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数字读物的界面设计风格探析

韩静华，马丽莉
（北京林业大学，北京 100083）

摘要：目的目的 探析儿童数字读物的界面设计风格。方法方法 分析了儿童的阅读习惯与偏好，概括了儿童

类数字读物的发展与特点，根据界面元素的差别对儿童数字读物的界面设计风格进行分类，探讨了各

种设计风格的特点与适用方面。结论结论 儿童喜欢鲜艳的色彩、丰富的想象和可爱的卡通角色，这些喜

好影响了儿童类数字读物的界面设计风格；根据儿童类数字读物的界面元素的差异，儿童类数字读物

的界面设计风格大致可以分为简洁平面型、真实模拟型和艺术绘画型3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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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Design Styles of Digital Books for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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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terface design styles of digital books for children. Methods It analyzed the
children′s reading habits and preferences，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books for children，
classified the interface design styles of digital books for childre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interface elements，and
expound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ble aspects of various kinds of design styles，and summarized the elements of
interface design of digital books for children and their effect. Conclusion Children usually like bright color，rich
imagination and lovely cartoon characters. These preferences affect the interface design style of digital books for childre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interface elements，the interface design style of digital books for children can be roughly
classified into three kinds: simple planar style，real simulation style and art painting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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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设计专题研究

在各种儿童早期教育方式中，儿童读物作为一种

寓教于乐的教育方式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随着

移动平台的出现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各种新兴的儿童

教育方式也开始走入家长们的视线，其中受众最广的

一类就是儿童数字读物。因其具有携带方便[1]、交互

性强、生动有趣等优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儿童及家

长。在这种情况下，儿童数字读物的出版数量日益增

多，并逐渐形成了几种各具特色的界面设计风格。

1 儿童阅读习惯与偏好

儿童数字读物，其主要读者群体是儿童。由此，了

解儿童的心理与认知特点、阅读习惯与偏好，对于引导

儿童的阅读兴趣，制作优秀的儿童数字读物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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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是形成审美观、世界观的重要时间段。儿童

