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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着眼于 0—3 岁交互体验式婴幼儿书籍设计的研究。方法 对交互体验式婴幼儿书籍进

行归纳，进而阐述了质感体验、场景体验、生活体验 3 种不同交互体验式书籍对婴幼儿成长的影响

和作用。结论 总结交互体验式书籍的艺术美感，提出开发交互体验式书籍设计对婴幼儿的成长有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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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s Book Design in Experiential Simulation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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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design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s books based on 0-3 years old. The interactive 

experience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s books are summarized, the impact and role of the texture experience, scene 

experience, life experience of three different interactive experience books on infant growth is elaborated. The art aesthet-

ics of interactive experience books is summarized. Interactive experiential book design on the growth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have a vital role to make it in a relaxed atmosphere to learn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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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好的书籍是良师益

友[1]，伴随了人类走过几千年历史。婴幼儿，承担

文化传承的重要使命，这二者的关系是如此微妙。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指出：“游戏是由愉快原则促动

的，它是满足的源泉。”孩子的天性就是活泼好动，

喜欢嬉戏玩乐，特别是学前班的孩子，他们充满

了探索事物和了解世界的好奇心，对书籍的需求

量较大[2]。如何针对婴幼儿的生理特点设计书籍，

成为设计者们的探讨焦点。育儿专家研究发现，

婴幼儿的智慧在他的手指上，手不仅是运动器官，

而且是智能器官。正所谓“心灵手巧”，精细动作就

是婴幼儿运用手尤其是手指的操作能力完成，而

这种能力的本质，就是手—眼—脑的协调能力，因

此，根据婴幼儿的成长特点，结合交互体验式书

籍，加强婴幼儿的感知能力，使其以书为友，更

全面地感受世界。 

1  交互体验式婴幼儿书籍设计 

心理学家将 0—1 岁的婴儿和 1—3 岁的幼儿成

长和发展的阶段统称为婴幼儿时期。婴幼儿时期是

孩子智商、情商发展最为关键的时期，因此，近几

年，国内外婴幼儿书籍发展迅速，婴幼儿书籍形式

多种多样，有洗澡书、撕不烂书、叫叫书等等，这

些书籍从婴幼儿的各种感官出发，全方位地调动人

的感官，使婴幼儿从单纯的阅读参与到感官体验中

来。手是人类的重要感官，动手不仅可以锻炼手部

的灵活性，还可以起到开发智力的作用，“体验，

就是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即身体力行，亲身

实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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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的理论表明，学前儿童正

处于 2 个发展阶段之中：感知和运动阶段，即主要

通过对物体的触摸、摆弄以及身体的运动来认识客

观世界与自我[4]。婴幼儿书籍设计中的交互体验式

设计指婴幼儿在阅读书籍时，通过眼手合一，感受

书籍设计中的质感、场景、生活体验，从而获得相

关知识。将从 3 方面来介绍婴幼儿书籍中的交互体

验式设计。 

1.1  质感体验 

普通书籍为婴幼儿提供了图片、文字等视觉信

息，这种信息的获取比较间接，实践性不足。在以

纸张为载体的书籍设计中，可以配合内容加入不同

质感的材料（如皮、毛、布等），婴幼儿通过这些

材质感受书中内容，增强体验感觉。例如《宝宝的

第一本触摸书》，见图 1（文中图片均由作者自摄），

在书中企鹅白肚皮上置入仿真的白色绒毛，在草莓

上添加凸点，能够让婴幼儿清楚地感受到动植物的

生理特点，这种从视觉到触觉的体验，远比父母讲

解数遍，感知的更全面、更深刻。 

 

图 1  《宝宝的第一本触摸书》 

Fig.1 "Baby's very first touchy-feely book" 

1.2  场景体验 

场景体验设计是以场景为基础，让婴幼儿动手

实践，感知书籍所提供给我们的内容信息，以增

加婴幼儿对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场景进行认知，

从而帮助其适应即将开始的社会活动。打开书的

那一瞬间，一个立体的场景突然立在幼儿面前，

这会带给婴幼儿强烈的视觉冲击感，而且实体的

形象也更易让婴幼儿接受。如农场场景中，在母

鸡下方设置机关，掀开可以看到母鸡所下的鸡蛋，

并且可以鼓励婴幼儿数数鸡妈妈下了几枚鸡蛋，

让婴幼儿明白鸡蛋由来的同时，认知数量的概念；

在羊圈周围设置围栏，通过围栏的放下与抬起，

可控制羊的进出，婴幼儿在这些自己参与的场景

体验中，对动物的习性、种类、数量得以感知，

对空间和时间的概念更加明晰，同时锻炼了婴幼

儿的组织与判断能力。 

1.3  生活体验 

生活体验设计是以生活物品为载体，将一些

生活常识融入到书籍设计中，使婴幼儿通过动手

学习生活基本技能。生活体验式书籍，引导婴幼

儿操作某种生活技巧，强化双手翻、系、开、拉

的协调能力，例如《试试看立体书》，见图 2，利

用生活中常见物品——鞋子、裤子、背包等，将

其进行仿真设计，让婴幼儿锻炼自己系鞋带、系

扣子，以这种立体设计方式，打破平面，让婴幼

儿真实的体验生活[5]。 

 

