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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育在儿童读物插图设计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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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儿童读物中的插图设计作为一种特殊的插画种类，可以将美育思想以生动有趣的叙事画面

传递给儿童，丰富少儿认知，助其树立良好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从而塑造完整的人格。近年来，由于

国内儿童读物市场的崛起和教育界对儿童美育的重视，使得美育观念在儿童读物插图设计中发挥着愈加

重要的作用。文章从教育学、儿童审美心理学及设计学交叉学科的角度出发，探讨美育在儿童读物插图

设计创意及表现中的重要性。方法 通过跨学科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结合罗

伯特·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论和霍华德·加德纳儿童审美认知发展阶段论的横向对比分析，导出不同

阶段儿童的插图偏好，在了解不同阶段儿童审美心理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探讨美育在儿童读物插图中的

重要作用。结论 希望美术创作者给予儿童审美教育以更多关注，正确引导儿童读物插图设计的方向，

加强对儿童审美能力的培养，更好地从设计学领域出发，传递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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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c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Illustration Design of Children's Books 

JIANG Suping, HE Zhong*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ABSTRACT: As a special type of illustration, illustration design in children's books can transmit aesthetic education 

ideas to children with vivid and interesting narrative pictures, enriching children's cognition, helping them establish good 

emotional attitudes and values, and finally building a complete personality. In recent years,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hil-

dren's book market and the emphasis of education on children's aesthetic education make the concept of aesthetic educa-

tion play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illustration design of children's books. The work aims to discuss the im-

portanc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creativity and expression of illustration design of children's books from the per-

spectives of education, children's aesthetic psychology and design science. Through the methods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literature research, case analysis, combined with the horizont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obert Piaget's theory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 stages and Howard Gardner's theory of children's aesthetic cognitive development stages, the chil-

dren's illustration preferences at different stages were exported.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al charac-

teristics of children's aesthetic psychology at different stag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illustration 

of children's books was discussed. It is hoped that art creato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children's aesthetic education, 

correctly guide the direction of illustration design of children's books,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children's aesthetic 

ability, and better transmit Chinese culture and tell Chinese stories well from the field of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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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读物插图作为一种特殊的插画被社会、学校

及家庭充分使用，它存在于供儿童阅览的纸质或电子

媒介中，以图像形式增加文字的视觉想象和读物的艺

术气息，给予文字以补充说明[1]。优秀的读物插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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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养儿童的审美能力、思辨能力，提升儿童想象力

的空间，绘本大师大卫·威斯纳提到：“图像阅读对儿

童的成长十分重要，与文字阅读不分伯仲。拿走了图

画，就等于剥夺了儿童认知力中的一大块财富，更不

用说那数不清的乐趣了。”[2]与识字多的成年人不同，

儿童看书时的注意力更多是集中在插图上。因此，不

同于其他读物，儿童读物的插图因具有美育因子而应

在其设计过程中被反复地斟酌考量，以顺应少儿群体

的身心发展需要。 

1  美育的含义与儿童读物插图设计的特殊性 

1.1  美育的含义 

“美育”一词最早在 1795 年由德国诗人席勒在

《美育书简》中提出，他写道：“为了在经验中解决

政治问题，就必须通过美育的途径。”[3]而后蔡元培

成为了中国提出美育的第一人，他于 20 世纪初在《哲

学总论》一文中用到了美育概念：“教育学中，智育

者教智力之应用，德育者教意志之应用，美育者教情

感之应用是也。”肯定了美育与智育、德育之间相辅

相成的关系[4]。“美育”也称“美感教育”，是审美教

学与美感教学的结合，目的是通过教育提升人们认识

美、理解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同时，美育也

是新时代培育“五育并举”社会主义青年的重要着力

点。新时代需要从少年儿童抓起，关注到美育是以各

种形式渗透到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此来进行适当

的美感教育，如儿童读物插图设计就需要将美育内化

于其中的一描一绘，注重其对促进儿童个性化与全面

性发展的作用。 

1.2  儿童读物插图设计的特殊性 

1.2.1  儿童读物插图设计受众群体的特殊性 

儿童读物插图设计的特殊性，是由其受众群体—— 
 

少年儿童的特殊性决定的。受众群体的特殊性使得儿

童读物插图设计需要做到以人为本、以美育人[5]。儿

童读物插图的受众是少年儿童，因此从其身心发展特

征出发就成为了必要的设计研究前提，依照皮亚杰[6]

