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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1

据《2020 京东童书消费报告》数据披露，由于疫情

影响，数以亿计的家庭留在家里，人们利用这段时间来

教育孩子，培养阅读习惯；非应试型图书如科普、绘本

及漫画等“兴趣类”书籍继续受到家长，尤其是高线、

高学历家长的重视。在此背景下，在对孩子的教育方面，

不同学历的家长呈现出较大差异。

对尚在成长中的儿童来说，阅读是开拓眼界、培养

思维方式的重要渠道。但目前，部分童书存在恐怖、暴

力、血腥等问题，良莠不齐的图书内容更能使儿童产生

暴力、性别歧视、品味粗俗等倾向，种种问题给家长选

购儿童图书造成了一定的困惑。

家长在媒介和儿童之间，充当着保护伞和守门者的

角色。父母对儿童图书的选择，会对儿童的成长产生直

接影响。儿童自主选择意识相对较弱，在选择儿童图书

时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家长如何科学地选择儿童图书、

引导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家长选择儿童图

书主要是出于对子女的教育期望，除此以外，也会受到

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影响因素（如经济、职业、地

域等）的影响下，家长在选择童书时，是否存在第三人

效果？第三人效果的产生又会受哪些因素影响？本研究

试图分析导致儿童图书选择的主体——家长在选择儿童

图书时存在差异性的影响因素。

1983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 W.P. 戴维森在《民意

季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传播中的第三人效

果》。原文对这一理论的概念界定是：受众倾向于高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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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传播的信息对自己以外的其他人的影响。即当人们接

受大众传播所传递的信息时，不管这个信息在意图上有

没有劝说性，人们都会倾向于认为此信息对他人的影响

力大于对自己的影响力。

在儿童图书选择这一过程中，作为选择主体的家长，

认为儿童图书所存在的负面信息对儿童的影响要大于对

自己的影响。在这一认知层面上，可能产生的后续行为

是家长在购买儿童图书会进行一定的选择。家长在进行

儿童图书选择时，受第三人效果认知的影响，不同群体

的家长在选择儿童图书时，存在一定的偏差。

本文旨在探讨家长选择儿童读物是否存在第三人效

果认知。如果存在第三人效果认知，第三人效果认知与

哪些因素相关，因此提出以下问题与假设：

问题 1：家长的儿童图书选择行为是否存在第三人

效果？

问题 2：第三人效果与人口变量是否存在显著关

系？

假设：

假设 1：受访者（家长）倾向于认为儿童图书的负

面信息对于自己的影响小但对子女影响大。

假设 2：性别与第三人效果认知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3：年龄与第三人效果认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4：地域与第三人效果认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 5：家庭收入与第三人效果认知之间存在负相

关关系

假设 6：教育程度与第三人效果认知之间存在正相

关关系

假设 7：传播媒介的可信度与第三人效果认知之间

存在正相关关系

儿童图书选择第三人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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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庞大的儿童图书市场，家长在为孩子选择儿童图书时却常常犯难。家长在选择儿童图书时，他们都会

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基于第三人效果理论，主要采用问卷法和访谈法。通过发放《家长对儿童图书负面影

响与选择儿童图书行为》问卷，了解家长选择儿童图书的现实情况。研究发现，家长在进行儿童图书选择时存在第

三人效果，第三人效果存在的显著性与人口变量、传播媒介的可信度相关，家长的认知偏差导致家长在选择儿童图

书上存在一些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本研究提出相应地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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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现状

我 国 现 代 童 书 的 真 正 起 源 在“五 四 ” 时 期。 在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童书被视为时代新

