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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新思维作用下的儿童书籍设计创新方向，分析其中的多样化设计思路及具体策略。方法 以

书籍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为牵引，以儿童对书籍的多元化需求为基础，从当前我国

儿童书籍设计的现状着手，分析其中所凸显出来的缺乏本土文化、缺乏趣味性、插图老套、设计混乱、

形式单一等问题，总结儿童需求视角下的书籍设计原则，强调愉悦、益智、审美、安全等方面的发展，

从民族性、互动性、人性化以及感官体验中探寻具体的创新设计思路与方式方法，最后从整体视角审视

未来的发展趋势。结论 儿童书籍设计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除了积极面对与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与阻碍，

还要探索与协调好设计思路及基本原则，获得适应国情和时代发展的儿童书籍设计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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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New Thinking of Children’s Book Design 

LIN Yan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the Nationalities, Tongliao 0280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innovation direction of children’s book design under the effect of new think-
ing, and analyze the diversified design ideas and specific strategies. Tak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books in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as the traction, based on children’s diversified demand for books, and start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ldren’s book design in our country,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local culture, 
interest, old illustrations, chaotic design, single form, etc. were analyzed, the book design principles were summari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s needs, the development of pleasure, intelligence, aesthetics, safety, etc. was empha-
sized, the specific innovative design ideas and methods were explored from the aspects of nationality, interactivity, hu-
manization and sensory experience, and finally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was examined from the overall perspective. 
The design of children’s books is a complicated project. In addition to actively facing and solving the current practical 
problems and obstacle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explore and coordinate the design ideas and basic principles to obtain a new 
design method for children’s books that adapts to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KEY WORDS: children's book design; aesthetic; practical problems 

儿童从一周岁起便可以进行简单的阅读，逐渐学
习知识、认识事物，以此开启了解世界的大门。随着
近年来政府及家长普遍对儿童的成长教育开始关注
及重视，儿童群体的生活消费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1]。
受此影响，在对儿童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后，越来
越多的家庭开始对儿童早期成长教育进行全面投入
与精心选择[2]。儿童书籍设计作为儿童认知世界、健
康成长的一个特殊门类，也开始因为社会因素的推动

而逐渐成熟发展起来。掌握并挖掘儿童的审美需求，设
计符合儿童心理的书籍，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当前的书
籍设计者共同关心并努力追求的重点内容。 

1  当前儿童书籍设计的现状与存在问题 

儿童书籍设计是一个有着特殊读者群体的设计

门类，不仅要严格遵循造型艺术原理，还要从不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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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段儿童读者认识现实的需求出发，对整体的设计细

节如文字、插图、版式、材料等进行逐一把握与处理，

以便更大限度地激发儿童群体的阅读兴趣[3]。但是，从

当前的儿童书籍市场看，虽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却

也表现出以下几方面普遍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1.1  本土原创不足 

从现实来看，儿童书籍的设计不仅需要以大量的前

期资金作为基本保障，还要在后期结合实际进行全面

的设计，将各个细节把握到位。但是，为了更大化地

追求商业利润，出版商总是希望能够快速完成设计工

作，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书籍设计者的工作[4]。为了

完成目标，部分设计者常常会从国外的儿童书籍设计

中汲取经验，有的甚至直接照搬，导致市场上的本土原

创童书缺乏，很多书籍的民族文化、历史传统认同缺失。 

1.2  趣味互动缺失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儿童成长教育的普遍

重视，儿童群体的感官体验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问

题，这主要是基于希望孩子能够从中获得独特体验，产

生愉悦的体验。儿童书籍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只是在当前的市场上，儿童书籍的整体形态单一，趣