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儿童的认知发展分为：感知运

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

这便要求插图设计者秉承“以人为本”的观念，将受

众群体进行细分，创作适合该阶段儿童理解和赏析的

插画作品。“以美育人”要求插图设计者站在受众审

美教育或审美心理偏好的角度去进行创作，以切合

该阶段儿童的读图需求。霍华德·加德纳 [7]将儿童

审美认知发展划分为：婴儿知觉期、符号认知期、

写实高峰期、写实终结和审美感受初期、审美参与

危机期。因此，基于不同阶段儿童的审美认知分析

其对插图表现的偏好，从而分众进行插图创作（如

表 1 所示），发挥美育的最大价值，使儿童通过欣赏

插图提升对美感的认知、对文化的认同，帮助儿童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这是设计者需要反复思考研

磨的。 

1.2.2  儿童读物插图设计传输形式的特殊性 

儿童读物插图设计的特殊性，也由其传输形式的
特殊性决定。儿童读物插图设计是以平面插图为载
体，对受众进行相应内容的视觉传输，儿童从插图设
计中感知的审美教育是潜移默化的。因此，要重视儿
童读物插图设计的审美价值取向[8]。儿童在审美意识
不够完全的情况下，插图的美育引导至关重要，好的
插图设计应对标相应阶段儿童的审美偏好，培养儿童
审美个性，调动儿童丰富情感，帮助儿童塑造具有独
特风格的审美价值取向。然而设计者在创作的过程中
要防止插图设计过分个性化，儿童读物插图设计需要
站在该阶段儿童的美育角度进行相应的设计，要培养
儿童的审美认知和独特个性，而并非一味地彰显设计
者本人喜好的风格特性。 

表 1  依据皮亚杰及加德纳相关理论分析儿童对插图的偏好 
Fig.1 Analysis of children's preferences for illustrations based on Piaget's and Gardner's relevant theories 

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论 加德纳审美认知发展阶段论 不同阶段儿童的插图偏好 

儿童认知 

发展阶段 
表现特征 

儿童审美 

认知发展阶段
表现特征 形象、色彩、构图、风格等方面 

感知运动阶段 

（0～2 岁） 

依 靠 感 知 动 作 适

应外部世界，构筑

动作格式 

婴儿知觉期 
（0～2 岁） 

能够注意光源，趋

向明暗对比强烈的

物体，有了人像偏

爱 

对图像、造型、语言尚未形成认知 

喜爱鲜艳的颜色，对灰色、深色没有强烈偏好

趋向于有组织的排列形式 

不存在特定喜爱的画面风格 

前运算阶段 

（3～7 岁） 

从 具 体 动 作 中 摆

脱出来，可凭借象

征 性 格 式 在 头 脑

进行表象性思维，

具有符号思维 

符号认知期 

（3～7 岁） 

开始掌握图像、声

音、手势、数字、

语言和形式等多种

符号的意义，联想

力丰富 

偏好将动物或无生命物体拟人化造型语言

的图画形象 

可正确辨认颜色并产生冷暖、轻重感知，偏

爱高纯度颜色 

构图理解多为基于表面关系的罗列、并列和

散点式 

暂且不能辨别作品的具体风格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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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论 加德纳审美认知发展阶段论 不同阶段儿童的插图偏好 

