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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儿童画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方式。方法 以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儿童画的研究结论

为理论支撑，结合美术学、现代色彩艺术行为学、民间绘画作品等，分析儿童画中图形、色彩、构图、

技法等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具体应用。结论 将儿童画中的元素与平面设计理念相结合，有利于还原艺

术作品的本真面貌，能够满足现代艺术设计返璞归真的设计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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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mode of children's drawing element in graphic design.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experts and scholars on the children's drawing conclusions as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combined the fine arts, modern art of color behavior 

etc., it discusses the children's drawing graphics, color, composition, technique and other elements specific application in graphic design.The 

children's painting elements and graphic design concept are conducive to restore the true face of art works and meet the design purpose of back 

to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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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进步促进了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大大激

发了人类对艺术的追求和向往，平面设计也因此而

成为现代艺术设计领域的领头者，同社会生产和人

民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平

面设计风格的创意逐渐走向贫瘠，成熟和系统但却

固守陈规的设计理念与技艺，已经不足以满足设计

师个性展现的需要，也不足以满足受众日渐提升的

审美需要。寻找新的突破点、开创新的设计形式，

已然成为当代艺术设计的重中之重。儿童画作为人

类原始思维力与创造力的具象表现，同现代设计师

所追求的单纯而质朴的个性不谋而合，为平面设计

提供了绝佳的借鉴素材。越来越多的平面设计师开

始将目光投向儿童画，他们结合儿童画作品的活泼、

率真与随意，在此基础之上创新了一系列风格新颖

与审美独特的作品。 

1   儿童画的界定 

前任中国学前教育理事长屠美如认为，儿童画

以生活为原型，在形式上传达着儿童丰富的想象力

与创造力，是儿童心理、行为、思维过程的集中反

映

[1]
。当代美术评论家邵大箴指出，儿童画的视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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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绘了人类最本真的对世界的渴望。中国美术家

协会儿童美术艺委会秘书长杨景芝提出，儿童画是

依靠直觉的情感表现，富有极强的个性

[2]
。通过上述

专家学者对儿童画的认知与研究结论可以得出，儿

童画狭义上是指处于身心发育时期的儿童基于自身

感知所创作的美术作品；广义上包括一切未加专业

理论训练、未经技术打磨，无技巧、无规则的美术

创作，其色彩鲜明亮丽、饱和度高，造型自由怪诞、

天真稚嫩，具有极强的创作随机性和视觉触动感。

2 儿童画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2.1 儿童画视觉语言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2.1.1 图形造型特征的应用

