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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认知阅读的儿童绘本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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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阅读认知语境下儿童绘本的创作。方法方法 分析当前儿童绘本的发展，根据儿童文字

认知发展水平和儿童图画认知及色彩认知能力的特点，探讨儿童绘本创作要着眼于帮助学龄前儿童

养成自主阅读的习惯，以此开发儿童潜在智力。结论结论 提出绘本设计要符合儿童阅读心理及认知能

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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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s Picture Books Design Based on Reading Cognition

DAI Xue-hong
（Jiangsu University，Zhenjiang 212013，China）

ABSTRACT：It aims to research the children′s picture book creation in the reading cognitive context. It analyzes the cur⁃
rent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According to the level of children′s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charac⁃
teristics of Children′s drawings and color cognitive，it discusses the children′s picture book creation should focus on help⁃
ing preschoolers develop independent reading habits，learn to read，for developing the children′s potential intelligence.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design of childrens picture book should meet the childrens reading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the strategy proposal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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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阅读意识的提高，家长们越来越关注早期

阅读，这为学龄前儿童绘本的创作开辟了新天地。

许多研究者和设计师开始从形式和内容上关注儿童

图画书的设计，为学龄前儿童提供更好的早期阅读

环境。儿童绘本可能与儿童未来阅读能力及学业成

就存在着极大的联系[1]，阅读是一个基本的智力技

巧。阅读认知的理念是指绘本内容符合儿童认知水

平及认知发展能力，让儿童在阅读中激发兴趣并产

生持续阅读欲望，并在阅读过程中赋予其创造性意

义的活动。

1 从认知角度看儿童绘本的现状

儿童绘本是满足儿童认知阅读的需求，阅读的目

的在于理解，理解实际就是一个学习者以信息接受、

编码为基础，根据已有的信息建立内部的心理表征，

并进而获取意义的过程，儿童阅读图画书的过程实际

上是从图书的符号中取得意义的心理过程，也是一种

智力技能的发展。目前市场图画书划分为：0~3岁为

幼儿前期图书，4~6岁为幼儿期图画书。图书品种繁

多，但图书设计喜忧参半，主要表现以下特征。

首先，信息传播不强。儿童的认知发展经历了不

同的发展阶段，在认知上存在差异。如感觉运动阶

段，儿童探索世界靠感觉和动作来形成对物体的永恒

性观念，而前操作阶段儿童对物认知具有想对具体

性、不可逆转性等特点，所以此阶段儿童对事物认知

有其特殊性，作为早期语言学习和阅读认知的绘本，

主要是“以图配文”，以特殊的表现方式有效地传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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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但目前市场上，除了少量的儿童绘本，如《中国第

