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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利用视觉提示方法解析 ASD（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对绘本角色造型的视觉意象偏好，为
教辅人员及设计师等相关人员提供参考，以便更有效地拓展 ASD 儿童的兴趣范围，提高其主动阅读、

学习的积极性。方法 首先整理目前 ASD 儿童阅读物中具有代表性的绘本，结合 ASD 儿童特点进行视

觉意象分析，收集感性词汇，制作样本。然后基于视觉提示策略制作评分量表，展开实验，结合感性工
学与数量化理论提取视觉意象主因子，最终得到视觉偏好与角色造型的回归关系。结论 基于视觉提示

策略的 ASD 儿童绘本角色造型设计，包含设计中的感性因素和理性因素，能够提升绘本角色造型的趣

味性和干预训练的有效性，使 ASD 儿童获得更深层次的交互体验，提炼出的视觉意象偏好可为后续其
他类型的 ASD 儿童相关产品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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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Modeling Design of ASD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Based on Visual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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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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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ASD children’s preference for visual image of picture book role modeling by visual 
cue method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eachers, assistants and designers, so as to expand the scope of interest of ASD children 
more effectively and improve their initiative in reading and learning. Firstly, the representative picture books in ASD children’s 
reading materials were sorted out, and visual image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SD children, so 
as to collect perceptual vocabulary and make samples. Then, based on the visual cue strategy, a rating scale was made, and ex-
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The main factors of visual image were extracted combined with Kansei Engineering. Finally,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visual preference and role modeling was obtained. ASD children’s role modeling design based on visual cue 
strategy, including the perceptual and rational factors in the design, can enhance the interest of role modeling and the effective-
ness of intervention training, so that ASD children can have a deeper interactive experience. The extracted visual image prefer-
ences can be us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ollow-up other types of products for ASD children. 
KEY WORDS: ASD children; visual cues; picture book roles; visual image 

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SD）是一种发育性障碍，其核心症状是社会交流障

碍、兴趣狭隘和重复刻板行为，多显现于婴幼儿时期[1]。

医学研究表明，对自闭症儿童干预训练进行得越早、

越密集，其康复效果越明显[2]。随着时代的发展，越

来越多的现代技术被运用到自闭症儿童的干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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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闭症儿童的干预方法也从以教师为主导转变为

以自主学习为主[3]。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先天对眼睛

视线方向的探测机制是完好的，缺损的是根据眼睛视

线方向所获得的信息对他人心理状态的判断推测能

力[4]。研究发现，ASD 儿童在视觉信息的加工上具有

独特的优势，将视觉提示策略引入到干预训练中有利

于其更好地发展[5]。 

1  ASD 儿童的视觉认知特点  

Quill,K.A [6]等通过实验发现，自闭症患者通过视

觉渠道所获得的对信息的理解要优于听觉，并且在语

言的理解和运用上表现出对视觉形象的依赖。Simon 
Baron-Cohen [7]通过观察 ASD 儿童对于信息的反应，

发现其对视觉信息更为敏感，并更容易受视觉信息影

响。樊越波[8]通过眼动实验发现，对于不同的颜色、

形状信息，ASD 儿童比普通儿童在信息识别上具有

更大的优势。Diana L.M.Shar[9]研究发现具有动态视

觉提示的多媒体环境对促进儿童语言的理解具有积

极的作用。Cihak D [10]等研究者认为，视觉感知能力

是自闭症患者的突出优势，教育上以视觉提示为主的

训练往往更为有效。 
通过相关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将视觉提示策略

引入到 ASD 儿童干预训练中，有助于提高自闭症儿

童的健康发育，也便于教辅人员更高效地展开各种干

预训练。 

2  绘本角色造型设计 

绘本一词源自日文“えほん”，指以绘画为主，

并附有少量文字的书籍，被认为是“最适合幼儿阅读

的图书”[11]。绘本通过图形表现的方式将抽象的文字

具象化，将图形和现实物体联系起来，运用丰富的视

觉符号使儿童摆脱文字的束缚，产生许多创造性的想

象，激发儿童的探索欲[12]。教育体系中常应用绘本作

为辅助教材。 
绘本以图画形式为主题内容，通过视觉呈现的方

式引导 ASD 儿童感知社交情景、理解社交规则，是 
 

一种高效的干预训练手段[13]。如 Walick 使用绘本教

导学前孤独症儿童情感表达与认知能力 [14]。Mainch
在研究中尝试采用绘本提高 ASD 儿童的集体意识，

发现在固定的环境中实验效果非常明显[15]。郭梦之和

曹漱芹利用绘本对孤独症幼儿生活技能进行干预，结

果表明幼儿不适当行为有明显减少[16]。角色造型设计

作为绘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设计者创造的演

员，担任着演绎故事、推动情节发展、揭示人物性格

和绘本主题的任务。角色的造型会根据绘本故事的需

求来设计，能让读者产生共鸣，有效的角色造型不仅

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往往还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因