儿童画图形造型特征集中表现在神似多于形似

和简洁概括两方面。神似多于形似。儿童画打破了

传统美术作品重在形似的固定思维模式，将简化作

为总思路，物象经过简化改造后更倾向于事物意象

的传达。这是由于未经专业理论训练的儿童没有任

何绘画技巧，在画图过程中缺少逻辑推理，更注重

自身内心感受的传达，表现在造型上就是选取事物

典型特征、不追求细节、对比取舍夸张、比例失调

的原始状态

[3]
。如日本设计师深泽直人设计的果汁包

装，见图 1，采用静电植绒工艺，将香蕉与草莓等水

果的表皮状态展示出来，香蕉的黄色和斑斑点点的

草莓籽替代了具象的水果形态。这不仅保留了事物

的辨识度，还在第一时间抓住了受众的视觉、触觉

和味觉，传达出了果汁纯天然的产品特征。几何性。

儿童对图形的认识较为基础，他们往往会选择曲线、

线段等单线条，方形、三角形、菱形等多边形以及

弧形、圆形等简单的几何形完成物象造型。设计师

可参考这一特征，尽量将复杂的现实事物抽象为简

洁、易懂、易画的集合图形。如香港设计师陈幼坚

为台北国际视觉设计展创作的海报，见图 2，就极具

童趣风格。设计师采用了圆形、弧形、三角形等简

单的几何形态，拼凑了类似于大树和鸟群的图像，

传达了展会百花齐放与丰富多彩的含义。

2.1.2 色彩表现方式的应用

儿童画色彩的表现方式可概括为两点。强烈直

接的色彩。儿童开朗、活泼的心态决定了儿童画色

彩的高纯度性与高对比性。借鉴这一特点，设计师

可减少平面设计中的中间色和复色的用量，加入一

些明度与纯度较高的色彩，以此传达直接而热烈的

创作情感

[4]
。如法国设计师弗朗西斯·卡西博为黑头

剧院设计的招贴作品，见图 3。设计师选择了玫红、

亮黄两种饱和度极高的色彩作为画面主色调，既吸

引了受众的目光，又传达了一种愉悦感。装饰性、

表现性的色彩。儿童由于没有专业理论引导，其所

运用的色彩往往来源于自身对于美的主观想象，呈

现出浓重的装饰性与表现性。在平面设计中，设计

师可运用单纯色块的拼凑与变换，来传达色彩的装

饰性与表现性。以加拿大平面设计师塞利鲍勃设计

的一款乐队海报为例，见图 4。设计师将蓝、紫、粉

红、黄等色块，发散式地拼凑成一张人脸，色块深

浅交错、冷暖穿插，视觉效果鲜艳、明快，充满了

隆重的装饰感。

2.2 儿童画构图形式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儿童缺少空间感，视知觉思维模式不健全，因此

儿童在构图时不会遵循传统的艺术设计构图法则，完

全凭借自身想象或是客观所见进行构图。德国造型艺

术大师保罗克利通过动感的画面基本元素证明了空

间构图的重要性，儿童画中的构图亦是如此。儿童画

构图形式可大致归纳为简约的二维平面构图、无规则

散点式构图、非对称式构图三大类型。

图 4 乐队海报

Fig.4 Band poster

图 3 黑头剧院招贴作品

Fig.3 Black Theater poster

图 1 深泽直人设计的果汁包装

Fig.1 Juice packaging by Naoto Fu-

kasawa

图 2 台北国际视觉展

海报

Fig.2 Taipei International

Visual Exhibition p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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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简约的二维平面构图