味性稍显不足，互动性更是有所欠缺。这种过于传统、

千篇一律的书籍形式无法很好地满足儿童的个性化

阅读需求[5]。 

1.3  插图、排版形式老套 

风格老旧、童趣不足、色彩搭配不够美观、表现

手法落后等问题是目前我国儿童书籍插图的通病，这

样的插图并不符合儿童的审美和阅读需求，即便在一

定程度上节约了创作成本，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价值，

甚至会对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产生消极影响[6]。另

外，整体缺乏合理的设计也是儿童书籍排版中的主要

问题，或者图文比例不当，或者文字数量和间距超出

儿童阅读极限，没有充分考虑儿童读者阅读习性，出

现一些散、乱、差等现实问题。 

2  儿童需求视角下的儿童书籍设计原则 

儿童书籍设计并不是条例化的，也不是毫无章法

的，而是在遵循一定原则上的自由，讲求从儿童群体

的心理需求出发，设计出符合儿童审美与学习的书籍

形式[7]。首先，要有愉悦感。人在快乐的状态下进行

学习和工作是最有效的。这一点在儿童群体中体现得

十分明显。因此，在进行儿童书籍设计时，必须从儿

童群体的审美需求出发，尽可能多地插入一些可爱的

图片，或者一些有趣的内容，让他们能够在阅读中得

到审美的愉悦，以愉快的心情开始阅读和学习。其次，

要有益智性。后天的教育与培养，是儿童智力提高的

重要途径。鉴于此，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设计者必

须重视益智性内容的融入，通过合理的编排给儿童的

智力开发提供更多的机会与条件。再次，要有美感。儿

童阶段也是儿童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建立的关键期。这

时，外形独特、插图精美、色彩绚丽的书籍总是能够

在潜移默化中滋养儿童的心灵，使他们从中获得真、善、

美的认知，并对其一生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8]。最

后，要有安全性。儿童书籍设计要以安全性为前提，既

要选择合适的纸质避免儿童在阅读时被书籍边缘的

划伤，又要用一些绿色环保的油墨保证儿童阅读的健

康安全。做到了这些方面，儿童书籍设计才算是科学

合理的，符合儿童成长需求的。 

3  儿童书籍设计的新思维探析 

儿童发展的良好与否直接影响着社会的进步和

国家的发展。为了充分发挥儿童书籍的重要作用，设

计者立足儿童视角，从其需求和现实两方面出发，总

结了以下几方面的设计新思路。 

3.1  趣味性的强化 

趣味性是儿童书籍设计的首要条件，拥有趣味性
的儿童书籍能够在儿童阅读的过程中激发想象力及
创造力，在潜移默化中对儿童形成良好的影响，使其
在日后更加愿意去阅读和学习知识[9]。在形式上，儿
童趣味书籍设计讲究多样化。这是因为儿童群体有着
区别于成年人的审美习惯和欣赏特征，其往往对形态
有着多样化要求，喜欢新颖的形式。比如，口袋书、迷
你书等小开本的图书就十分受儿童的欢迎。另外，有
的儿童书籍还大胆对外形进行了具象化改变，增加了
许多汽车造型或者卡通动物形状的外在形式，增添了
趣味性，让儿童在愉快的玩耍状态中进行阅读，效果
明显。在材料上，儿童趣味书籍设计也可以很多元，除
了最基本的纸质材料外，还可以考虑塑料、布艺等新
型材料，在视觉上给儿童以新鲜的刺激，增强其阅读
兴趣。一类每页都是塑胶填充气体的儿童书籍不仅形
式新颖，还可以满足儿童在洗澡或游泳时的阅读需
求，十分有趣。在图形上，生动有趣的趣味图像或卡
通形象，能够完美地与书中的内容相结合，在找准儿
童的兴趣点的同时激发儿童阅读的积极性，从而达到
潜移默化中学习进步的效果。在趣味性设计中表现很
突出的一部作品是日本作家小林雅子的《可爱的身
体》，该书的设计者在设计时用大幅的图片占据了儿童
读者的视觉中心，并配合代表性的绘画风格以拟人化
的方式讲述了人类身体的奥秘，给了儿童以全新的阅
读体验，从而在愉悦新鲜的状态下获得了知识的扩充。 