图 2  《试试看立体书》 

Fig.2 "Try pop-up book"  

2  交互体验式婴幼儿书籍的艺术美感 

艺术作品必然会体现出一定的时代精神，这是

构成艺术品美感的重要因素[6]。交互体验婴幼儿书

籍设计，不仅为婴幼儿带来交互体验的乐趣，还为

婴幼儿书籍设计带来艺术上的美感。 

2.1  质感美 

物体表面的粗糙或光滑感，这些都属于质感，

它必须通过视觉和触觉来感知[7]。婴幼儿交互体验

式书籍，运用织布、塑料、海绵等材料，让婴幼儿

在安全体验书籍时，得到图形、色彩、数量、种类、

时间、空间等概念的认知，同时，这些材料又为婴

幼儿带来视觉和触觉上的不同感受。如《柔软的树

顶书》中（见图 3），仅有 6 页内容，却囊括了 10

种多元化发展的安全材料，如撕不烂的 EVA 树脂

材料、可降解的 ABS 塑料材料等，婴幼儿书籍运

用交互体验式的质感美，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书籍内

容、思想，强化了书籍的作用。 

 

图 3  《柔软的树顶书》 

Fig.3 "Treetop soft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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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形态美 

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书籍历经千年，依然屹立

不倒，必然有其原因，电视、电脑是当今最为主流

的媒体，但任凭播放内容千变万化，也改变不了其

固定的形态，而书籍却可以千姿百态。各种新材料、

新技术的运用，使书籍形态多样性成为可能[8]。特

别是婴幼儿交互体验式书籍设计，更为书籍形态发

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大象友好森林立体书》中，

见图 4，打开是一个立体床帏，合上却是一个小象

造型的书籍，它既是一本书，又是一个玩具，婴幼

儿从书籍中得到游戏的乐趣。这种立体化的视角触

发了设计师对书籍空间形态再创造的灵感，例如有

人就通过异化书籍的外部形态和立体化书籍的内

部结构来塑造书籍的多维度空间[9]。互动体验式书

籍，以其实用、创新的表现力，扩展了婴幼儿书籍

设计的形态模式。 

 

图 4  《大象友好森林立体书》 

Fig.4 "Friendly forest elephant pop-up book" 

2.3  变幻美 

交互体验式设计为婴幼儿书籍添加了变幻美。

首先不同材料的对比，使得幼儿书籍的空间层次丰

富起来，从传统的二维开始向三维空间扩展，扩大

了读者的认知领域和设计师的创意空间[6]。其次互

动体验式设计改变了原有婴幼儿书籍单一的感知

方式，由原来简单的视觉感官上升为触觉感官，多

样的体验方式，使得婴幼儿爱上读书，养成良好的

习惯，从而为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打下良

好的基础[10]。如《一闪，一闪，艾蒙》中，见图 5，

在平面的空间里增加了立体的会发声飞船、可移动

的星星、会掀开的被子等，色泽鲜艳的图案容易帮

助婴幼儿产生图形的脑印象。书中各种各样的声

音，刺激婴幼儿对声音的反应，也引起婴幼儿游戏

的兴趣[11]。经常阅读能全面促进幼儿的视觉、听觉、

触觉等感官器官、运动系统和大脑的生长发育，对

婴幼儿的观察力、想象力和理解能力的早期开发非

常有益。这些造型和阅读方式的多样变化，为婴幼

儿增加了更多的阅读兴趣。 

 

图 5  《一闪，一闪，艾蒙》 

Fig.5 "Twinkle, Twinkle, Elmo" 

3  交互体验式婴幼儿书籍的作用 

首先，通过交互体验式婴幼儿书籍，帮助孩子

感知世界，增强其认知能力。其次，交互体验式婴

幼儿书籍可以开发孩子的智力，婴幼儿只有手灵

活，大脑才会得到开发锻炼。右脑是艺术产生的源

泉，通过开发右脑，可以培养婴幼儿形象思维能力，

因此，交互体验式婴幼儿书籍，可以当做开发婴幼

儿右脑的工具。最后，婴幼儿在阅读、学习互动体

验式书籍中，审美能力得以开发。当有细腻绒毛的

“蝴蝶”在书间飞舞，平滑光洁的胶质“小雨靴”整齐

摆放，这些都是看似平常的事物，却在潜移默化的

影响婴幼儿的心理，使其形成具有个体特征的审美

取向。 

4  结语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纵观古今，书

籍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书籍也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从简单发展到集内容、形式于

一体，既具阅读功能，又具审美价值的文化载体[12]。

阅读书籍，婴幼儿获得知识；体验书籍，婴幼儿理

解知识。婴幼儿书籍中的交互体验式设计独具匠心

地结合体验实践，既锻炼了手，又开发了大脑，让

婴幼儿在阅读中感知了世界，因此，广大书籍设计

者有义务，也有责任大力发展交互体验式婴幼儿书

籍，探索更多的体验模式，以此推进我国婴幼儿书

籍设计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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