现出来。 

2  现有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的不足 

2017 年 7 月，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全国出版工

作会议上强调，儿童出版物含有格调低下、凶杀暴力、

恐怖残酷、封建迷信、荒诞离奇等内容，有的出版物

含有颠覆传统、混淆是非、崇尚金钱、追求享乐等内

容，还有的出版物存在“哈韩”“哈日”“哈美”之风，把

孩子当成“摇钱树”，简单模仿，粗制滥造，给儿童建

立了不可弥补的错误价值观。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智

能移动终端的儿童出版物迭代速度快，借助移动互联

网信息内容可快速复制、删除、更新内容的特质，由

此带来的问题也非常突出。过分追求用户数量、内容

数量、营收金额，导致内容过于随意，原创性不高，

甚至丧失儿童出版物本该属于它的精神和初衷。这些

迹象表明，部分从业者并非把儿童放在本位，一批没

有想象力的企业在复制、模仿，只是“单纯”地为儿童

做出版物。由于质量得不到保障，智能移动终端的儿

童出版物也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形成恶性循环。 

2.1  内容同质化 

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

众多大小型企业都想来分一杯羹，利益上的矛盾也就

日趋恶化。部分企业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版权等优

势，但不愿做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市场的“领头

羊”。还有一部分团队在当前的产业形势下，面临着

巨大的生存压力，不得不“抄、翻”同类产品，换汤不

换药。在传统儿童出版物中，童话故事类的图书层出

不穷，已经达到泛滥成灾的地步，有些出版商推出的

版本更是超过百种，这让读者无从选择。一昧地追求

利益，不从儿童受益角度出发，盲目跟风，抄袭模仿，

使得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的同质化严重，改编的

故事版本苍白无力，缺乏原有的艺术底蕴，造成了不

必要的资源、人力、财力的浪费[7]。 

2.2  内容参差不齐 

在中国，儿童教育拥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家

长愿意投资，市场准入门槛低，投入少。基于移动

智能终端的儿童出版物更是如此，只需要少量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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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室就可能打造一例“爆款”，赚取高额的利润。

随着资本行业人力与财力的不断涌入，智能移动终

端的儿童出版物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推陈出新，版本

更迭。但是也有一部分从业者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

效益，通过“编、凑”的手段，或是直译国外儿童教

育产品，或是将一部分成功产品简单改动，使得产

品在数量上取得“质”的飞跃。这些年来，儿童出版

物的品种急剧增加，更新快、制作周期短，质量不

断下降，难以得到保证。市场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

版物的内容参差不齐，涌现出一批内容低幼、无趣

的儿歌、童谣、故事等。 

3  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的发展研究 

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背景下，企业该如何鹤立

鸡群，脱颖而出，是一个值得关心和研究的话题。如

今随着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儿童出版物移动化是一

个必然趋势，传统儿童出版物压力越来越大。同时，

父母更希望儿童通过富有科技性和便捷性的方法获

取知识和快乐。儿童出版物移动化迫在眉睫，不少企

业已经加入这个行列，笔者从以下 5 个角度出发，探

究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发展

趋势。 

3.1  视觉传达在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中的作用 

视觉传达是一种通过视觉语言进行表达传播的

方式，人们用眼睛“看”的形式进行交流。儿童有较为

敏锐的双眼，他们对新鲜的、鲜艳的事物以及整个世

界抱有很大的好奇心。传统的儿童出版物，大部分都

是色彩斑斓的图片，这些图片能够很好地抓住儿童的

眼球，故事书中的形象会牢牢印在儿童脑海里。相较

于传统儿童出版物，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有着无

与伦比的优势；利用语音、成像、互动技术，设计

者可以将视觉传达的视觉语言升级为感觉、语音甚

至动作 [8]。儿童集中注意力观察事物的时间通常约

20 min，丰富的色彩、图形导向界面会增加儿童视觉

上的注意力。根据儿童的视觉喜好、思维逻辑，个性 
 

化定制符合儿童审美的导向界面风格，不仅可以减轻

儿童思维上的负担，而且可以有效地提高儿童在操

作、识别上的便捷度和准确度。因此，在界面交互视

觉上，要融入更加贴合儿童“审美”的颜色、图案、形

象等，一些细微处的用心改变，可以使产品充溢着更

多的人文关怀。 

3.2  儿童出版物在智能移动终端开发上的创新 

在儿童出版物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图书、磁带、

光盘、点读机等载体形式。如今，这部分载体所占据

的市场份额正在逐渐降低。这是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出

现，使得移动终端类产品的更新换代或者在线升级变

得越发简单，基于智能移动终端的儿童出版物的音视

频软件能够在产品周期内不断升级，降低了消费者的

额外成本，同时智能终端载体的兼容性使得消费者能

够方便地替换同类产品，这是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

物的优势也是劣势[9]。一方面消费者能够方便地获取

大量的同质化产品，但另一方面消费者对该类产品的

黏性不足。因此，开发者应该抓住行业热点或结合时

政推出紧跟社会发展的产品；同时，增加定制化元素，

增强消费者的使用黏性。 
内容上，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不可避免地产

生同质化的问题，其原因是能够为儿童所耳熟能详、

津津乐道的经典童话故事屈指可数。由于当前市场抄

袭成风，从业者不愿意花费高价获取原创剧本，造成

市场的整体水平下降。在这种囚徒困境下，对于从业

者唯一的出路在于抓住细节，从用户出发，用同样的

故事情节，给用户带来不同的视听感受。移动互联网

给予智能移动终端附加值，智能移动终端给予儿童出

版物附加值，环环相扣，顺势而为，更多地去挖掘儿

童出版物在智能移动终端的潜在价值。如此，才能够

在这片“蓝海”中脱颖而出。 
教育对童年期儿童感知觉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10]，

