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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为 亲 子 消 费科 技 为 亲 子 消 费““ 点 睛点 睛 ””

儿 童 阅 读 更 智 慧
本报记者 姜天骄

亲子消费定位已从亲子消费定位已从““服务于儿童服务于儿童””转向转向““服务于家庭服务于家庭”。”。消费者更加愿意选择消费者更加愿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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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学 爱 上 博 物 馆
本报记者 张 雪

亲 子 共 享 有 门 道
本报记者 敖 蓉

临近“六一”，亲子消费又成为商家关注的

热点。消费热点轮番流行，但亲子消费在家庭

开销中始终有可观的占比。曾有调查结果显

示，我国约 80%的家庭儿童支出占家庭支出的

30%至 50%，整体市场规模突破 4.5 万亿元。不

容忽视的是，“科技感”已经成为亲子消费中一

大亮眼元素。

科技元素融入亲子消费，有利于少年儿童

的健康成长。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

望。把营养科学、儿童医学等学科最新成果融

入儿童食品、儿童衣物、儿童玩具等传统消费

品中，可以护航孩子的身体健康，让孩子吃穿

住行玩都更健康和安全；将航空航天等科学知

识和反诈防骗等科普知识融入旅游、教育、角

色扮演等活动中，培养孩子的“见识”以及“视

野”，可以护航孩子的心理健康，让孩子们有更

健全的心智、更远大的理想。

科技元素融入亲子消费，有助于衔接年轻

父母的新型育儿理念。当前，0 岁至 14 岁孩子

的父母以“80 后”“90 后”的年轻群体为主。这

些年轻父母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更高，科学育儿

理念深入人心。育儿观念的新变化，带动新需

求。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讲究科学育儿，

育儿投入的重心逐渐从吃、穿等日常生活领域

转向教育、娱乐等。节假日带孩子逛科技馆、博

物馆，与孩子一起玩职业角色扮演、闯关探险，

购买机器人等带有较强科技属性的智能玩具，

成为许多年轻父母的消费偏好。面对这样的市

场变化，商家开始推出更多 IP 化、场景化、科技

化、主题化的亲子产品，也开始在儿童乐园等传

统消费场景中融入更多 AR、VR 等科技元素，

让年轻父母们更乐于在孩子身上投资，完成亲

子消费的升级。

科技元素融入亲子消费，还可以满足年轻

父母自身的消费需求。进入新时代，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新一代父母的消费观也变

了。老一辈父母从自己身上省钱给孩子花的

做法现在已经很少见，“陪娃一起花钱”取代了

“看着娃花钱”，从“以孩子为中心”向“亲子高

质量陪伴”转变。一些儿童乐园里，除了给孩

子 们 准 备 的 玩 具 和 餐 饮 ，还 提

供了给成年人使用

的 懒 人 沙 发 、电 子

游戏和丰富多彩的餐品

种类，其定位早已从“服

务于儿童”转向“服务于

家庭”。在这样的转变

中 ，消 费 需 求 不 断 从 物

质层面延伸到精神层面，

消费者更加愿意选择重体

验、个性化、品质化和沉浸

式的亲子服务，这也成为科

技 元 素 大 展 身 手 的 创 新

方向。

伴随着新生代育儿理念迭

代和消费升级，亲子市场尚有

巨大能量待释放。科技进步和

生活方式的变革，为亲子消费带

来新挑战，也带来新机遇。

□□ 佘惠敏佘惠敏

如今，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早期阅读兴

趣的培养，未成年人阅读量和阅读时长均有

所增加。第二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

示，0 岁至 17 岁未成年人阅读能力平稳提升，

阅读率和阅读量均较往年有所增长。2022

年，这一人群的图书阅读率为 84.2%，较 2021

年提高了 0.3 个百分点；人均图书阅读量为

11.14 本，比 2021 年增加了 0.21 本。庞大需求

催生童书市场不断扩容。

随着互联网技术进步、网络普及率不断

提升，我国儿童数字阅读低龄化特征显著。

《2020 年中国儿童数字阅读报告》显示，互联

网阅读成为未成年人普遍的阅读方式。相关

APP 活跃度近两年增幅明显。家长为儿童数

字阅读买单的意愿也普遍增强。纸质图书的

阅读和数字化阅读的融合已经成为儿童阅读

必须关注的发展方向。

在市场需求下，专业儿童数字阅读平台

涌现出很多爆款。用相关技术手段将线下儿

童读物转化到线上，实现动画式、有声、可互

动的阅读体验，增加阅读趣味性，受到儿童和

家长欢迎。从内容形态来看，儿童数字阅读

内容多元，形式丰富，其中视听结合的有声绘

本更受孩子欢迎，阅读总量高。从内容服务

来看，大数据技术在儿童数字阅读产品中广

泛应用，智能推荐内容更吸引孩子。

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儿童

教育领域一项重要技术，尤其是在儿童阅读

领域应用前景广阔。业内人士指出，未来的

儿童阅读，孩子不仅可以通过想象将自己带

入故事从而获得间接的阅读体验，还可以像

玩电子游戏那样，通过角色扮演置身故事之

中，获得直接的参与体验。

在国家版本数据中心副主任王志庚看

来，未来的儿童绘本可能会内置一个芯片，通

过另外的智能终端，如手机、电视、投影、眼

镜、头盔等设备，连接云端的各种资源和服

务。“事实上，现在有些绘本已经具备了这样

的功能，比如百年百部中国儿童图画书经典

书系，目前只有智能手机能够获取云上的音

视频内容，但支持这种技术的其他设备将越

来越多。而且，云端将区分来访者和来访设

备适配推送合适的内容。”王志庚说。

王志庚认为，面向未来，在儿童阅读服务

领域，需要建立一个基于 AI 的阅读服务云平

台，通过对儿童知识、阅读对象、阅读行为、阅

读社交等数据的记录、获取和分析利用，为每

一个孩子提供“因童而异”的阅读服务策略和

成长路径。

在人工智能时代，除了碎片化阅读，更强

调深度阅读。为应对小读者的数字阅读需

求，全国许多公共图书馆都做出了有益尝

试。首都图书馆馆长毛雅君认为，未来的公

共图书馆要在引起兴趣、促进阅读、核心素

养、友好安全、家长认同这 5 个维度上努力。

在促进阅读方面，智慧图书馆的儿童服务要

有别于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剧院，应以智

慧化手段揭示和展现特色文献资源，从而推

动全民阅读。

“在人工智能时代，尤其要注意帮助孩子

克服碎片化阅读的倾向。”毛雅君说。现在，

整个社会弥漫着浅阅读、碎片化阅读的气氛，

自由选择、慢阅读和深入阅读的权利被剥夺，

这对亲子阅读、亲子关系构成了挑战。家长

要有训练意识，从亲子共读开始，逐渐过渡到

孩子自主选择优秀的国内外作品，自主阅

读。通过这样的训练，亲子阅读的质量会内

化为未来孩子的学习习惯。图书馆拥有大量

的儿童阅读数据样本，未来可以通过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每位儿童提供个

性化阅读建议，探索建立针对不同年龄层儿

童的精准化、智能化分级阅读指导。

在国家博物馆西大厅，“逐梦寰宇问苍穹——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十年成就展”上，空间站组合