生力量塑造的希望，得到重视，以求塑造“新国民”。

但儿童心理与生理上不成熟，独立选择性相对较弱，在

多数时候，家长充当了选择、决定购买图书决策者这样

一个角色，所以研究者把研究目光放在了家长这一群体

上。

陆莹（2011）在《成都市 3-6 岁幼儿家长选择儿童

读物现状及对策研究》中，展现 3~6 岁幼儿家长选择儿

童读物的总体状况，并籍此探讨幼儿家长的儿童观和教

育观。杨秀玲（2012）在《幼儿家长选择儿童读物的建

议》一文中提出，选择儿童图书需要结合孩子的年龄、

性格、心理等特点，关注童书质量，挑选出适合儿童阅

读的优质图书。赵淑华（2015）在《关于幼儿读物接受

的调查研究》中明确指出，在幼儿是否需要读书问题上，

当今家长整体认为有必要。李江红和周鸿（2019）在

《3-6 岁儿童读物的选择与指导策略》中指出为 3-6 岁儿

童选择图书要充分考虑儿童的年龄，基于幼儿的兴趣来

选择图书。在选择图书时，要注重质量，可以适当的询

问教师与图书销售人员，寻求专业人员的意见。

在第三人研究方面，由于网络普及，使第三人效果

的研究打开了新视野。在互联网时代，跨文化现象越来

越多，第三人效果研究情境发生变化。跨文化研究包含

跨国家、跨地域、跨学科等方面。国内的研究对象主要

包括：不同主题的实证研究（非典，农民工形象，网络

暴力，代购等）；影响“第三人效果”强度的因素。进

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研究主题有了进一步拓展；互联网

色情内容，负面信息，网络游戏，社交媒体等主题都被

纳入研究范围。综上，在新媒体环境下，第三人效果的

研究方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调节变量在网络环境

中所产生的影响作用的变化为主要研究目标，方向二是

以个人网络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如人肉搜索），验证网络

行为与第三人效果之间的关系。国外相关研究的研究对

象包括：社会生产生活不同主题，如网络负面信息，选

举信息，负面信息等。在互联网时代下，研究对象主要

集中在网络传播这一领域，如网络欺凌、网络虚假新闻、

网络色情传播等，对于其他领域主题的研究，则相对较

少。

三、研究结果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比较

法等方法。其中，调查区域主要是合肥地区。在合肥地

区之内再化分为三个层次，合肥市区、合肥市下辖的县

和县下辖的镇来进行调查。

调查对象为合肥市区、合肥市下辖的县和县下辖的

镇的家长。其中儿童的年龄限定在 0-14 岁。发放问卷

400 份，有效问卷 351 份。

1. 第三人效果假设的验证

为了验证家长选择儿童图书负面信息的第三人效果

认知是否存在，本研究将“家长认为儿童图书的负面信

息对自己的影响”和“家长认为儿童图书负面信息对子

女的影响”进行配对样本 T 检定。

家长对儿童图书负面信息的认知与影响的检验显示，

检验的双尾显著性概率为 0.00，小于 0.01，即家长认为

儿童图书的负面信息的影响对于子女的影响与对自己的

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表1　第三人效果的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

均值 N 标准差
均值的

标准误差

对 1　您认为儿童图书对

　 　 您自己的负面影响
3.21 351 1.234 0.066

　　  您认为儿童图书对

　　  您子女的负面影响
2.62 351 1.226 0.065

均值 标准差 t df
Sig.

（双侧）

您 认 为 儿 童 图 书 对

您自己的负面影响 -

您 认 为 儿 童 图 书 对

您子女的负面影响

0.590 1.557 7.094 350 0.000

根据以上数据分析，家长会倾向于认为儿童图书负

面信息对自己的影响小，对其子女的影响大。这就意味

着，第三人效果认知假设被证实了。假设 1 成立。具体

认知题项如表 2。

表2　 第三人效果描述性统计

样本量
平均值

（儿童）

平均值

（家长）
差值

三观树立不正确 351 2.72 1.43 1.29

行为暴力 351 2.62 1.27 1.35

性别歧视 351 2.67 1.22 1.45

不良情绪 351 2.84 1.06 1.78

模仿书中不良行为 351 2.79 1.15 1.64

增加性别刻板印象 351 2.95 1.58 1.37

2. 第三人认知影响因素相关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衡量两个变量因素的相关密切程度。

在相关性分析中能够得到 person 这个皮尔逊相关系数 r。

在相关分析中，r 相关系数的取值范围为 -1-1，其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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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的绝对值越大，说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越大。

当 r 为正数时，说明两个变量朝同一方向变化，两者为正

相关；当 r 值为负数时，说明两个变量朝相反方向变化，

两者为负相关；当 r 绝对值为 0.1-0.3，两者呈低等相关

关系；当 r 绝对值为 0.3-0.5，两者呈中等相关关系；r 绝

对值为 0.5-1.0，两者之间呈显著相关关系。

在此次研究中，我们将人口变量分为性别、年龄、

地域、家庭收入、教育程度五类，分别进行相关分析。

分析结果如表 3。

表3 　人口变量与第三人效果分析

第三人效果

您的性别

Pearson 相关性 0.134**

显著性（双侧） 0.005

N 351

您的年龄

Pearson 相关性 0.389*

显著性（双侧） 0.000

N 351

您所居住在的城市

Pearson 相关性 0.251**

显著性（双侧） 0.004

N 351

您的家庭年收入是

（按照中国贫富标准

线划分）

Pearson 相关性 -0.157**

显著性（双侧） 0.005

N 351

您受教育程度

Pearson 相关性 0.448**

显著性（双侧） 0.000

N 351

从表 3 中看出，性别、年龄、地域、家庭收入、家

长教育程度与第三人效果认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3. 传播媒介的可信度与第三人效果认知