此，绘本中的角色造型设计研究对于 ASD 儿童的有

效干预起着重要作用。 
荷兰插画大师迪克·布鲁纳创作的《米菲》系列

绘本，用简单的线条与少数几种颜色（通常为橘、蓝、

黄、绿）塑造了风靡全球的角色造型“米菲”。米菲

造型简洁明快，色彩饱和度较高，甚至被认为是“简

化到了极限”，但却赢得了无数的大奖。美国作家莫

莉·卞创作的《菲菲生气了》是十分著名的儿童情绪

认知绘本，曾获美国凯迪克大奖和夏洛特·佐罗托夫

金奖。绘本中的角色造型生动，如角色生气时眉头紧

锁、嘴角下垂、焦躁不安地跺脚，清晰传达了角色的

生气情绪，唤起儿童的情感共鸣，从而产生潜移默化

的教育。美国作家戴夫·艾格斯创作的《野兽国》是

美国划时代的经典儿童绘本，最初由于其角色造型设

计使用了锐利的线条，有着尖利的牙齿，曾引起争论，

被质疑是否容易让儿童害怕。但由于后来将角色整体

造型中的头身比例调整到约为 1∶2，且脚也都画得

非常大，所以视觉上产生了力量巨大，但笨拙而没有

攻击性的印象，有效地避免了负面情绪的产生，创造

出了形象生动的角色造型 , 全球销量达到一千九百

万册。从绘本角色造型案例（见图 1）可以看出，优

秀的绘本角色造型设计对于绘本的价值提升具有重

要作用，角色造型即使与成人的情感认知不一致，但

如果能够契合儿童的偏好，无论形式如何变化，也会

受到热烈欢迎，因此了解儿童偏好是绘本角色造型设

计的基本原则要素。 

 
 

图 1  绘本角色造型案例 
Fig.1  Samples of role modeling in picture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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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向 ASD 儿童的绘本角色造型偏好实验 

3.1  绘本角色造型样本 

通过走访福利院、儿童康复机构以及特殊儿童医

院，发现目前 ASD 儿童使用的绘本既包括 ASD 儿童

题材绘本，也有普通类型绘本。由于目前市场上专为

ASD 儿童设计制作的绘本较少，结合前期对儿童康

复机构、儿童特殊医院等地的调研统计，并整理国内

外教育网站和市场上销量较高的儿童绘本，共获取三

十一种较为典型的绘本角色造型（见图 2）。 
在前期调研及初选基础上，去掉风格近似及销量

偏低的绘本角色，并邀请三位具备资深儿童产品设计

经验的设计师及两位康复机构教辅人员进行再次筛

选，最终选出六种绘本角色造型作为代表性样本。代

表性样本所在绘本均受到广泛好评，角色造型具有较

高的清晰度，并在形态、色彩设计方面具有较高代表 
 

性，其主要内容信息见表 1。 
 

 
 

图 2  部分绘本角色造型样本 
Fig.2  Samples of role modeling in some picture books 

表 1  实验样本描述 
Tab.1  Description of experimental samples 

角色造型 绘本名称作者/国籍 主要内容 备注 

 

《不可思议的朋友》 
田岛征彦/日本 

改编自真实故事的自闭症题材绘本，

讲诉了“我”和自闭症少年“小安”

相识相知的故事 

曾获第 20 届日本绘本奖大奖作

品 

 

《我在这儿》 
彼得·雷诺兹/加拿大 

关于自闭症孩子追寻友谊的故事，希

望更多的人包容关怀他们 
作者曾获克里斯托弗大奖，是

《纽约时报》的插画家 

 

《母鸡萝丝去散步》 
佩特·哈群斯/美国 

讲述的是母鸡萝丝去散步时遇到狐

狸雷克斯的故事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杂志奖

图画书银奖；美国图书馆学会

年度好书推荐；《纽约时报》年

度最佳童书 

 

