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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以儿童阅读图画书的行为特征为出发点，研究儿童图画书中的多感官体验营造方式。方方

法法 结合优秀的儿童图画书案例，从文字、图画、形态、材质这 4个方面探讨多感官体验的营造方式。

结论结论 设计师可以利用文字和图画来营造时间体验、空间体验、五感体验和游戏体验，也能结合形态和

材质营造空间体验、触觉体验和互动体验，使得儿童图画书更具趣味性和新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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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ldren to read picture books，it studies the construction ways
of multisensory experience in the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It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ways of multisensory experience
from text，picture，shape and material，combined with excellent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Designers can take advantage of
the text and picture to construct time experience，space experience，five senses experience and gaming experience，also can
take advantage of the shape and material to construct space experience，tactile experience and interactive experience，make
the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more interesting and nove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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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书是以图画为主的文学作品，也是综合性的

艺术创作，是能带来多感官体验的艺术形式，这里探

讨的儿童图画书是指针对学龄前儿童进行创作的图

画书。儿童图画书在艺术形式和阅读行为上与其他

的文学作品是有区别的。在艺术形式上，儿童图画书

是图文并茂的，图画不是在解释文字，文字也不是在

补充图画，而是用文字、图画、形态、材质营造一个可

带给儿童多感官体验的空间；在阅读行为上，儿童图

画书并非是让儿童独立阅读的，而应该是儿童和大人

共同参与阅读的文学作品[1]。

1 多感官体验

人类对外界的体验来自于视觉、听觉、嗅觉、味

觉、触觉，是五官和身体其他器官对外界的感知，人类

对现实世界的感知是多感官体验共同作用的结果。

人类在胎儿时期就有触觉、听觉的感知，味觉、嗅觉和

视觉是在出生后随着生活经验的增加而慢慢发展起

来的，其中最重要的视觉感官在6岁左右才趋向成熟。

视觉体验是儿童最基本的感知体验，儿童能通过

视觉感受到物体的形态、色彩等属性，进而感知空间、

距离等概念。触觉体验来源于胎儿和幼儿时期与母

亲的亲密接触，儿童通过触碰来感知物体的材质、形

状、肌理等，触觉能增强儿童对物体的敏感度，它被称

为“感知之母”[2]。儿童在阅读图画书时，书中的图画

能激发儿童的视觉体验，纸张的厚薄和质感、开本的

大小、形态的特殊，都能激发儿童的触觉体验。

听觉也是在胎儿时期就存在的，儿童用耳朵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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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各种声音，通过声音的不同来分辨各种事物、