一套经典原创儿童绘本：幼童文库》（共200册），文字

浅显、易于阅读、故事趣味性强，受到家长和儿童的喜

爱之外，整体上儿童绘本信息传播不强，主要表现为，

内容跨度较大，抽象性概念较多，文字编排冗长等，造

成学前儿童在阅读上的困难；另外，内容细分不够。

近年来，学前图画书的内容细分不祥，对学龄前儿童

的认知心理和阅读能力不够了解，在形、色、文的展现

上把握不准。如3岁前的儿童对高纯度物体感兴趣，

3~4岁儿童会对字、词等意思产生兴趣，4~5岁儿童对

数、形有简单的认知，5~6岁儿童对符号感兴趣。此

外，缺乏审美趣味。儿童绘本应本着审美趣味集中于

艺术的表现方面，与游戏、娱乐的性质融合为一体，从

而提升儿童审美能力，拓展思维能力及想象能力等。

如今，虽然绘本较多，但内容和形式单一，缺乏创作理

念和缺少创新表现手法。以阅读方式为例，许多绘本

在编排设计上存在雷同，主要表现在上下、左右阅读

形式。其实在设计中除了传统编排之外，可考虑正

反、双向等设计形式来引发阅读兴趣。如绘本《逛了

一卷》，绘者利用黑白对比关系，让绘本中每一页都可

以双向阅读，而正反看的内容完全不同。总体上来

看，儿童绘本创作，要从内容上考虑儿童个体的认知

能力和阅读水平，形式上要赋予创造性，思想上要源

于儿童的生活和对生活的体悟，从根本上提高儿童的

阅读水平和阅读能力。

2 从阅读认知角度看儿童绘本设计的着手点

儿童阅读不是被动的吸收，而是积极主动的“构

造过程”，因此图画书设计要基于儿童阅读认知能力，

建筑在儿童“自身知识”的基础之上，才能对文本内容

进行合理推断，完成一个“构造过程”。

2.1 符合儿童文字认知发展的水平

学龄前儿童不以文字认读能力为前提，也不以文

字认读为主要的价值取向。然而对于学前儿童来说，

儿童绘本在以图画形式呈现，需要同时转化为文字语

言的形式为儿童所理解。儿童对图画的注视确保了

儿童对图画信息和故事内容的理解，这种理解对应着

学龄前儿童在文字阅读中的“意义理解”。学前儿童

识字率较低，从文字注视的角度看，学前儿童在阅读

图画书时很少关注文字[2]，从学前儿童文字意识的研

究看，国内研究者发现3~6岁儿童在阅读图画书时是

极少关注文字的[3]，3岁前儿童在阅读中几乎不关注文

字[4]，而“图画书中文字的凸显程度未影响幼儿在阅读

中对文字的注视”[5]。虽然儿童对文字注视很低和文

字意识较弱，但学前儿童认字是存在阶段性的，主要

从萌发阶段到探索阶段，再到类文字阅读阶段，5岁是

儿童文字意识发展的转折点[6]。因此学前绘本设计要

根据儿童的文字认知特点进行针对性的设计，0~2岁

左右的儿童不宜认读文字，3~4岁儿童不具有识读文

字能力，但文字可作为一种设计元素，5~6岁左右的儿

童掌握了句法、词汇和正字法的信息，认读文字能力

有所增强，但图画书设计仍以图配文展现，在设计中

可增加及增大文字，满足儿童认读文字的能力，从自

身认知角度去理解图画书的内容。

2.2 适合儿童图画认知能力的形式

学前儿童认知图形的能力是从简单的观看（3岁

左右），到找出相对应的图画部分（4岁左右），最后到

借助具体的物体（5~6岁左右）进行必要的想象[7]。从

儿童自身手臂的创造能力角度来考虑，早期儿童偏爱

相对简化的图形，如儿童在早期对圆形有着独特的喜

爱，但在对圆形绘制中随着年龄增长对形的把握更加

复杂，从简单的单个圆形逐渐向多个圆初步结合而形

成同心圆式样，这种同心圆式样的设计包含了某种意

境或情景的式样，见图1，这种式样可能使儿童学会把

握一种最为简单的图形关系。儿童进入高级阶段，对

物体的大小、形状及结构等认知能力不断加强，绘画

有时为了保持式样结构上的简单性，往往牺牲他们的

逼真性，表现的是一种情景，见图2，图中利用苹果绘

制出房子的造型，描绘出一种具体的景象。在考察儿

童绘画能力的同时，发现儿童对图形（结构）认知能力

是逐渐提升的。一般意义上来看，在绘本设计中，应

注重图形的简化，即复杂的图形简单化，图形设计只

包含很少的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简单表现，

它可以更好地发展学龄前儿童的观察力和想象力。

图1 4~6岁儿童手工图画的

绘制

Fig.1 Children′s hand

drawn picture from 4 to 6 years

old

图2 6岁儿童绘制的房子

Fig.2 Draw a house from 6 years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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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切合儿童色彩认知能力的表现