体模型、各型运载火箭模型、火箭发动机，以及航

天服、空间站环控生保设备等悉数亮相。这些珍

贵的展品吸引了大量参观者，其中不乏小朋友的

身影。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丁一楠正带着女儿观

展。“每个月带孩子到博物馆参观已经是我们家的

一个固定节目，虽然她还小，对很多展览内容一知

半解，但我相信参观博物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

子。”她说。

每逢节假日和寒暑假，各大知名博物馆的门

票总是特别抢手。不久前的“五一”假期，国家博

物馆、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等都是一票难求。据国家文物局不

完全统计，全国 6000 多家博物馆“五一”假期接待

游客超 5000 万人次，达历史同期最高水平，一级

馆均达到游客接待上限。美团、大众点评数据显

示，近一个月，“博物馆”相关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

长近 300%，攻略笔记数量增长 340%。

在博物馆参观人群中，亲子群体成为不可忽

视的力量，博物馆正在成为亲子游、研学游的重要

平台。去哪儿旅行网大数据显示，今年文博类相

关景区门票销量比 2019 年同期增长了 3 倍，3 月

至今研学游产品销量增长 3.2 倍。“往年研学游预

订高峰都是在‘六一’之后，今年相对提前了许多，

很多家长从 3 月就开始为孩子规划咨询研学产

品。”去哪儿旅行网度假产品相关负责人杨光会介

绍，平台上的研学类产品中博物馆深度游、故宫研

学游、科技馆探秘等最受欢迎。

博物馆是一座宝藏，一件件藏品或沉淀着人

们所经历的一段段过往，或展示着科学、艺术曾达

到的一座座高峰，到博物馆能了解历史、增长见

识、开阔眼界。新一代家长们自身文化素质的提

高以及对孩子教育的重视，让他们更加重视培养

孩子对博物馆的兴趣。从另一个层面看，近年来，

我国博物馆数量的增长、展览质量的提升和免费

开放政策的推行，为家长和孩子走进博物馆提供

了更多便利和更加丰富的选择。国家文物局数据

显示，2022 年我国新增备案博物馆 382 家，全国博

物馆总数达 6565 家，排名全球前列；全年举办线

下展览 3.4 万个、教育活动近 23 万场，推出线上展

览近万个、教育活动 4 万余场，网络浏览量近 10 亿

人次，新媒体浏览量超过 100 亿人次。文化和旅

游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信宏业认为，博物馆热潮既

源于文化消费的需求牵引，也源于行业主体不断

创新的供给驱动，充分体现了观众与文博场馆之

间的双向奔赴。

眼下，博物馆正在努力满足小观众的新期待，

主动拉近和孩子们之间的距离。除了实物展览，

不少博物馆尝试推出实景互动产品、剧本杀等活

动，把参观方式从单向输出变为多元沉浸。一些

博物馆开展形式多元的体验活动，如国家博物馆

利用暑期开展夏令营，邀请小朋友置身文物海

洋，探秘传统文化，研习讲解技能；陕西历史博物

馆结合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开设特

色主题课程⋯⋯

参观博物馆，顺手“把文物带回家”，博物馆推

出的文创产品也深受小朋友喜爱。“现在的博物馆文

创设计都很精美，我家小朋友最喜欢文具、毛绒玩具

类的产品，花不了多少钱把一份文化记忆带回去很

有意义。”丁一楠说。从数据看，博物馆文创产品销

售屡创新高。四川省文物局、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发

布的报告显示，去年四川全省博物馆文创收入达

9400 余万元，其中，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年度文创总

收入达3300万元，蝉联第一。广东全省博物馆去年

