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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索数字时代少儿群体喜闻乐见的阅读方式，主动接受红色文化润泽的新形式，是当代媒体讲好红色故

事，传承红色精神的新课题。本文以少儿有声读物为研究对象，分析数字时代红色少儿有声读物的发展

背景和创作现状，并提出相应的传播策略，助力红色少儿有声读物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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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loring the reading methods favored by children in the digital age and actively accepting the 
new forms of red culture are a new topic for contemporary media to tell good red stories and in-
herit the red spirit. This paper takes children’s audiobook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and creation status of red children’s audiobooks in the digital era,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to help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red 
children’s audio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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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传统的纸质阅读已不能满足受众日益增长的丰富阅读方式需求，有声读物应

运而生。《辞海》中对有声读物的解释为：“录制在磁带中的出版物”，也就是大众理解的可发音的“电

子书”。业界学者对有声读物的定义有不同的看法，被引用最多的是美国有声读物协会对有声读物的定

义：“其中包含不低于 51%的文字内容，复制和包装成盒式磁带、高密度光盘或者单纯数字文件等形式

进行销售的任何录音产品”[1]。综合文献中的多种说法，笔者将有声读物界定为音频格式的书籍，人们

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实现在线听书。 
我国有声读物起步较晚，近年来发展迅速。目前，我国有声读物分类繁杂，受众广泛，圈层分化明

显。据《中国城市儿童阅读调查报告》显示，74.8%的儿童在 2 岁之前开始阅读，其中 65.7%的儿童喜欢

数字阅读和有声读物，少儿有声读物市场发展潜力巨大。除目前市场上已有的睡前童话故事、科普故事、

名著解读等内容类型外，红色文化有声读物仍是有待深掘的一个板块。探索数字时代少儿群体喜闻乐见

的信息接收方式，主动接受红色文化润泽的新形式，是当代媒体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的新课题。

本文以少儿有声读物为研究对象，分析数字时代红色少儿有声读物的发展背景和创作现状，并提出相应

的传播策略，助力红色少儿有声读物未来发展。 

2. 红色少儿有声读物的发展背景 

智能出版时代，儿童内容产业获得繁荣发展，在有声内容领域的增长表现尤为突出。儿童内容创作

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作品的审美观、价值观承担着帮助少年儿童认识世界、了解生命、感受文化的责任。

少儿有声读物的飞速发展，不仅是时代进步的选择，更是社会发展、技术更新的生动写照。 
1. 时代背景：利用红色文化资源，讲好中国故事 
面对红色文化，我们不只是保护好红色资源，更要合理运用红色资源，让红色资源在今时今日焕发

新的光芒。 
在有声读物市场火热的背景下，应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将革命先辈的故事以红色少儿有声读物的方

式传递给下一代，播撒爱国主义的种子。红色少儿有声读物在生动有趣的娱乐功能基础上，更能强化教

育功能，在读物内容的选取上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讲好党的故

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设计符合少儿认知特点的讲述方式，可以引导他们从小在心里树立红色

理想。创作红色少儿有声读物，延续红色血脉，借助“耳朵”传播让红色资源活起来，让红色精神火起

来，是时代的召唤。 
2. 社会背景：少儿阅读热情高涨，市场发展空间广阔 
第二十次全民阅读调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 0~17 周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 84.2%，人均

图书阅读量为 11.14 本。从阅读率来看，0~8 周岁为 73.5%，9~13 周岁为 99.2%，14~17 周岁为 90.4%。

从阅读量来看，14~17 周岁人均阅读量最大，为 13.15 本，0~8 周岁为 10.56 本，9~13 周岁为 10.32 本[2]。
调查显示的数据表明，未成年人阅读率、图书阅读率、阅读量三方面数据总体呈动态上升趋势，少儿有

声阅读市场潜力巨大。 
有声读物不仅可以将书本晦涩难懂的文字，通过人声讲述和演绎得更为生动有趣，还能融合歌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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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艺术形式，产生传统阅读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开发创作少儿有声读物是吸引少儿这一巨大的用户

群体，把握有声读物市场空间的必然选择。 
3. 技术背景：数字技术迭代更新，阅读有声化持续推进 
随着互联网与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有声读物市场蓬勃发展。根据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有声

读物市场发展态势分析与投资战略调研报告(2023~2030 年)》统计，2022 年中国有声读物用户达到了 4.2
亿，而中国的有声读物行业市场规模则达到了 93.7 亿元，仅次于美国[3]。 