颜色视觉是指儿童区分颜色及其细微差别的能

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颜色认识能力发展很

快，如新出生的婴幼儿具有简单的辨别颜色的能力，

2~4个月的婴儿已经具有完全颜色视觉的能力。2~3

岁左右的儿童能用动作表示认识颜色并能说出一些

色彩的名称，早期儿童偏好红色和黄色，喜欢暖色调

的颜色。同时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对颜色的辨别能

力也不断改变，见表1，被试者为江苏大学幼儿园的60

名儿童。研究表明辨别颜色的能力，是大班幼儿高于

中班幼儿，中班幼儿高于小班幼儿，表明儿童颜色辨

认能力不断提高。

一般来说，儿童从学会看色，到掌握颜色的名称，

并将颜色与对应的名称联系起来，这一过程既与儿童

的成长发展过程相关联，也与家庭生活、学习环境相

关联。从色彩的认知角度来看，学龄前儿童对色彩的

认知和辨认存在着差异，但在辨认色彩和配置中，调

查发现儿童普遍关注纯度高、对比极强及淡雅、温和

的色彩，通过对以上60名儿童观看色彩调查发现，小

班和中班中75%的儿童更加关注纯度较高、对比度强

的色彩，大班的儿童除了喜爱明度高的色彩之外，对

于温和淡雅、风格特殊的画面也很喜欢，可以看出视

觉冲击力强、感染力高及色彩相对温和的颜色更能吸

引儿童。此外儿童对物体的固有色有时并不关注，他

们画的是自己喜爱的色彩，如图3是一名3岁女孩作

的一幅再现骑马者的画，水平线代表“骑马者坐的位

置”，画的内容看似复杂，而从色彩上看，涂鸦的色彩

与马本身没有根本性的联系，儿童凭借自身的想象力

去绘制。因此儿童书籍色彩设计，提倡从儿童本身绘

制的能力角度和视觉认知上考虑，从而提高儿童阅读

兴趣，提升阅读效率。

3 基于阅读认知的儿童绘本设计策略

针对国内儿童绘本创作可以借鉴国外优秀儿童

图画书的经验，切合学龄前儿童阅读心理和认知能

力，为儿童提供想象、反思、质疑、感悟等具有高质量

的图画书，其设计策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3.1 文本的意向编排

文本意象性是针对绘本中文字内容呈现的解释能

力。早期阅读主要帮助儿童逐步接近书面语言，引发

他们对文字的认知、想象和理解。由于早期阅读活动

不仅是特定知识学习，而且是多种方法、思维及感知能

力的培养，如何引发儿童对文字阅读的兴趣，文字意向

性组合及编排很重要。从儿童阅读认知的角度看，绘

本可考虑无字或简单的字、词及短语的编排。如针对

幼儿前期图书设计可考虑无字绘本，无字绘本是指通

过封面和扉页的文字来说明作品的内涵，插页中无文

字叙述。如《大风》插页见图4，插页中无文字展现，图

画承担叙述功能，无字书承担了视觉语言、书面语言的

联结作用，儿童在阅读中学会动手，培养了孩子的想象

力。在亲子阅读中绘本内容可配备拟声词（嘎、嘎…）、

拟态词（呼呼、墩墩）等，家长在阅读时以声音强化图画

的情境，用声音创造语言，可以使儿童学会初级语言能

力，特定语境下的词语可以促使儿童学习语言的能力[8]。

同时少量词语的合理编排能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并

能对文本内容进行深入的理解。如《母鸡萝丝去散步》

插页见图5，图画叙述了一个文字里并没有提到的核心

故事，文字概念相对缩小，只是叙述萝丝穿过院子、绕

表3 幼儿园儿童辨认颜色的百分率（%）

Tab.3 The percentage of children in kindergarten to identify

colors

小班

中班

大班

比配

85

95

95

确认

50

70

85

大致命名

55

65

80

图3 《骑马者》

Fig.3 "Horse Riders"

图4 《大风》插页

Fig.4 Inset picture in "The Wind"

图5 《母鸡萝丝去散步》

插页

Fig.5 Inset picture in

"The Rosie′s Walk"