儿童画由于未经历专业构图理论指导，不会顾

忌原形的存在，因此儿童画构图多为简约的二维平

面构图，这也是儿童主观意识的最直观表现。在儿

童的主观思维世界中，水平式、仰望式、鸟瞰式、

开放式、混合空间式等几种常见的二维平面表现形

式，成为了最受青睐的构图形式

[5]
。这些二维平面构

图没有三维构图的立体感以及透视感，其将所有物

体幻化为二维平面形式，用最简单、夸张的造型来

诠释画面内容，虽然简约但是充满了现代装饰的潮

流感。石莉设计的创意世博海报作品见图 5，完全没

有遵循客观的三维构图规则，商店、海洋、森林、

天空、人类、东方明珠等都集中在了一个二维平面

区域内，丝毫没有突兀不协调之感，反而为受众营

造出了一种幸福、美满、团圆而又温馨的氛围。

2.2.2 无规则散点式构图

据儿童心理学分析，儿童画构图较为随性，无规

律可循，多为散点式构图，焦点、透视等深层次的构

图无从谈起

[6]
。儿童在构图过程中不会受到描绘物象的

实际大小以及画面布局的影响，仅仅凭借自身的、纯

粹的主观意识即兴而做，将大脑中所想象出来的事物

毫无规则地塞进画纸之中。这种构图充满了强烈的运

动感和失重感，与此同时也呈现出自由感以及稚拙的

梦幻之感，给受众一种返璞归真之情。世界著名艺术

家康定斯基的作品《即兴》，见图 6，就是借鉴儿童画

中的无规则散点式构图法，无论是画面的线条、造

型还是物象色彩等，都随意散乱在画纸之上，充满

了强烈的律动感，受众在观赏之余会心生一种对生

命的敬重与热爱之情。

2.2.3 非对称式构图

平面设计构图主要分为对称式构图以及非对称

式构图两种类别。对称式构图带有一种秩序性和规

律性，非对称式构图则更加合乎瞬息万变的自然现

象

[7]
。儿童画构图以非对称式构图为主，阿恩海姆曾

对此作出解释，儿童在致力于绘画之时，往往比较

倾向于忽略掉物体之间的对称关系以及整体画面的

表现

[8]
。虽然儿童画没有对称式构图的指导，但是其

画面却不失均衡稳定之情，反而多出了一些趣味性、

活泼性、节奏性以及韵律性，深得受众喜爱。如瑞

士著名的平面设计大师艾尔米·鲁德比较青睐于非

对称式构图，他为巴塞尔博物馆设计的招贴作品《报

纸》，见图 7，就是典型的非对称式构图。画面中照

片、文字均以非对称形式出现，画面干净简洁，但

视觉效果却十分突出，作品暗示了潜在的统一性，

寓意博物馆馆藏之丰富。

图 7 巴塞尔博物馆招贴作品

Fig.7 Basel Museum poster

2.3 儿童画表现技法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2.3.1 线条式表现手法的应用

线条是一种示意性、可视性、变形性较强的构

成元素，其赋予平面作品灵动简练之感，是设计师

最常用的一种表现技法。由于儿童心智尚处于发育

之中，教育程度以及专业绘画程度较低，因此儿童

的笔触比较生硬，缺乏娴熟老练之势，他们将具体

的物象幻化为简单而又抽象的几何形态，借用单一、

平面的单线条表现形式对其进行概括

[9]
。无论是刚直

不曲的直线，质朴大气的粗线，还是柔软灵活的曲

线，经儿童笔触之后皆呈现出一种无言的美感，看

似笨拙稚嫩，杂乱无序，却以多变的组合传递出儿

童对世界的真实看法；貌似简单、概括，却是对化

繁为简的具体阐述。抛开成人复杂思想的限制，儿

童画线条肆意流畅、天马行空，如此简化之后的线

条便更具视觉冲击力，每一幅儿童随意“涂鸦”的

背后，都隐藏有丰富的故事。日本平面设计师福田

繁雄充满了儿童般的好奇心和怪异的情趣，他的平

面作品多选用一些“简单无序”的线条进行勾勒，

与儿童画的线条表现手法如出一辙，同时也带有一

丝嬉皮士的幽默之感，嬉笑顽皮之中流露出对世间

图 6 康定斯基的《即兴》

Fig.6 Wassily Kandinsky´s

＂Impromptu＂

图 5 创意世博海报

作品

Fig.5 Creative Expo

poster



第 37 卷 第 10 期 李群英等：儿童画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55·

万物的真实情感。如福田繁雄为第二届环境发展大

会设计的招贴作品，见图 8，就是用纯真的单线条笔

触描绘出了成人的世界观，稚拙的粗线条，简单的

颜色，寥寥几笔表现出对环境的担忧，于天真之中

混合着现实和流行的文化特质。

2.3.2 点彩式表现技法的应用

点彩同样是儿童画惯用的技法之一，其同影像

艺术中的像素处理类似，具体是指在画面色彩、整

体造型以及原始构图的基础上，采用密集、混合的

点状笔触绘制图画的表现方式。这种方式下的作品

远观整体效果并无过人之处，只是带有一丝的朦胧

之感，近看则会发现每一种色块都排放得极为整齐，

且每一大色块上的色彩都十分丰富，如同儿童玩乐

的拼图游戏

[10]
。将点彩式应用到平面设计中，不仅

可以提升平面作品的层次感和秩序感，而且还赋予

了空间通透性，缓解了色块集中产生的烦闷之感，

于一点一堆之中使整幅画面变得明朗起来。Peter
Karlsson 为 Mecca83 乐队设计的专辑封面，见图 9，
采用点彩式，整幅画面完全由绚丽多彩的小色点堆

积而成，仿佛儿童随手涂鸦一般，实则暗含了设计

师细腻的思想情感，梦幻而又真实。

3 结语

作为一种特殊的超现实艺术语言，儿童画超越了

地区、民族、国家等界限，唤起了设计师以及受众心

中的童真梦，它的成长意味着新型艺术形式的发展和

扩张。在现代平面设计过程中，设计师从儿童特有的

乌托邦式的想象视角出发，对创作视野进行重构，不

仅轻松准确地传递了作品的真实信息，而且还促使平

面设计产生了一种新奇的视觉感受，挖掘出了艺术设

计内在的对原始心灵和初始生命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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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专辑封面设计

Fig.9 The album cover design

图 8 福田繁雄的招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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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8 Shigeo Fukuda′s

poster pos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