感知各种情绪。在阅读行为上，学龄前儿童不能完全

认识图画书中的文字，而是通过成人的诵读和讲解得

到直接的听觉体验。当儿童看着图画、摸着书页并听

着父母诵读书中的文字时，儿童得到的是视觉、触觉

和听觉的多重体验。儿童在生活环境中也会体验到

各种不同的味道，当他们在儿童图画书中看到相关的

视觉形象时，想象力会发挥作用，通过视觉体验调动

味觉和嗅觉的体验。

儿童图画书除了能得到视觉、触觉、听觉、味觉和

嗅觉上的五感体验，还能调动其他身体器官的参与，

得到游戏性、互动性体验。在阅读儿童图画书的行为

中，儿童通过文字、图画、形态和材质营造的虚拟时

空，得到的是实际的多感官体验。

2 文字与图画营造的多感官体验

文字和图画是儿童图画书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

大部分儿童图画书用图画和文字共同叙述一个完整

的故事[3]。依据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

论，0~2岁的儿童处于感知运动阶段，依靠感官和动作

来认知事物，他们的五感感知能力开始形成并逐步提

高；2~7岁的儿童处于前运算阶段，他们能内化感知和

动作来进行思维，运用语言和动作与外界进行信息交

流，开始区分抽象概念。阅读儿童图画书能提高0~2

岁儿童的五感感知能力，文字和图画能营造出时间体

验和空间体验，也能利用通感使视觉、触觉、听觉、味

觉、嗅觉相互转化，更能通过图文并茂的故事带给儿

童游戏体验，提高儿童想象力，促进儿童语言和思维

的发展。

2.1 时间体验和空间体验

儿童图画书能利用文字和图画营造虚拟空间，让

儿童在二维平面上体验到现实时空中的时间和空

间。佩里·诺德曼教授在《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中说

道：“一种图画书至少包含3种故事，即文字讲的故事、

图画暗示的故事以及两者结合后所产生的故事。”在

图画暗示的故事中，图画能营造视觉上的时间体验，

例如婉达·盖格创作的《100万只猫》，见图1，跨页上描

绘了一大一小两个老爷爷的形象，表现由远走近的时

间状态。图画也能营造视觉上的空间体验，例如菲

比·吉尔曼创作的《爷爷一定有办法》，见图2，在一个

画面上营造了地上和地下两个不同空间的故事。在

地上的空间中，以文字结合图画的方式表现了小男孩

和爷爷的友谊；在地下的空间中，用图画表现了老鼠

一家的生活。这两个空间在画面上各自独立，但在内

容上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儿童能通过一张页面上的

图画，体验到两个空间发生的故事[4]。

2.2 通感的介入

钱钟书在其《通感》里说：“颜色可以有温度，声音

可以有形象，冷暖可以有重量，气味可以有锋芒。”通

感，就是指五感的相互转化，对一种感官的刺激触发

了另一感官的感知[5]。儿童图画书能调动儿童的生活

经历，利用通感营造五感体验。

在阅读行为中，听觉体验和视觉体验激发了儿童

的想象力，在脑海中调动了针对熟悉事物视觉外的感

官体验，五感的转化就出现了。例如五味太郎创作的

《鳄鱼怕怕，牙医怕怕》，见图3，牙医给鳄鱼补牙时，儿

童在脑海中调动了与图画相似的经历，隐隐体验到触

痛感，这是视觉激发的触觉体验。很多利用拼贴手法

创作的图画书，它们用不同的材质表现画面，儿童看

到的是视觉上的质感和肌理，这是通感的介入营造的

视觉、触觉体验。

视觉体验也能激发听觉、味觉、嗅觉体验。很多

儿童图画书不仅在文字上具有字数少、重复、富有节

奏感的音乐特征，而且在画面上也做了节奏处理[6]。

例如玛格丽特·怀兹·布朗和克雷门·赫德创作的《逃

图1 婉达·盖格创作的《100

万只猫》

Fig.1 Wanda Gag "Millions of

Cats"

图2 菲比·吉尔曼创作的

《爷爷一定有办法》

Fig.2 Phoebe Gilman

"Something From Nothing"

图3 五味太郎创作的《鳄鱼怕怕，牙医怕怕》

Fig.3 Taro Gomi "The Crocodile and the Den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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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小兔》，每隔几个黑白页面就会出现一个彩色页面，

给人视觉上的韵律体验。除了文字和画面编排上的

韵律感，图画本身也能带给儿童听觉体验，例如艾瑞·
卡尔创作的《看得见的音乐》，见图4，它利用各种颜色

和形态，让静态的视觉形态转化成了流动的音乐[7]。

故事和图画的巧妙配合能营造出味觉和嗅觉的体验，

例如麦克·格雷涅茨创作的《月亮的味道》，见图5，第

一页用“月亮，是什么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的

问句来调动儿童的想象力，看到最后儿童也仿佛体验

到了小老鼠咬下的月亮的香甜，通感的介入让视觉体

验转化成了味觉和嗅觉的体验。

2.3 图文并茂

图文并茂是儿童图画书在艺术形式上最重要的

特点，图画和文字交织在一起，营造有趣的游戏体

验。有些儿童图画书能充分发挥图文并茂的特点，让

儿童参与到故事中。例如大西悟创作的《谁藏起来

了？》，见图6，充分利用色彩的特点，创作了一系列正

在玩捉迷藏的动物，儿童要不停地去搜索谁藏起来

了。通过这种游戏体验，让儿童感受到趣味性，也锻

炼了儿童的观察能力。这种游戏体验还出现在艾瑞·
卡尔创作的《从头动到脚》中，见图7，图画中的动物不

停地提出“你会吗？”的问题，动物的动作会让儿童不

由自主地随着画面做出相同的动作，儿童不仅得到了

视觉体验，还调动了全身肢体的参与。

3 形态和材质营造的多感官体验

皮亚杰认为：内在认知和外在环境之间持续的相

互作用或协作对知识的构建、智慧的发展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这一理论表明直观体验和互动参与对儿

