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热闹闹吃吃喝喝的春节是我们小时候记忆中最快活的时光啦！
然而好多老的习俗不是被简化了就是被慢慢遗忘了，现在的小朋友们可
能都不知道那些传统的习俗了吧，爸爸妈妈们快用这10本书，给孩子们
讲一讲关于过年的那些起源和神话、寓意和祝福，让我们到绘本里领略
浓浓的年味儿吧！

推荐理由：
超精致 AR 虚拟互动技术加

持，《安的种子》作者王早早倾情
呈现，为孩子们讲述真正的中国
年。适合 3—10岁阶段亲子阅读。

“中国孩子中国年”是一套
以中华传统文化为题材的原创
图画书，包含《小小年》《哼和哈》
两册。这两本以中国传统节日
——春节为题材的原创图画书，
讲述了“年兽”小小年的寻梦之
旅，讲述了“门神”哼和哈在经历
隔阂后的重归于好，充满爱与温

暖 ，向 今 天 的 孩 子 们 传 递 着 协
作、友爱、团结、理解等在人际交
往中的重要性;两本图画书画风
对比强烈：《小小年》用色淡雅，
意境深远，《哼和哈》则浓墨重
彩，幽默稚拙，但都有着较强的
视觉冲击力。

本书搭载 AR 技术，增加了
图书的趣味性，丰富了读者的用
户体验。书中包括 17 个 AR 场
景，6 个小游戏。使得读者能参
与到故事当中，更真切地体会书
的内容和其中蕴含的意义。

《中国孩子中国年》（共2册）

推荐理由：
文字部分选自老舍的散文名篇，画家精确还原了

老舍笔下的老北京，演绎最纯粹的记忆中的新年!适合
4—12岁阶段亲子阅读。

《北京的春节》选自“人民艺术家”老舍的散文名
篇，画家于大武以国画的笔法，艺术还原了老舍先生
笔下的老北京，呼唤起“春节”在中国人心中的集体记
忆。腊月初八吃腊八蒜、腊月二十三祭拜灶王爷、年
三十吃团圆饭、大年初一逛庙会、正月十五闹元宵
……大人们的忙碌，孩子们的热闹，无论是大街小巷
还是人们的脸上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团圆气氛。
古老的年俗，不变的年味。内附民俗老物件详解图。

《北京的春节》

推荐理由：
二十三，祭罢灶，小孩拍手哈哈笑，打

发老爷上了天，大年就来到。适合 2—7
岁阶段亲子阅读。

我家有一个大大的灶台，灶台上总有
香喷喷的饭菜，中间贴着一张大大的灶王
爷。他总是睁着大大的眼睛，很奇怪，无

论你走到哪儿，他都好像正在看着你。我
想偷吃，呀，灶王爷看着我呢!爷爷奶奶吵
架，谁对谁错，灶王爷心里可清楚了!我打
碎了花瓶，要不要说是小猫干的呢?灶王爷
立即瞪起大眼睛，我就只好乖乖认错啦。

不过灶王爷也不总是那么严厉。过
节吃饭的时候，他会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每年腊月二十三，他会离开我们去向玉皇
大帝报告我们的生活，嘴里嚼着黏黏的糖
瓜，哎呀，他不在，我们还有真点想他呢。

《灶王爷》

推荐理由：
团圆，是一种情感的企求，

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圆融，是心灵
上的大满足，适合 3—8岁阶段亲
子阅读。

有一种爱，它在你的生命中
从不缺席，这是一部将民族传统
文化、现代生活内涵、儿童心理情

感恰切而有机地融为一体，具有
人情味、历史感、艺术美的感人作
品。其文字故事自然素，没有夸
饰的言辞，没有过剩的意绪，主题
意蕴含而不露，情感表达酽而不
烈，结构安排疏而不漏，既为绘画
提供了坚实的展开基础，也给绘
者留下了广阔的创意空间。