头脑灵活，充满好奇与探索欲，容易被新鲜事物吸引，

具有丰富的好奇心与想象力，并且往往偏向于感性地

认识世界。熟悉的场景和富有想象力的画面会更易

引起儿童的好感[2]。

儿童偏爱鲜艳、明快的色彩，并喜欢描绘美好事物

的图形。儿童首先会注意的是大面积的颜色，明亮舒

适、高对比度的颜色都比较容易获得儿童的好感，儿童

类数字读物比较适合活泼鲜艳、明快简洁的色调[3]。在

适当的时候选择适当的色彩可以引导儿童的情绪，更

好地表达数字读物的内容。

此外，由于动画片等儿童向影视作品的影响，儿

童对于可爱的卡通角色具有很大的兴趣。儿童有时

会把卡通角色当做真实的朋友或偶像，喜欢与卡通角

色说话、模仿卡通角色的经典动作等。因此，造型可

爱的卡通角色能够迅速地吸引儿童的注意力[4]。

2 儿童类数字读物的发展与特点

儿童数字读物最初只是纸质儿童类书籍的电子

化，将纸质书籍通过扫描或电脑重制的方式制作成电

子书，重现书籍内容。与纸质儿童类书籍相比，这种

儿童电子书的优点仅仅体现在下载方便、节约金钱、

方便携带以及不占室内空间等方面。

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以及flash的流行，儿童类电

子书中也逐渐加入了其他元素，比如声音和简单的动

画。这时的儿童电子书不再是简单的纸质书籍电子

化，转而开始向更加动态、成熟的数字读物发展。

以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为代表的移动终端不仅方

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5]，同时也将新技术带入到数字读

物的创作中。比如多点触控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

界面操控方式，使数字读物摆脱了呆板的鼠标点击和

定式的界面布局，让界面操作变得更加灵活、多样、有

趣[6]。此外，随着移动终端的游戏应用开发变得简单快

捷，儿童数字读物中也逐渐加入了更多的互动元素与

游戏模块。比如加入简单的“填色”、“拼图”等小游戏，

以此增加儿童数字读物的吸引力与表现丰富程度。

与纸质儿童类书籍相比，儿童数字读物的显著特

点就是“交互性”。这种特性让儿童与读物间有了交

流互动，使儿童在阅读过程中不再是被动地观看故

事，而是亲自参与故事、探索结局，可提高儿童在阅读

时的兴趣与注意力。音乐、游戏、动画等多种多样的

表达形式则可以丰富儿童的感官体验，有助于提升儿

童的专注度与参与度[7]。

由儿童数字读物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从单纯的

电子书到具有声音、动画、游戏等多种表达形式的儿

童类应用，儿童数字读物一直在向更加动感、更加丰

富、更加交互的方向转变。

3 儿童类数字读物的主要界面设计风格

儿童类数字读物的设计通常选用富有想象力的

卡通风格，其界面元素或可爱或有趣，选取的角色造

型圆润简洁，多为动物或儿童形象。主要的设计风格

可分为简洁平面型风格、真实模拟型风格和艺术绘画

型风格。

3.1 简洁平面型

简洁平面型设计风格的重要特点就是色块式表

达。界面元素多为勾线填色或纯色色块，很少或不使

用阴影；界面元素或角色的造型简洁，易于记忆与分

辨；有时会装饰以简洁的平面花纹，使偏向于二维平

面效果的界面不会太过单调，增加界面的可爱感。这

种设计风格通常用于低龄儿童数字读物，醒目的高纯

度色彩可以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大块的色彩分区使幼

儿更容易分辨各个功能区。例如smartree开发的《昆

虫翻翻看》，见图1，游戏界面简单地分成黄色和红色

两大块，色块鲜明地区分出了卡片区和按钮区两个不

同的功能区域。卡片区的游戏卡牌采用了简洁的平

面式效果，角色造型卡通，配色鲜艳，各个角色间具有

很好的区分度，利于幼儿记忆；按钮区具有简单的碎

花花纹，避免了过于平面化产生的单调感。

3.2 真实模拟型

真实模拟型的风格特点是将界面拟物化。界面

设计中使用大量纹理和阴影效果，通过明暗、高光和

阴影等多种表现形式，模拟出常见的肌理效果，使界

面拥有真实物体的效果，更贴近生活，比如粗糙的纸

张、横切的木材、闪亮的金属、光滑的玻璃等[8]。这种

界面设计风格加强了数字读物与现实的视觉联系，使

儿童在阅读时感受到日常实物带来的熟悉感，更易引

起儿童的兴趣与共鸣；不同材质与元素造型的重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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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也可以增加界面的新鲜感，从而激发儿童对数字读

物的好奇与探索欲；触觉是儿童的感官认知中很重要

的一个方面，质感可以帮助儿童更直接地感受、了解

事物，加深对事物的印象。比如 Apple Tree 开发的

《iReading》系列中的《灰姑娘》，见图2，这款儿童读物

的界面模拟了真实的木板质感，按钮则有厚纸板、木

头雕刻等多种效果，小游戏中还出现了各种画笔、颜

料、画板等元素，这些元素的造型、质感都模仿了现实

中对应的事物。通过光影、纹理、色彩等多种界面元

素模拟出与现实事物极为相似的真实效果，比如笔刷

金属部分的光泽、具有体积感的颜料等。这些模拟真

实事物的元素可以让儿童直观地了解到各个元素的

用途，激发兴趣，同时也让儿童对真实事物有更多的

探索欲望。

3.3 艺术绘画型

艺术绘画型设计风格的特点是以手绘效果的绘

画为主体，其他设计尽量从简，功能划分直观而简

洁。在这种设计风格中，绘画成为界面的绝对主体，

其画风和作品完成度也直接影响数字读物的效果。

这种设计风格通常应用于儿童有声读物或儿童动态

绘本读物，例如BiBoBox Studio开发的《小星星》，见图

3，是艺术绘画型设计风格的代表性作品。纸纹理的

背景与手绘感的图画组成了界面的主体，可爱的画面

与文字成为吸引儿童继续翻看的重要原因。在故事

部分中，翻页按钮、返回主界面按钮都放在界面的角

落，不会跟主体的绘画抢夺注意力；在小游戏部分，界

面中也没有多余的按钮，一切动态元素、互动部分都

在界面主体的绘画中。

为了吸引儿童的兴趣和注意，儿童数字读物中常

用童话故事和有趣的主人公角色来间接地表达主

题。这些角色大多具有形象鲜明、印象深刻、造型可

爱等特点[9]，可爱的动植物也是很多儿童数字读物的

主要角色[10]。普通的动物、植物不会说话，为了让故事

情节顺利发展，就要把动物、植物的角色进行拟人化

处理。拟人角色用人类的方式说话、做事，比起人类

角色做相同的事，会更有戏剧性和夸张感，令故事的

表达更加童趣、幽默。

儿童类数字读物中也经常会使用艺术处理后的

装饰元素，比如以各种形状的植物为基础的装饰性元

素。艺术处理后的装饰元素具有对比强烈的色彩和

卡通的几何造型，更易激发儿童的好奇与兴趣，从而

增加儿童类数字读物界面细节处的趣味性。

4 结语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儿

童数字读物一直在逐步发展变化，并且向着越来越精

彩、动人的方向前进。探析儿童数字读物的界面设计

风格，从不同的方面探讨各种设计风格的优缺点与适

用性，可以更好地了解儿童数字读物的表达形式，更

有条理地进行数字读物的创作，并尝试新的表达方式

与设计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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