《小金鱼逃走了》 
五味太郎/日本 

调皮的小金鱼从鱼缸里逃走了，然后

在窗帘上、花丛中、糖果罐子里、水

果盘里……躲藏 

入选“Bookstart 阅读起步走”、

“宝宝的第一份书单”，连续三

十余年畅销不衰，累计印刷一

百余次 

 

《小红去送货》 
宫西达也/日本 

卡车小红经历各种慌张的路程完成

送货任务 
日本图书馆协会选定图书；日

本童书研究会选定图书 

 

《用火车学对话》 
乔尔·沙乌尔/美国 

将连续的对话与各节火车车厢对应

起来 
作者是 ASD 方向的临床社会工

作者，组织过精神健康疗法的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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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样本造型分析 

将汇总后的样本按照造型相似度进行分类，大致

可分为三类，分别是人物、动物、器物角色造型。将

绘本《不可思议的朋友》、《我在这儿》、《母鸡萝丝去

散步》、《小金鱼逃走了》、《小红去送货》、《用火车学

对话》等在后续实验中分别以 X1，X2，X3，X4，

X5，X6 作为样本代号。样本角色造型设计的主要特

点见表 2。 

3.4  绘本角色造型设计偏好统计 

本次实验初期联系被试十九名，但由于实验时间

较长，且实验过程中需要被试在实验中能够较好理解

教师的阐述，有一定的绘本阅读能力及兴趣，经反复 
 

筛选，最终选定八名年龄范围为 3~6 岁的 ASD 儿童。

他们具有对图形的正常识别能力，能够理解教辅人员

传达的要求并配合。ASD 儿童的家长了解本次实验

的内容和目的，知情并签署了同意书。被试人员的性

别和年龄的具体情况见表 3。 
在心理学家 Osgood 提出的语义差别法（Semantic 

Differential Method）的基础上编制评估问卷，评估问

卷中的量表分为五个等级。在 R.Hughes 和 Levine 提

出的评分标准基础上[13]，结合 ASD 儿童对于图形认

知的特点绘制视觉评分图表，分别以五个分值表示被

试对绘本角色的视觉偏好程度（见图 3）。评分等级

从左到右代表着评分由低到高，最左侧表示评分最

低，最右侧表示评分最高。 

表 2  样本造型特征描述 
Tab.2  Description of sample modeling features 

样本编号 角色类型 角色造型形态色彩特征 角色造型色彩特征 
X1 人物角色 头部比例较大，眼部塑形明显，躯干及四肢短粗；动作僵

硬、角色表情及动作细节少、形态线条不连贯，角色形态

与角色原型（儿童）差异性较大 

色彩饱和度不高，各色系的明度接

近，各部分填充为单色，色彩对比较

强，如黄黑搭配；环境色明度较低 
X2 人物角色 头部比例较大，头发、鼻子塑形明显，形态线条流畅，躯

体轮廓修长，动作自然，神态轻松，角色形态与角色原型

（儿童）差异性较大 

色彩饱和度及明度均较高，各部分填

色渐变层次明显，色彩较为鲜明，环

境色明度高 
X3 动物角色 头和腿的比例有所放大，羽毛进行了简化，翅膀及尾部更

为明显，头部的鸡冠及肉的裙比例进行了放大处理，角色

形态与角色原型（母鸡）差异性较小 

色彩饱和度高，各部分填充为单色，

各色系的明度、饱和度均较高，多用

暖色系色彩 
X4 动物角色 合并头及躯干，简化细节，如省略鱼鳍及鳞片等，轮廓以

简单圆弧为主，鱼尾轮廓夸张，嘴部和眼睛描绘细致，可

体现表情变化，角色形态与角色原型（鱼）差异性较大 

主体采用色彩饱和度及明度均较高

的紫色，眼睛为黑白两色，单色填充，

色彩鲜明；环境色明度高 
X5 器物角色 车头比例较大，车轮比例较小，车灯使用仿生设计，对车

身整体进行简化处理，主要由直线和简单的弧线构成，车

灯的拟人化处理可以体现出表情的变化，角色形态与角色

原型（卡车）差异性较大 

主体采用饱和度、明度不高的红色，少

量使用灰色、白色，环境色明度不高

X6 器物角色 角色为老式火车车厢，外形轮廓以矩形及圆形为主，细节较

多，门、窗、锁、扶梯、车体加强筋、边梁、车钩、转向架

等结构件均有，角色形态与角色原型（老式火车车厢）差异

性较小 

主体采用饱和度、明度不高的黑、红、

蓝等色，车体涂装多使用与主体不同

的黑、白、橙黄等色，环境色（绘本

底色）为白色 
 

表 3  被试年龄情况 
Tab.3  Age of subjects 

年龄分布 被试数 男性 女性 
3~4 岁 3 2 1 
5~6 岁 5 3 2 

 