近几年，随着用户阅读习惯的养成和多元化内容的拓展，中国有声书市场迎来井喷，用户数量和市

场规模双双翻了一倍。行业主要平台如喜马拉雅、蜻蜓 FM 和懒人听书等相继得到数轮高额融资，各大

资本纷纷针对 IP 内容和有声书平台，布局市场。作为有声书市场的主力军，喜马拉雅在 2022 年前三个

季度的全场景月活跃用户突破了 2.82 亿。国民逐渐养成“知识付费”的习惯，阅读率及付费意愿都有所

提高。5G 和 AI 的发展，将为有声书带来革新，拓宽听书场景，优化听书体验。 

3. 红色少儿有声读物的创作现状 

有声读物为用户提供了一种解放双眼的阅读模式，这种阅读模式深受家长和少儿的喜爱。近年来，

随着少儿有声读物市场活跃度的提高，作为讲好红色故事的另一种高效方式——红色少儿有声读物也在

市场崭露头角，虽已有了较大发展，但依然存在传播速度较慢、不成规模等不容忽视的问题。 
1. 体量很小，质量不齐 
经笔者在各大有声阅读平台以及部分公众号进行调查和分析，目前，红色少儿有声读物体量很小。

笔者在喜马拉雅 App 搜索关键词“红色少儿有声读物”，得到 165 条搜索结果，且与主题不完全一致，

与早教益智故事等大板块相比，体量悬殊。 
有声读物的文艺性质决定了其制作不仅是将书籍的文字内容进行有声转化，更需要专业编剧重新梳

理剧本，并结合配音配乐进行剪辑处理，才能完成高质量的二次创作。目前，有声读物市场吸引了大批

配音爱好者的加入，提高了行业活跃度。但由于团队水平难以保证，使得少儿有声读物，特别是红色有

声作品质量更是参差不齐。 
在内容方面，红色少儿有声读物主要集中于红色经典诵读作品，以纸质教材或书籍原文的有声转化

为主，专业化程度高、兼具故事趣味与教育阐释功能、符合少儿心理和阅读需求的有声读物较为匮乏。 
2. 内容单一，分级粗放 
当前，经典红色有声读物的创作以原版纸质文学作品有声化为主要创作来源。这样的创作方式虽然

降低成本，但对于少儿听众来说，犹如听读课文，折损了有声读物的传播价值。 
少儿分级化阅读的标准不够精细，未能真正满足少儿的普遍需求和个性需求。通过搜索发现，有声

平台主要形成了两个少儿有声读物阅读分级标准。一种是按照年龄进行分级，对阅读内容的主旨、难易

程度、讲解形式进行相应的区分，如喜马拉雅平台等就采用这种方式；另一种是按照就读年级进行分级，

将儿童的学习年龄与阅读的五个成长时段对应，分级更为细致，更能满足儿童需求，如 KaDa 故事就是

采用了这种分级标准。 
有声读物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如何在“耳朵经济”的大潮中迎头直上，是目前红色少儿有声读物垂

直领域建设需要思考的问题。红色少儿有声读物的传播，更需要在以上两种分级标准的基础上对应儿童

阅读需求，进行精准二次创作，调动少儿自主传播红色有声读物的积极性。 
3. 市场混乱，缺乏监管 
有声读物盈利方式较为单一，目前主要通过广告植入与开发周边产品这两种线上与线下联动结合的

方式来获取经济效益[4]。此外，一些创作者为了吸引流量，制作掺杂暴力内容的少儿有声读物，严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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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了有声读物的口碑及未来发展。因此，政府和行业协会应制定相关政策进一步规范和监督行业发展，

同时少儿有声读物的盈利模式也亟待更加多元，保障市场健康发展。 
与琳琅满目、点击率破万拥有较好传播效果的其他少儿有声读物相比，红色少儿有声读物搜索率低，

点击率转发量总体不高，尚未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并且还出现了部分乱编乱造、过于夸张的市场乱象，

严重影响红色少儿有声读物市场整体发展。 
由于红色少儿有声读物的受众皆为未成年儿童，尚未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所以读物的内容很大程度

上影响着他们的日常行为。为了避免出现少儿理解错误、盲目模仿的情况，红色少儿有声读物的创作应

该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加强对文本内容的筛查，创作出利于儿童理解，帮助儿童健康成长的作品。 

4. 红色少儿有声读物的传播策略 

如何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经典走进更多阅读者的视野是当下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通过对已有的

成功案例进行分析，提出以下几点红色少儿有声读物未来传播发展的具体策略。 
1. 提量提质，多平台联动，创新红色少儿有声读物传播形式 
从创作出发，提质提量，打造精品，是红色少儿有声读物提升传播效果的根本。针对红色少儿有声

读物的创作，最不容忽视的是其教育功能，并且要平衡好教育性与娱乐性，做到集内容与娱乐于一体，

讲述适合青少年接受和理解的红色故事。例如，可开设广播剧板块，通过人声、音乐、音效等塑造人物、

渲染氛围、讲述故事，为听众带来丰富的想象空间和审美感受，加强故事文本的记忆点。 
有声读物本质上是一种场景体验，根据上学路上、睡前、主题班会等不同的场景更新设计红色少儿