3.2  互动性的升华 

仅仅有趣味的形式还不能构成完美的儿童书籍

设计，良好的互动性和参与性是必须的补充，能够促

进书籍的意义实现和作用发挥[10]。社会急速发展的当

下，原本简单的视觉互动已经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还

需要借助更加直接有效的触摸、移动等，以更加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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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与内容，给儿童带来全新的参与式体验。一方

面，儿童书籍设计的互动性可以体现在内容游戏化

上，以此迎合儿童的游戏心理以及儿童认知系统的构

建过程，启示儿童的心智发展[11]。儿童绘本《点点点》

的设计就是这样一种全新的思维形式。该书并没有一

个完整的故事，而是由各种圆点构成了内容，并随着

一页一页的互动，从黄色的点开始，书中的内容仿佛

被施了魔法，开始了奇妙的变化。比如，摸一摸，再翻

到下一页，色彩缤纷、大大小小的点便会从中跳出来；

摇一摇，点变乱了，再摇却又排列整齐；吹一吹，点

飘走了。这种神奇的阅读体验有着强烈的互动性，事

实上，这种独特的效果是通过翻页来实现的，简单又

有趣。另一方面，儿童书籍设计的互动性还体现在装

帧的创意化上[12]。比如，绘本《爸爸，我要月亮》的

设计就很有想象力，其设计者将多页插图藏于书中，

当儿童正常打开书，这些折叠的插图便会将小小的月

亮变大，让整个画面占据书本，再借助页面的展开实

现画面长度的增加，从而呈现出长长的“天梯”，使

原本很抽象的故事形象生动，更具互动性，给了儿童

独特的视觉体验。 

3.3  人性化的尝试 

人性化是儿童书籍设计的终极目标，只有做到这

一点，才能发挥其在社会中应承担的积极作用。在这

一过程中，设计者除了要从儿童阅读的基本需要出

发，还要进一步求新、求异、求趣，满足儿童特殊的

生理需求，丰富儿童的体验感受。首先，在形态方面，

儿童书籍的人性化设计主要体现在尊重儿童的力量和

动作协调性上，以迎合儿童的阅读习惯和理解能力[13]。

比如，设计成 24 开和 16 开的开本，在长度与厚度上

精心设计，装订方式也多以骑马订和螺旋环串订为首

选，大大降低了儿童的阅读困难。其次，在材料方面，

儿童书籍的人性化设计多体现在安全、健康、环保的

材料上，如棉织物、合格的塑料等都有着很好的特性，

安全舒适，特别适合作为儿童读物的封面材料，也可

以在内页设计中进行合理应用，以个性化的应用形式

给儿童书籍带来更多的趣味性和安全感。再次，在其

他细节方面，儿童书籍的人性化设计更加显得独特而

丰富。在封面设计中，儿童书籍设计者要从儿童审美

心理出发，以夸张、变形的手法，设计出融知识性、

趣味性、艺术性为一体的形式，满足儿童的阅读心理。

在插图设计上，儿童书籍多遵循童趣、夸张、简洁的

原则，或者采用剪纸、摄影、电脑绘图等多元手法，

配合儿童的视角去进行观察与创作，在寓教于乐中展

现出自身的魅力。在色彩设计上，儿童书籍多采用高

明度与高纯度的色彩，以迎合儿童对明亮、和谐、温

馨色调的喜爱。但是，有时这样的色彩也会给人带来

视觉疲劳，所以，为了实现人性化的设计目的，设计

者也会在其中加入一些中性色，以更加协调的形式展

现色彩的特质，从而使作品更加贴合儿童的审美特征。 

4  结语 

在全球对中国文化日益关注、新媒体高速发展的

当下，儿童书籍设计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不仅肩负

着打破旧有传统设计观念、顺应时代的发展的使命，

更有展现趣味性、互动性、人性化等方面的特殊需求。

为了实现这一设计目的，越来越多的书籍设计者对自

身的设计思维进行升级，以全新的思维和视角去审视儿

童书籍设计。正因如此，才出现了多元化的儿童书籍设

计现象，在成功迎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同时，满足了儿

童读者的个性需求，带来了一场有趣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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