 
 

图 3  视觉意象评分等级 
Fig.3  Visual image 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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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在幼儿园一间安静的教室进行，为了减少被

试的紧张情绪，实验展开前在教辅人员协调下，与被

试进行沟通交流。然后将被试儿童平均分为三个图形

类型的绘本组，教辅人员在个训教室向被试展示六个

样本，同时介绍不同评分等级图的含义，确保被试了

解评分等级图的含义，然后被试进行自主阅读。实验

完成以后，被试根据实验过程中的视觉意象偏好，勾

选对应的意象评分等级，即根据自身体验在视觉意象

评分等级中进行选择。通过几位教辅人员共同协商，

对实验获得的问卷进行整理分析，最终得到各样本的

评分（见图 4）。 

4  绘本角色造型的视觉意象分析 

对 ASD 儿童关于绘本角色造型的喜好进行分

析，提取相关的视觉意象特点。对具有设计专业知识

的被试进行用户调研。  

4.1  视觉意象偏好分析 

协同三名设计专业且具有图形设计背景的人士，

利用前期筛选出的样本发放问卷并进行调研，有针对

性地选取学习过相关设计学知识的在校大学生，其中

设计学背景的本科生二十九名，研究生五名，通过筛

选最终得到有效问卷三十二份，提取出代表性词汇二

十二个。然后对具有养育教学经验的五名人士进行访

谈，被访谈人员均有较丰富的干预训练经历，组成人

员有家长、教辅人员、康复医师等。最后利用案例分

类法、对照法、控制变量法等对代表性词汇进行筛选，

选出十个典型性的视觉意象特征，并通过 ASD 儿童

对绘本的视觉特征分析得到其视觉偏好（见表 4）。 

4.2  实验数据统计 

通过对前期实验数据的统计，利用 SPSS 软件对

实验进行信度分析，结果显示系数为 0.917，可知实

验具有较高的信度。然后通过 KMO 和 Bartlett 检验

数据，通过 Bartlett 检验发现数据满足实验要求，通

过 KMO 检验得出实验数据为 0.726，较为接近 1，符

合要求，能够进行后续因子分析[14]（如表 3）。 
通过利用 SPSS 软件对绘本角色造型进行意象因

子分析，可以了解角色造型的主因子与初始量的关联 
 
 

性。绘本角色造型的意象因子复负荷见表 6，通过表

6 可知，实验中的主因子成分共同度均超过了 0.7，

有 86%的因子超过了 0.79，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

次实验因子提炼较为有效。 
利用 SPSS 软件得到的因子复负荷可以作为因子

对意象偏好影响的参考，数值越大说明因子的影响越

大。通过数据统计可以得到，第一个意象主因子为

8.217，第二个视觉意象主因子为 2.548，第三个视觉

意象主因子为 2.403，三个视觉意象主因子占总贡献

的 86%，可以看出它们三个主因子能够较好地对意象

偏好进行解释。 
为了更明显地展示各因子间的区别，结合最大变

异法对视觉意象因子进行分析，可以得到碎石图，见

图 5。由于碎石图是按照因子特征值大小进行排列的，

从图 5 可以看出折线在第四个因子处形成较为突出

的变化，所以可以保留前三个因子来对变量进行较好

的解释。 
通过实验得到的视觉意象词语体现了 ASD 儿童

的认知特点，主因子的方差承载着对总变量的贡献，

体现了主因子对视觉意象偏好的解释作用。实验最终

得到的三个主因子负荷值，体现了它们对视觉意象的

影响程度。从表 4 中可以知道三个主因子的总贡献度

为 86%，为得到视觉意象因子的关系模型，参照公式

对三个主因子进行分析，以便得到第 n 个意象因子对

视觉意象偏好的权重值 ωn，σn 为第 n 个主成分的因

子复负荷[17]。 

 

