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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书籍设计在情感化设计理念影响下所表现出的发展趋势及其具体的设计策略。方法 从

书籍设计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问题，引入情感化设计来对书籍设计进行影响，深入分析情感化设计的含

义及其对读者的情感在本能水平、行为水平和反思水平的深刻把握，并以此为基础，分析情感化设计在

书籍设计中必须重视视觉、材质和造型等细节，然后将视线聚焦于儿童读者群体和老年读者群体进行具

体的情感化书籍设计，进一步明确情感化书籍设计的发展方向。结论 书籍的情感化设计能够赋予内容

以更加多样的表现形式，在满足基本的书籍功能需求的同时，满足读者的心理需求，让书籍展现出更加

独特的魅力，实现合理化、多元化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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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Design Based on Emotional Perspective 

LU Ya-ran 
(Zhengzhou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specific strategies of book desig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al design concept. From the deficiency in the book design development, the influence and penetration of emo-
tional design on book design were introduced. Then, the meaning of emotional design was deeply analyzed and the pro-
found understanding of readers’ emotion in instinct level, behavior level and reflection level was investigated. Based on 
this, the vision, material and modeling details that emotional design must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book design were ana-
lyzed. Focusing on children readers and elderly readers, the application of emotional book design was explored to further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path of emotional book design. The emotional design of books can give the content 
with more diverse forms of expression and meet the psychological needs of readers while meeting the basic needs of the 
book function, thus making the books show more unique charm and realizing rational and diversified long-term develop-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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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书籍设计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十分突出，但由

于现今图书市场基本饱和、电子书籍开始出现等因素

的影响，我国的书籍设计仍然存在着设计观念落后、

形式固化、功能单一等问题，难以满足读者的多样化

需求。面对这一现实，“情感化设计”开始获得重视，

越来越多的设计者将这一理念融入书籍设计中，从中

寻求合理的表达方式，激发人们对书籍潜在的情感需

求。在融合的过程中，鉴于书籍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商

品，其情感化设计必须能够与读者实现共鸣，而这就

需要设计者从更高的层次着手，结合读者群体在本能

水平、行为水平和反思水平等层面的情感需求，来展

开书籍情感化设计及读者关系的研究，并结合实际去

探寻更加理想的设计方式[1]。这是一种机遇，更是一

种挑战，既是书籍设计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是现代工艺

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从各个层面进行综合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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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情感化书籍设计概述 