152



第37卷 第2期

过池塘等的简单描述，对身后的狐狸无文字陈述，绘本

用简短语言描述惊奇故事的同时，能够逐步提高幼儿

对文字的想象性理解，提升阅读水平。

3.2 色彩的呈现方式

从儿童绘画本身的角度看，学龄前儿童倾向于纯

度高、对比强的色彩。借鉴儿童填色和偏爱需求，图

画书色彩设计从儿童的视觉认知角度出发，合理的配

色，更能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如艾瑞克·卡尔《好饿的

毛毛虫》插页见图6，内容讲的是一条红脑壳、绿身子、

高高地弓起来走路的毛毛虫，受到了全世界儿童的关

注。封面色彩对比强烈，环衬是由明度较高的彩色拼

贴纸片形成，内容表现丰富多彩，插页中水果采用红

色、绿色等，让儿童在阅读中既产生了丰富的想象，也

学到了知识，对色、形及数都有了简单的认知，图画书

充满创意。儿童绘本除了高明度的色彩配置，一些表

现淡雅、温和的图画书也相对受到学龄前儿童喜爱，

如奥黛丽·伍德《打瞌睡的房子》插页见图7，画面采用

淡雅、温和的蓝色作为基调，这种色调给儿童营造了

一种安静的气氛，淡雅柔和的色彩充分展示了故事的

内容，色彩与画面的内容相吻合。当书籍中色彩的设

计符合学龄前儿童阅读心理，儿童会自觉地调用已有

的习得水平和生活经验解释图画，以便符合自己情感

需求和增加阅读兴趣。

3.3 图画的创意展现

儿童绘本应突破原有设计形式，打破传统的格式

编排，使概括性很强、简单或夸张的图形通过特定的

艺术手法，吸引儿童的阅读兴趣。典型的儿童图画是

运用极为简单的技巧、简化的结构，整体创作出新奇

的外观，通过平面的形式，跨越传统的阅读方式（上

下、左右），向多方位、多角度方向呈现，如运用颠倒

式、旋转式、逆向式、重叠式、整体与部分等设计方法，

以一种扣人心弦的新奇性和具有启发作用的阅读方

式，让儿童在阅读绘本的过程中领略到图画本身的特

征，领悟到绘本传播的信息。如《好饿的毛毛虫》，这

种图画书适合前幼儿期儿童翻阅，图形之间的表现简

单明了，插页中水果的形象化设计，通过这些简单的

结构和形状增强图画的意境。再如《爸爸，我要月亮》

插页见图8，图画中月亮、星星、房子等都是简单的基

本形，线条简单，而梯子设计更是赋予想象，单页或把

两个对折的对开页翻开也看不到头尾，只有把中间折

页翻开才能看到全貌，图画书在整体感觉上像玩具。

《胆大包天的睡鼠》插页见图9，这是一本可以从前往

后翻，也可以从后往前翻的绘本，两个部分的故事，给

作品增添特别的趣味。可以说这些绘本给儿童增添

了更多的阅读兴趣，使儿童在阅读中认知图画内容及

呈现的意义。

3.4 交互的情感体验

具有特殊创意的绘本设计能激发儿童的视觉兴

趣，引发情感上的认同。在图画书创作中，通过对书

本的触、听、闻等感官场景式体验，结合合理的视觉

化表现，贯穿儿童亲身体验的形式，使儿童产生不同

的视觉、触觉等体验，加深对书本内容的情感互动，

帮助儿童理解，也能让儿童在玩中学习，即“寓学于

乐”的设计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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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9]，让儿童体验“乐”就

图6 《好饿的毛毛虫》插页

Fig.6 Inset picture in "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

图7 《打瞌睡的房子》插页

Fig.7 Inset picture in "The Napping House"

图8 《爸爸，我要月亮》插页

Fig.8 Inset picture in "The Papa，Please Get The Moon for Me"

图9 《胆大包天的睡鼠》插页

Fig.9 Inset picture in "The Audacious Dorm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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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让儿童在乐意阅读的过程中，激发他们的阅读兴

趣，在自动参与能力中掌握知识，培养思维方式、观

察能力。同时儿童绘本可以在材质上突破常规，运

用各种特定纸张，设计成立体、拼贴或者折页形式，

让儿童在阅读时产生想象力、好奇心、冒险性，在阅

读过程中产生嗅觉、触觉体验，甚至产生听觉，如《好

安静的蟋蟀》是一本经典的有声书，通过色彩明艳的

拼贴画讲述着一个有声有色的故事，当阅读到最后

一页时蟋蟀的叫声响了起来。儿童是在学和玩的游

戏中产生悦目悦耳的阅读新体验，在对儿童学习型

游戏进行设计时，应采用符合儿童心智发展的操作

方式[10]，基于有序的整体过程、真实的触觉感受，在阅

读中赋予情感体验的机会。

4 结语

儿童绘本在内容上要满足儿童阅读认知和阅读

需求，在形式上要不断创新，让儿童在阅读中开发智

力、创造想象，最大限度地满足和愉悦儿童的心理，让

儿童真正学会阅读、喜爱阅读，从而实现绘本阅读的

最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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