 
 

图 4  角色评价得分统计 
Fig.4  Role scoring statistics 

表 4  绘本角色造型视觉意象偏好分析  
Tab.4  Analysis on the preference of visual image of role modeling in picture books 

意象词语 视觉意象特征 意象词语 视觉意象特征 

1 新奇 形态变化多，原型相似度低 6 圆滑 外轮廓线中多采用曲线 

2 平滑 形态构成较完整，断续线条少 7 突变 整体造型中有较明显的局部变形 

3 精细 形态细腻，各部分细节多 8 鲜明 轮廓清晰，色彩对比度高 

4 均匀 造型各部分比例协调 9 渐变 造型富有韵律感的变化节奏 

5 生动 造型动感，色彩饱和度、明度高 10 规律 各部分相同形态元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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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KMO 及 Bartlett 分析结果 
Tab.5  KMO and Barlett analysis results 

KMO 检验数据 0.726 
近似卡方 293.371 

自由度 126 Bartlett 检验数据 
显著性 0.000 
 

表 6  绘本角色造型的意象因子复负荷 
Tab.6  Complex load of image factors in role modeling of picture books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组成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1 8.217 46.852 48.537 8.217 48.537 47.223 6.547 35.223 35.615 
2 2.548 16.852 71.363 3.348 28.987 62.237 4.225 21.237 58.638 
3 2.403 16.315 86.081 2.490 12.588 87.226 3.305 14.332 88.257 
4 0.774 4.367 88.075       
5 0.757 4.262 91.335       
6 0.392 2.115 93.430       
7 0.327 1.635 96.965       
8 0.284 1.785 97.351       
9 0.208 1.836 99.166       

10 0.774 1.967 100.000       
 

 
 

图 5  视觉意象因子碎石图 
Fig.5  Stone map of visual imag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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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通过基于视觉提示的实验，并结合 SPSS 软件对

数据进行分析，能够取得 ASD 儿童对于绘本角色造

型的视觉偏好[18]。通过因子分析可以看出，第一个视

觉意象主因子所包含的成分大都与绘本角色形态外

轮廓的视觉认知有关。实验过程中，ASD 儿童评分

较高的绘本角色造型大都具有较为鲜明的色彩，造型

中使用连续的弧线较多，整体造型简明而富有视觉冲

击力。鲜明、圆滑、平滑、秩序等是具有代表性的词

语，复负荷较高，综合考虑后将第一个意象主因子命 

名为“卡通”。第二个视觉意象主因子所包含的成分
大都与角色造型细节的视觉感受相关。实验过程中，
ASD 儿童偏好角色造型的各部分比例较为协调，突
兀、生硬的色块和形体所占比重少，具有较多的细节。
均匀、渐变、精细等为具有代表性的词语，复负荷较
高，综合考虑后将第二个意象主因子命名为“精致”。
第三个主因子所包含的成分主要与角色造型的改变
相关，造型活泼，具有动感，局部形态往往较为突出，
色彩明度较高。突变、新奇、生动等是具有代表性的
词语，复负荷较高，综合考虑后第三个意象主因子命
名为“夸张”。 

在上述实验分析基础上，设定 ASD 儿童对于绘
本角色造型的视觉偏好度为 Z，视觉意象中的第一个
主因子“卡通”为 Y1，第二个主因子“精致”为 Y2，
第三个主因子“夸张”为 Y3。通过对视觉意象偏好的
数据分析，结合数量化理论，可以得到基于视觉提示
的绘本角色造型的 ASD 儿童三个主意象因子关系模
型：Z=1.37+0.761×Y1+0.394×Y2+0.273×Y3。ASD 儿童
对于视觉信息的观察较为敏感，如果在干预训练过程
中将视觉提示作为主要方法，能够更好地促进其学习
主动性。利用视觉提示策略与数量化理论的分析方
法，对绘本角色造型特点进行解析，能够提炼 ASD
儿童的视觉偏好，结合感性工学能够得到 ASD 儿童
的视觉意象因子回归模型。在此基础上可把 ASD 儿
童的视觉意象偏好与绘本角色的形态、色彩关联起
来，为教辅人员及设计师等相关人员提供参考。以便
后期更好地整合各种视觉提示信息，展开较好的干预
训练，有效提高 ASD 儿童的学习兴趣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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