因材施教是现代智慧教育的内涵，对不同的儿童实

施不同的教育方法，使得儿童热爱学习，乐在其中。

由 Starfall 开发的一系列 APP 脱颖而出，见图 1，旨 

 

 
 

图 1  Starfall 开发的系列 APP 
Fig.1 Series of apps developed by Star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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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让孩子们玩得开心，快乐阅读。在如此巨大的信息

箩筐里，要用最适合的“筛子”，筛选出不同的教育

资源，培养合适的儿童。如今的课堂教学已不能满足

全部，有了移动互联网，有了智能移动设备，个性化

就是这项技术的特征之一，儿童在家就可以学到自己

兴趣范围的知识。实现智慧教育，还需要开发者在智

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的开发上，拥有创新的思维方

式及技术支持，才能诠释教育的真正意义。 
由于当前该类产品的盈利模式尚不明晰，所以从

业者目前对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持谨慎态度，开发者

倾向于将大部分时间与精力花费在人机交互以及表

现形式上，但这部分设计可能并不适应儿童的行为特

点，同时一部分跨界的开发团队选定的产品内容可能

并不真正适合儿童。一个好的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

物，应该真正了解儿童阶段所要掌握的知识。在开发

团队中，应该加入一些具有儿童教育相关背景的开发

人员，以保证内容上与儿童行为、特性上的贴合，确保

产品在设计能够适合儿童的前提下，提升产品内核。 

3.3  与传统儿童出版社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书籍电子化。

传统出版物的儿童出版社掌握着行业的出版版权，智

能移动终端开发者想要从传统行业争取到更多内容

以谋求发展，专利与版权问题是一条无法逾越的鸿

沟。开发者应该与传统的出版社达成相关的合作共

识，这样才能借助传统出版物的丰富内容，打造品类

丰富，内容充实的新型儿童出版物。传统儿童出版物

与智能移动终端的儿童出版物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应

当产生一种跨界合作关系，跨界合作能够磨合两者，

互通互融，跨界发展的格局一旦打开，儿童出版物的

产业环境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传统儿童出

版集团可以通过消化、整合集团内部的资源，统一部

署、渠道分发等实现集团内部资源的共享，为研发智

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提供便捷的软件基础，从而能

够有效地降低运行成本、节约时间和人力资源。在集

团化聚合后，实现移动互联网全平台分发，利用智能

移动终端充分展现其多元化、个性化。 

3.4 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的营销策略 

3.4.1  核心竞争力的表达 

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内

容质量。内容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儿童的学习兴趣

和学习效果。所以，家长选择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

物的评判标准就是“出版物的内容质量是否高”。在推

出新品类的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时，从业者除了

应尽力提升内容充实度外，还应该充分考虑本产品的

优势，并将之呈现给终端消费者。如针对儿童智力开

发的软件，可以以卡通讲知识、益智游戏、童话故事、

科普教育等等多维度作为卖点，打造拥有个性化定制

的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产品。国外一款备受欢迎

的教学产品 Kids A-Z，见图 2，更加注重互动式和游

戏型教学，以保证孩子们能够积极地参与和阅读。 
 

 
 

图 2  Kids A-Z 移动应用程序 
Fig.2 Kids A-Z mobile app 

 
3.4.2  渠道传播与推广 

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各样的信息传播平台

在互联网上不断涌现，从业者可以利用平台粉丝效

应，在正式发布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前，先在平

台上进行少量投放，粉丝中有适龄儿童父母的，组成

体验小组，进而从中了解产品的优缺点[11]。通过优先

体验的方式，既可以及时发现不足，以扬长避短、弥

补缺点，又能形成一种独有的竞争砝码。一个用户一

种定制，强化个性化服务体验。立足消费者需求，正

确利用移动互联网里各种各样的推广工具，与消费者

对话，掌握消费者心理及消费习惯，实现所制定的消

费目标。 

3.5  促进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的健康发展 

目前，智能移动终端上的儿童出版物正在蓬勃发

展，但同时也存在许多令人担忧的情况，如出版物的

同质化严重，质量令人担忧等。这些问题相互关联、

相互影响。儿童的健康成长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前

途息息相关[12]。目前为止，针对智能移动终端的儿童

教育出版物尚没有完善的法律条文规定，市场仍然处

于较为混乱的状态。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在儿童

成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儿童提供更好、更优秀的

儿童智能移动终端出版物，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为儿童创造良好的阅读环境，离不开国家对智能移动

终端儿童出版物的大力支持与监督。 

4  结语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变革，促使智能移动终端的儿

童出版物产品飞速发展，但是这类产品目前还存在着

低质同质化、创新性不足、版权不明晰等缺点。对于

儿童出版物的企业家来说，在进行产品设计时，需要

结合移动端的特点，充分考虑到产品的人文关怀，通

过贴合儿童的使用习惯以及定制化等方法增强用户

黏性，更加关注内容研发团队而不是技术研发团队，



262 包 装 工 程 2019 年 2 月 

 

并且重视版权观念以及营销渠道的表达，给儿童带来

一款优质的智能移动终端儿童出版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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