有声读物的内容和形式，可以作为创新突破的方向进行尝试。比如，电视剧《觉醒年代》就是以不同的

方式讲述真实历史，剧集热播的同时，喜马拉雅客户端根据手机用户的使用场景上线电视剧同款有声读

物，短时间内阅读量便过百万。不过电视剧文本的讲述方式是老少皆宜的，并不只针对儿童群体，但这

一做法为少儿有声读物市场提供了有价值的创作思路。可将热度 IP 文本进行儿童化、有声化的衍生，抓

住市场机会，增加用户保有量。还可结合现实生活需要，创作一些可以在主题班会等特定场景中应用的

英雄故事、历史事件、名人演讲等微广播剧，为少儿用户和教师群体提供教学素材。 
在内容上，创作者要结合少儿的成长需求进行文本再创作，进一步丰富收听体验，让儿童“声”临

其境。不断开发作品的教育功能，平衡好作品的教育性与娱乐性，这于创作者的专业文化素养是一个考

验。例如，主持人王凯开设的“凯叔讲故事”App 坚持结合儿童接受能力进行文本创作，在其根据《西

游记》创作的《凯叔西游记》中，不仅删减了原著中不利于儿童学习的暴力环节，还引用大量的成语和

古诗词，潜移默化地激发起少儿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红色有声少儿读物的创作也可借鉴这一模式，

遴选一批高质量专业人员进行创作，实现对红色经典的文本转化，从而提升少儿深层阅读经典的可能性。 
2. 细分需求，推广分级阅读，加强红色少儿有声读物受众黏性 
我国红色少儿有声读物的内容受众大体是学龄前儿童，而针对中小学未成年儿童的内容普遍较少，

呈现出内容普遍低龄化倾向。为此，红色少儿有声读物应针对儿童成长的不同年龄阶段与阅读需求打造

分级阅读，根据儿童的年龄信息与近期搜索词条，有针对性地推送相关读物，满足不同年龄段儿童独特

的阅读需求。 
如凯叔讲故事 App 就根据本身定位的 0~12 岁儿童将受众区分为 0~2 岁、3~6 岁、6 岁以上三个层次，

并根据儿童使用的不同场景分为休闲娱乐、教育学习和叫早哄睡等多种场景，增强了实用性，优化阅读

体验的同时，激发受众的深层阅读。相应地，我国红色少儿有声读物也可拓展现有的文本内容，扩大文

本覆盖的受众范围，将红色少儿有声读物服务渗透到红色教育的每个阶段，针对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

有针对性地提供种类丰富、各有侧重的有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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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少儿有声读物也可借助平台力量，增强受众黏性。为了培养儿童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有声

读物平台还应增加与儿童互动的功能，除了常规的点赞、评论和分享转发功能外，还可以开发录制功能，

鼓励儿童进行模仿跟读等二次创作，不仅能增加阅读的趣味性和互动性，也有利于激发儿童创造力[5]。
这样一来，儿童的在线创作与红色少儿有声读物的制作就演变为双向互动，引起红色少儿有声读物创作

者的注意，根据儿童的需求和取向及时改进作品，更好地助推红色少儿有声读物发展。 
3. 多平台联动，制定行业规范，拓宽红色少儿有声读物传播渠道 
首先，少儿有声读物出版公司可与幼儿园、小学合作，尤其要考虑农村地区，向其赞助一些少儿有

声读物，培养少儿的阅读习惯，从而进一步扩大少儿有声读物的目标市场[6]。保证红色少儿有声读物的

非盈利性质的同时，还能促进出版商与受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更好地根据儿童的实际需求改进工作。其

次，红色有声读物的二次创作容易出现同质化现象，为避免侵权乱象频出，需要制定统一的行业规范进

行制约，力求实现创作团队专业化的转变，提升行业自主性，调动创作者的创作热情。再者，在红色少

儿有声读物的传播渠道上，可采取多平台联动的方式。例如，可将有声读物 App 的宣传与“两微一抖”

等其他新媒体平台同步联动，设置话题，引发讨论度，设置语音评论环节，及时接受儿童和家长反馈，

邀请名人为红色少儿有声读物传播造势。 
此外，线上红色少儿有声读物的传播还应结合线下已有的红色资源，例如在红色博物馆的数字展厅

开展线下研学活动，主持人现场结合展厅文物讲述红色故事，加深场景感。还可与数字图书馆加强合作，

利用大数据技术实时对接儿童阅读需求，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定制红色有声读物分类板块，实现高效率

阅读。 

5. 结语 

红色文化是我国优秀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发展红色有声少儿读物，助力红色文化传播具有深刻

的教育意义。不论是红色少儿有声读物创作者个人，还是有声读物平台，都需为红色少儿有声读物的传

播谋篇布局，多方合作，一起发力，激发青少年学习红色文化的兴趣，扩大红色文化传播的覆盖面，为

红色文化的传播谋新篇、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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