《团 圆》

推荐理由：
很多传统习俗背后都蕴藏着深厚

的文化积淀，需要以孩子喜闻乐见的
方式去讲述这本安徒生奖获奖作家的
作品，表现得很睿智!适合 3—8岁阶段
亲子阅读。

“年”是一种头像龙、身体硬如鳄
鱼的可怕猛兽。它平常在海底沉睡
着，一直睡到十二次的圆月之后，才会
醒过来，从海里爬到陆地上来找东西
吃。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只要被它看

见，都会被它吃进肚子。这一天，北风
呼呼，天气冷得不得了。当年兽快要
醒来的时刻，村长张开了喉咙大喊‥

“年要来啦!快走啊!”他一面大喊，一面
赶紧带着全村的人往山上避难。住在
村子东边的丁婆婆和小孙子赶不及，
只好躲在家里，希望能平安渡过危险
……

推荐理由：
中国绘本大师熊亮代表

作品之一，原汁原味的中国故
事，在熊亮笔下编织成了一个
用画面和故事构筑成的童话
世界!适合 3—8岁阶段亲子阅
读。

你听过“年”的传说吗?很
久很久以前，在一座高高的山
上，住着一个孤独的怪兽，叫

“年”。他有四只眼睛，一张大
嘴，还挺着个大肚子。每到冬
天最冷的时候，他就会特别生
气，从山上冲下来，抓住那些
孤独的人，把他们吞掉……救
命啊!

怎样才能从“年”的手中
逃脱呢?除旧迎新的习俗又有
哪些呢?让这本充满年味的书
来告诉你“小年兽”的故事吧!

推荐理由：
陪 着 一 个 女 孩 ，也 陪 着 一 盏 灯

笼。经历等待、点亮、燃烧、熄灭，将我
们拉回童年。适合 2—7 岁阶段亲子
阅读。

在年味开始变淡的正月初五，招娣
终于盼望来了舅舅送来的灯笼，村巷里
夜色如海，灯光点点，小伙伴们举着各
自的灯笼互相斗艳：“你的是牛粪灯，
好好看。”“你的是莲花灯，我的是火罐
灯。”…… 转眼到了正月十五，年也要
过完了，这是最后一晚打灯笼了……

打灯笼是陕西省武功县地区中月
十五的一种风俗习惯，作者借小女孩

招娣从期盼挑灯笼，到点亮、燃烧、熄
灭，再到重新心怀期待的温暖描写，表
达了对传统渐渐丢失的一种不舍，淡
淡的离别乡愁以及在怀抱希望中慢慢
长大。这本书的画家，是博洛尼亚童
书展插画奖得主朱成梁老师，
画中有雪、有村庄、有灯笼、有
孩子，童趣在画面中流动，年
味在灯笼中闪动。是送给孩
子美好的中国式
新年祝福!

推荐理由：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独

特、有意思的内容，十二生肖文
化就是其中之一!安徒生奖作家
欧尼可夫代表作品之一!适合 3—
9岁阶段亲子阅读。

第 一 名 好 不 好 当? 秘 密 练
习、团队合作、临场机智不可少，
还得要头脑清楚、分秒必争，才
能抢在别人的前头……玉皇大
帝听到人们抱怨，无法知道确切
的时间，生活真是超级不方便。
因此，在玉皇大帝生日这天，它
宣布要举办一个渡河比赛，能顺
利渡河并且到达终点的前十二
名动物，玉皇大帝将用他们的名
字作为生肖来计算年代。这下
子，猫狗蛇马牛猪龙鼠鸡虎兔猴
羊……等动物全都摩拳霍霍，努
力秘密练习，准备大显身手。不
过，不会游泳的动物可就伤脑筋
了：“我该怎么做，才能拿到第一
名呢?”

人生有三次机会读绘本：分
别是儿时、为人父母时以及暮年
时。当你的孩子刚刚接触这个
世界时，你和孩子此生唯一一段
能每晚共读一本书的时光开始
了。请珍惜这段一去不复返的
日子。

《斗年兽》

《小年兽》

《打灯笼》
《十二生肖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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