童认知和思维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具有形态和材质多

样化的儿童图画书更有体验性和互动性，能让儿童在

阅读过程中提高想象力，促进认知和思维的发展。形

态和材质营造的多感官体验主要表现在异形的形态、

真实肌理和材质的介入，以及在页面中设置的小机

关。

3.1 异形的形态营造的空间体验

异形的形态包括开本上的异常、外形与内页的特

异化。儿童图画书最常见的开本是16开，既方便人们

阅读，也有利于图画的完美呈现。一些异常的开本，例

如依卜·斯旁·奥尔森的《月光男孩》运用了竖式窄长形

的开本暗示方向和动态，将男孩从天空落下，寻找月亮

的故事情节描述得更具空间感和时间流动性[8]。还有

一些图画书在外形和内页上做了特异化表现，儿童能

在视觉上直观地体验到所表现的空间，例如艾瑞·卡

尔创作的《爸爸，我要月亮》，见图8，在内页用扩大一

倍的纸张表现出“好长好长的梯子”和“太大了的月

亮”，在视觉上能直观体验到距离、大小等关于空间的

概念。

3.2 材质的介入营造的触觉体验

材质的介入是指真实的肌理和材质在儿童图画

书中的应用。儿童是充满好奇心的群体，喜欢用手去

触碰一切物体，材质的介入让儿童感知到物体真实的

触感[9]。材质的介入带来的触觉体验与通感带来的视

触觉体验不同，视触觉是视觉上看到的触觉，但材质

的介入是真实的触觉。例如莫里斯·普莱格尔创作的

一系列触摸书，见图9，不仅在外形上做了特异化处

理，也在内页的动物和植物上应用了相关材质，儿童

能通过手的触摸感知到不同动物和植物的差别。

图4 艾瑞·卡尔创作的

《看得见的音乐》

Fig.4 Eric Carle "I See a Song"

图5 麦克·格雷涅茨创作

的《月亮的味道》

Fig.5 Michael Grejniec "A

Taste of the Moon"

图6 大西悟创作的《谁藏起来了？》

Fig.6 Qnishi Satoru

"Who's Hiding? "

图7 艾瑞·卡尔创作的

《从头动到脚》

Fig.7 Eric Carle "From

Head to Toe"

图8 艾瑞·卡尔创作的《爸爸，我要月亮》

Fig.8 Eric Carle "Papa Please Get the Moon for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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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小机关营造的互动体验

设置有小机关的儿童图画书，通常表现为镂空的

效果和简单的立体化。图画和文字的结合营造的是

虚拟空间，带有小机关的图画书营造的则是亦虚亦实

的空间，这个亦虚亦实的空间给予了儿童更直接的互

动体验。例如艾瑞·卡尔创作的《好饿的毛毛虫》，它

利用镂空的效果表现了毛毛虫吃东西的过程；五味太

郎创作的《从窗外送来的礼物》，镂空的前页是窗外的

景象，镂空的后页是窗内的景象，形象地表现了圣诞

老人从窗外送来礼物的过程。

有些设置小机关的儿童图画书是通过简单的立

体化实现的，这种小机关需要儿童亲自动手去操作。

立体化并不是指复杂的立体书，因为复杂的立体书易

于损坏，儿童操作起来也有难度，所以并不适合在儿

童图画书中大范围应用[10]。入山智创作的《小鸡球球》

见图10，每张页面都做了形态上的变化，特异化表现、

镂空的效果、立体的机关都在其中得到了应用。这套

互动性极强的图画书，做成了24开的小开本，弧形的

切口，厚薄适中的纸张，更方便儿童翻阅；温暖柔和的

画风使儿童在阅读过程中利用通感感受到小鸡球球

毛茸茸的羽毛和阳光的温度；页面设置的小机关，让

儿童饶有兴致地动手参与到小鸡球球和它的小伙伴

们的故事中。

4 结语

儿童图画书是儿童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读物，

特别是现代多媒体的普及让越来越多的家长认识到

屏幕对孩子视力的影响。儿童图画书可以利用文字

和图画营造时间体验、空间体验和游戏体验，借助通

感实现五感的转化；也可以利用形态和材质营造空间

体验、触觉体验和互动体验；多感官体验让图画书更

具趣味性、新奇性和互动性。当儿童与大人一起阅读

儿童图画书时，儿童图画书营造的多感官体验同样会

带给大人新奇有趣的享受，同时诱导成人对生活的思

考以及对儿童教育理念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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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0 Iriyama Satoshi "Little Pi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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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Design and Children′s Creativity[J].Packaging Engi-

neering，2012，33（14）：91—93.

本，面对全新的网页时便于用户进行操作和使用。

4 结语

扁平化设计开创了网页设计的新形式，它用一种

引人注目却又十分简单的方式，让用户准确地把握网

页中的内容。在网页设计中，有效分出页面内容的主

次，借助图形、色彩、文字在版式表达上的优势，化繁

为简，给用户提供更快捷、更简便的网页浏览方式。

扁平化设计传递的是一种“少即是多”的设计理念，应

用扁平化风格进行网页设计时，应当在创建信息层级

的基础上，实现扁平化设计的最终目的——为提升用

户体验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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