开发文创产品3250款，比上年增长41%。

前几天，刚从上海旅游回来的北京朝阳区居

民卢阳在微信朋友圈热情推荐，“带娃到迪士尼，

租一辆露营车是刚需”。她说：“我本来认为去迪

士尼，固定支出无外乎门票、玩具、餐饮等，幸亏事

先做了出行攻略，在线上平台花了 100 多元租了

露营车，没想到成了遛娃的最大助力。逛乐园一

天 2 万到 3 万步的行程，孩子可坚持不住。其实乐

园内外都有租童车的地方，非常方便。”

很多家长都与卢阳有相同的感受。如果说，过

去的亲子消费主要集中在面向儿童生活、教育用品

上，那么现在的亲子消费从不同消费场景出发，从方

方面面兼顾家长与孩子的共同需要，用共享生活的

方式创新着消费行为，衍生出方方面面新业态、新产

品。在各式各样的消费场景中，新产品、新服务不胜

枚举，不仅有可临时租用的露营车，还有多场景纸尿

裤、防蚊服装、家庭科学实验套装⋯⋯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数据，2022 年

末，全国 0 岁到 15 岁人口为 25615 万人，占全国人

口的 18.1%。2.5 亿儿童和青少年的需求正在让这

个万亿级消费市场释放着巨大的增长潜能。特别

是当更多“90 后”父母成为育儿主力，新生代育儿

理念迭代带来消费升级，年轻父母更愿意从“以孩

子为中心”变成“亲子共享”。很多父母在孩子成

长过程中，把自己的消费观点、生活态度渗透到孩

子身上，希望用科学、健康、绿色的育儿方式与孩

子一起探索、一起学习、一起运动。

在我们身边，不仅有孩子们向往的各种主题

乐园，更有亲子餐厅、亲子酒店、亲子运动场馆遍

地开花。新一届父母们通过选择高质量、沉浸式

的亲子服务，获得了更多元、更丰富的娱乐消费集

群效应。

近日在淘宝天猫母婴亲子行业年度峰会暨金

婴奖盛典上，2022 年淘宝天猫的母婴亲子市场诞

生了 232 个年成交额过亿的品牌和商家，有 483 个

规模千万级以上的商家同比增速超过 100%。同

时，专家、平台和商家都发现，进入 2023 年，原本

稳健增长的母婴亲子市场中，“不确定性”加剧

了。最主要的变化来自消费端：母婴消费人群越

发年轻化，养娃行为更加精进了，消费诉求的多样

化使消费决策愈加理性化。

淘宝天猫母婴亲子行业负责人立飒表示：“面

对消费端体验提升需求，我们需要扩展许多细分

赛道，推动母婴亲子行业高质量增长。我们将不

断提升消费者全链路服务体验，为母婴消费者打

造一站购齐的平台。”

在亲子消费场景中，除了亲子商品需要更加

多元化，父母们对亲子餐厅等消费方式也有自己

的主张。家住北京大兴区的年轻妈妈刘雪霏说：

“我们外出就餐倾向于到亲子餐厅。一方面是菜

品适合孩子的口味，另一方面充满童趣的就餐区、

游乐区环境和安全性比较符合我的要求。希望身

边有更多亲子餐厅，在互动体验、门店环境、设施

设备等方面提供更多选择。”

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的调研数据也显示，选

择亲子餐厅时，市民最看重门店环境、设施设备，

其次是人员配备和产品服务。在亲子餐厅消费频

次方面，一个月 2 次到 4 次占比最多。

如今，儿童业态已经成为很多消费场景拉动

客流的利器，其强大的“1+N”或“2+N”的虹吸效

应带动了餐饮、零售等多种业态同步发展。专家

表示，面对消费者的品质消费需求，亲子市场的相

关企业应不断提升产品、服务和创意，保障消费者

权益，提升消费体验。

上图 在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 校 附 属 第 一 幼 儿 园 ，幼 儿 园 老 师

（右）、幼儿家长和孩子共同体验亲子

阅读。 新华社记者 周 义摄

左图 参观者在内蒙古博物院参

与亲子故事汇活动。

新华社记者 连 振摄

在日照市东港区城市书房

金港社区馆，家长带着孩子阅

读绘本。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