在此次研究中，将媒介根据可信度进行排列：老师

通知 > 图书网站排行榜 > 微信公众号推送 > 微博推送 > 抖

音关注 > 家长或朋友聊天得知 > 实体店店员宣传。根据检

验结果得知，传播媒介的可信度与第三人效果检验的显

著性概率为 0.00，小于 0.05，说明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

关系。r 相关系数为 0.357，说明两者存在中度正相关关

系，即当传播媒介越权威，其产生的第三人效果认知越

强。见表 5-9。

综上可知，当传播媒介的可信度越强，第三人效果

认知越明显。因此，本研究假设 3 成立。

表 4 　传播媒介的可信度与第三人效果的相关分析

第三人效果

您一般认可下列哪个渠

道给您推送的信息，购

买的可能性比较大

Pearson 相关性 0.357**

显著性（双侧） 0.000

N 351

四、分析与讨论

1. 当前家长选择儿童图书时存在的问题

家长阅读理念不正确。通过访谈部分家长，可以看

出部分家长的阅读理念不正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

面。一是部分家长没有阅读参与的观念，认为儿童阅读

是儿童自己的事情，儿童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不看，

不需要家长去过多地干涉。 另一个不正确的理念是，部

分家长的阅读理念偏重于说教，单纯的希望通过图书能

培养出一个“听话”的孩子，希望图书为孩子千奇百怪

的问题提供一个标准的“答案”，且阅读儿童读物就是为

了在学校的考试成绩所服务。

家长与儿童阅读期望不同。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发

现，家长选择儿童图书的种类与儿童实际的期望存在一

定差距。根据调查数据分析得知，家长选择图书种类中，

排前三的是故事书、少儿英语、科普 / 百科，分别占比

51%、46%、44%。其次是辅导书、工具书和图画书。在

儿童期望购买图书种类排行表中，儿童期望购买图书种

类排行前三为科普 / 百科、绘画 / 图画书、中国儿童文学，

占比分别为 46%、42%、35%，其次为益智游戏、外国儿

童文学、幼儿启蒙。从排行榜对比来看，排行前三的图

书种类中，只有科普 / 百科这类图书同时受到家长和孩子

的喜欢，这与科普 / 百科这一类图书知识性与趣味性兼具

的特点分不开。

过度依赖老师和网络平台推荐。由于儿童心智不成

熟，无法科学的自主选择图书，这就要求作为儿童监护

人的家长担负起选择儿童读物的责任。但是由于家长的

时间、学历、年龄等原因，部分家长在选择或购买的儿

童图书时无法做足前期功课，这就造成大部分家长选择

相信老师推荐和网络平台。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家长在

选择儿童图书的过程中，会对老师与互联网网络平台的

推荐过分依赖，过度相信。 部分家长表示，学校老师通

知购买的图书肯定会买，一是因为老师通知购买的图书

大多是与学习相关的图书，这有帮助与孩子提高学习成

绩，二是因为老师是教育工作者，能够科学地了解儿童

需求，能更好地帮助孩子成长。这些想法，让家长对于

老师通知需要购买的图书，造成了依赖与过分相信。 

2. 家长选择儿童读物的相关建议

树立正确的阅读理念。在注重亲子互动阅读的同时，

家长要意识到选择童书的过程，同样也是家长不断学习

的过程。家长在挑选图书的过程中，应该抛弃希望孩子

成长为一个“听话”的孩子的观点。童书的目的是开发

儿童的纯真、童趣、天性，扩宽视野，而不是为了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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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的儿童。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树立正确

的阅读理念，正确的引导儿童。

树立合理的阅读期望。家长在儿童的阅读导引过程

中，以短期性的功利性阅读为主导，过于强调从阅读中

获得某种现实可用的技能或知识。这种唯实用化的阅读

行为，并不能提升孩子的人文素养，真正的引导儿童的

阅读兴趣，形成阅读习惯。只有适度的进行阅读积累和

阅读广度，提高儿童的理解能力、思维的活跃度、创作

的热情度，才能为后期儿童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家

长需要改变功利性阅读的主导思想，将长期性的综合

素养阅读与短期的功利性阅读相结合，适度的引导儿童

科学的阅读，提升儿童的思维品质，提高儿童的精神素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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