情感化设计是指设计师结合人脑的情感水平进

行针对性设计，从而使产品与目标消费群需要的态度

或体验相符，产生一种情感的驱动力，并作用于产品，

使产品的价值增值[2]。从其产生根源看，这种设计是

人类本能的需求。只是在发展过程中，人们对设计的

情感需求不断提高，且不同时期的人们普遍有着不同

的情感需求，因此情感化设计才得以更好地发展壮

大。随着当前社会进入多元化的发展阶段，人们的情

感化需求也更加多元，如何满足人们的情感化需求，

毫无意外地成为设计师面临的问题之一[3]。 
情感化设计多用于工业产品设计、游戏设计及软

件开发等领域，且书籍设计就是其中的代表性领域之

一。书籍的本质并不是单纯的商品，而是传递文化。

鉴于此，在对书籍进行情感化设计时，设计者必须将

这一设计理念融入人们的本能水平、行为水平和反思

水平的情感之中[4]。第一，本能水平。出现在意识和

思维之前，强调的是即刻的情感效果。在本能水平的

设计更加注重书籍外观，要做到看着好看，摸着舒服，

让读者在看到书籍的瞬间便对书籍产生强烈的本能

反应，形成愉快的视觉初体验。第二，行为水平。功

能、易懂性、可用性和物理感觉是设计者必须思考的

内容。这就要求设计者不仅要对封面、版式、插图及

内文的编排进行设计，还要对开本、装订、纸张、甚

至是字体和字号进行选择，以全面性的思考助力书籍

设计的情感化效果的实现，帮助读者扫除阅读上存在

的各种障碍[5]。第三，反思水平。该层面强调对读者

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因此需要设计者对读者的意

识、理解、情感及文化背景进行综合思考，帮助读者

准确把握书籍在内容上就已经具备的某种情感，并在

阅读后将这种情感不断延伸，形成一个更为完善的反

思系统。只有把握好这三个设计层面，才能将书籍设

计的情感化发挥到极致，实现理想的设计效果，给读

者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 

2  情感化书籍设计的主要方向 

在书籍设计中，文字、图形、色彩和编排等元素，

毫无疑问是信息得以传递的有效载体。将这些元素进

行合理设计，从视觉、材质和造型等方面，使读者获

得更高的信息吸收率。 

2.1  视觉强化 

一个愉悦的视觉享受的阅读过程，是书籍设计的

首要追求。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设计者多会通过色

彩、文字、图形、造型等基本要素进行情感的传达，

以此与作者的思绪形成一种思路，并引导读者沿着这

一思路产生特有的视觉情感印象，品味其中的文化之

美、设计之美[6]。一些儿童类图书封面设计就会利用

图形对客观对象进行具象化描述，这种简单明了的图

形总是可以轻松吸引儿童读者的目光。 

2.2  材质表现 

触觉的重要性在书籍设计中可以与视觉相提并

论。为了利用触觉给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设计者会

通过不同材质呈现不同的肌理，无论光滑、柔软还是

粗糙、沉重，都是触觉的形式表达，进而将之前的视

觉体验在触觉的作用下进行印证和升华，带来更加美

好的阅读体验[7]。比如，纸质肌理的书籍可以进行毛

边处理，凸显手工特色，给人以随意真实的触感体验；

树皮肌理的书籍可以展现天然和古朴的感觉，让人从

内心愿意亲近。这就是不同质感的材料所赋予书籍设

计的不同的情感表达。 

2.3  造型魅力 

视觉的丰富和触觉的升华都给予了书籍设计不

同的情感体验，而造型的魅力则在更高的层面实现了

情感表达[8]。无论是平面立体书籍还是纯立体书籍，

都讲究对阅读方式的拓展和视觉空间的延展，力图实

现层次感、空间感的设计目标。以立体书这一形式为

例，其阅读形式追求操作性和互动性，里面设置有精

妙的机关，能够引发读者的想象力，增加整体的视觉

与阅读体验。 

3  情感化书籍设计的具体策略 

情感化视角下的书籍设计并不按常规出牌，其追

求一种新的设计观念和思维的具体物质呈现，强调对

书籍形式的丰富和功能的延展，力争实现书籍与读者

的对话。在这一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便是面向儿童

群体和老年群体的书籍设计，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

以发现当前情感化书籍设计的具体应用策略和发展

方向。 

3.1  儿童书籍中的情感化设计 

在书籍的设计过程中，面向儿童群体的书籍备受

关注，这是因为经济条件的改善已经使人们对教育的

起点前移，而儿童群体普遍对空间和形状的认知有着

极高的兴趣，他们对世界充满好奇，喜欢发挥天马行

空的想象，正是进行阅读兴趣培养和身心健康引导的

关键期[9]。从这一层面看，儿童书籍的情感化设计恰

恰是培养儿童审美认知的基础，书籍中的故事颜色、

材质以及外形的设计能够调动儿童的兴趣，并让他们

在情感上接受书籍内容，进而提高儿童审美，促进其

情感的发展。立体化儿童书籍的设计，就借助具体的

形式完成了情感的表达，其中所展现的独特的造型、

趣味的场景、新奇的互动以及材质与色彩等细节的丰

富和个性，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儿童群体的目光，勾

起他们的阅读兴趣，并在认知的过程中帮助儿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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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上的满足。 
外形上看，儿童立体书籍常会将翻、拉、拽、旋

转等多种互动形式结合在一起，通过各种结构表现形

式引起儿童的注意，并在翻拉的互动过程中，丰富儿

童的情感体验，使其对书籍产生更大的阅读兴趣[10]。

例如，《小飞侠彼得潘》每一页边上的文字部分都分

有四小页，且翻开后会有立体插图呈现出来与主插图

呼应，整体细节考究，插图巧妙，使儿童在阅读过程

中体验到一种趣味互动性，不仅轻松接受了书籍内

容，还有效提高了他们对绘画的鉴赏能力。 
色彩方面，立体书的情感表达要从儿童的审美特

征和色彩感知层面出发，借助色彩对比搭配，避免大

量使用同一种颜色，使整体达到丰富又协调的色调，

促使儿童在阅读中获得身心的愉悦[11]。因此，儿童书

籍设计中的色彩既要以明快为主，又要讲究一定的协

调，让儿童读者能够借助自己的经验进行判断。 
材质方面，借助对触觉的刺激反应，帮助儿童体

验到阅读的快乐。除了纸质材料外，还可以选择塑料、

布艺等，使书籍本身的层次更加丰富，激发儿童的好

奇心，使其乐于探索。 

3.2  老年书籍中的情感化设计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人口老龄化已十分普

遍。老年群体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有着追赶时代脚步

的强烈愿望，加上休闲时间富裕，因此大多有着很强

的阅读欲望。但从实际来看，无论是传统书籍还是数

字书刊，真正适合老年群体的书籍设计仍然存在大量

空白，难以满足老年群体的阅读需求和实际的市场需

求。鉴于老年群体感官系统老化、记忆力衰退、思维

反应迟缓等现实特征，设计者在以“情感化”设计为

切入点进行书籍设计时，必须针对老年人的实际阅读

需求，总结具体的设计策略[12]。第一，注重实用性。

老年群体消费节俭，加之自身生理因素，因此对实用

性书籍需求很高。设计者在进行书籍设计时要简化不

必要的纹理，突出主体文字，在字体字号、分栏排版、

标题、视觉流程等方面，进行本能层次和行为层次设

计，强调书籍内容的易读性。第二，赋予设计乐趣与

感动。在强调实用性的基础上，设计者要适当结合老

年群体的审美习惯，做到易用、适用的同时，将情感

转化为有形设计，使其在阅读过程中获得愉悦的审美

体验[13]。做到了实用性与审美性的协调统一，便能引

导读者的精神和情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情感化书籍

设计。 

4  结语 

“感人之心，莫先于情。”在书籍设计中，传达情

感一直是书籍的生命力所在，尤其在当前这个强调个

性、快捷高效的背景下，书籍设计必须打破精神和物

质的隔阂，充分扩展设计空间，将单向的平面结构向

多元化方向转化。这就要求设计者必须从情感化视角

对书籍设计进行审视，在本能层次、行为层次和反思

层次上，结合图形、色彩、材质等因素与读者群体的

个性化需求，进行更加丰富的尝试和实践，在挑战自

我的同时，促使现代书籍实现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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