儿童认知 

发展阶段 
表现特征 

儿童审美 

认知发展阶段
表现特征 形象、色彩、构图、风格等方面 

写实高峰期 

（8～9 岁） 

拘泥于写实原则，

并以此为尺度来判

断艺术品优劣 

对形象明暗、比例及符号表现有敏锐判断，

偏爱写实效果 

对明度、纯度、饱和度低的色彩产生兴趣，

有色彩联想性 

理解画面中的运线、视角、运镜等构图手法

对表现风格有辨知能力并受到题材、文化及

个人偏好影响 具体运算阶段 

（8～11 岁） 

思维产生可逆性，

依 照 形 象 进 行 逻

辑分析，具有独立

思考能力，放弃自

我中心 
写实终结和审美

感受初期 

（10～13 岁） 

学会合理地背离写

实原则，开始注意

形式技巧及形式本

身的表现色彩 

有审美、审丑能力，在写实基础上将形象拟

人和夸张化 

已能理解色彩搭配、线条排列、构图设置、

亮暗对比等艺术语言 

逐渐喜欢不同风格的艺术家，对非再现性绘画

产生兴趣，追求特定效果所带来的情绪体验

形式运算阶段 

（12～16 岁） 

思 维 能 跳 脱 具 体

事物束缚，将内容

与形式分开，进行

抽象逻辑思维 

审美参与危机期

（14～20 岁） 

因美感批驳力提升

而 出 现 创 作 倦 怠

期，因认可“审美

趣味无争辩”而忽

略美术作品中特定

价值的意义 

艺术审美的敏感性和批判性都有所增强，

对插图的形象造型、色彩、构图和表现风

格喜好因个体差异而产生区别 

 
1.2.3  儿童读物插图设计内容导向的特殊性 

儿童读物插图设计的特殊性，还由其内容导向的

特殊性决定。儿童读物的插图设计因其育人属性而需

要做到内容正确、调性正向，应进行严格的把关。首

先，要重视儿童读物插图设计的知识价值取向。英国

著名教育学家斯宾塞 [9]在其论文《什么知识最有价

值》中提出“有助于个人完美生活的知识是最有价值

的知识”。智育是教育活动的基础环节，要做到以美

启真，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必须具有正确和丰富的知

识。因此，无论是将知识作为目的，还是将知识作为

手段，设计者都需要严谨地呈现插图中的知识内容，

以防止知识性错误。此外，要重视儿童读物插图设计

的道德价值取向。中国民主革命教育家蔡元培[10]将美

育思想的出发点归结为“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

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他认为“美育是完全人格的

塑造”，优秀的儿童读物插图内容除了要重视以美启

真，还需要以美引善，要将思想品德教育寓于其中。

因此，设计者在创作插图的过程中要保证其调性是积

极正向的，是传播真善美的。 

2  美育在儿童读物插图设计创意中的重要性 

2.1  美育思维有助于明确儿童读物插图的受众诉求 

由于儿童读物插图是给特定受众——少年儿童 
 

观看的，因此要在插图的创意设计中发挥美育思维的

引导作用，以满足儿童特定的诉求。丰子恺[11]曾说：

“世间万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够最直接地看到。”

他认为保持童心很重要，儿童人格完整才是真正的

人。这种美育思维与李贽的“童心说”有异曲同工之

处[12]。插图设计的创意不仅要贴合儿童的喜好，还要

站在儿童的角度看待万物，更要保留住儿童的童心，

在丰子恺及其私淑弟子卞家华的儿童漫画作品（如图

1～3 所示[13-15]）中，儿童的心态、生活与视角常常

是漫画的创意题材，他们将平实的文字融入纯真的画

风，尝试站在美育思维的角度赋予插图以童心，在插

图中呼吁要注重儿童教育，保护儿童的活力与朝气。

这样的内容正贴合儿童的读图需求和喜好。 
 

 
 

图 1  丰子恺儿童漫画《拉黄包车》 
Fig.1 FENG Zikai's children's comic "Pull a Ricksh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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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丰子恺儿童漫画《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 
Fig.2 FENG Zikai's children's comic "A Bao Has  

Two Legs, the Stool Has Four Legs" 
 

 
 

图 3  卞家华儿童漫画《飞机穿洞》 
Fig.3 BIAN Jiahua's children's comic "Aircraft Perforation" 

 

2.2  美育思维有助于确定儿童读物插图的设计定位 

不同于普通读物，在美育思维引导下，儿童读物

插图设计者需要对其设计定位进行综合考究。杜勃罗

留波夫的美育观认为：儿童读物不仅要启发儿童想象

力，还要能促进儿童思维的发展、激发儿童求知欲，

更要塑造他们的道德情操，使他们具有热爱“真善美”

的高尚品质[16]。因此，插图设计者要依据“真善美”

的美育思维来确立相应的设计定位。优秀的儿童读物

插图内容应以适当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帮助塑造儿童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传递“真善美”。张乐

平先生将这种“真诚、善良、美好”的美育品质寓于 
 

《三毛流浪记》叙事画面(如图 4 所示[17])中，故事内

容以通俗易懂的多格漫画为表现形式。这样的设计定

位有助于引导儿童用正确的方式表达爱与善意，帮助

儿童树立正确的三观，从而达到塑造完整人格的作用。 

2.3  美育思维有助于创新儿童读物插图的设计创意 

审美是快乐愉悦的心理活动，美育是在轻松愉快

的情况下进行的。美育思维可以帮助设计者在构思书

籍设计时将趣味创意加以运用，以达到儿童读物插图

寓教于乐的作用[18]。在儿童的审美心理中，趣味性与

联想性是非常显著的特点。这要求设计师在为儿童创

作插图时要适应儿童的这种审美追求，为他们创作出

有趣且富有想象空间的插图[1]。例如，在儿童读物插

图创作的过程中可以将创意互动形式融入其中，立体

儿童读物《咬秋》（如图 5 所示[19]）的设计者通过对

版面和插图进行巧妙设计[20]，使书籍以倒置、折叠、

翻转等不同的设计创意形式，让儿童换个视角看世

界，培养适龄阶段儿童的几何空间感及创造性思维能

力。此外，为了抓住在幼儿时期所特有的想象力成长

关键期[21]，设计者应赋予插图更多的联想空间，在吉

竹伸介的幼儿绘本《这是苹果吗也许是吧》（如图 6

所示[22]）中，他对一颗普通苹果展开多维联想，在珍

藏儿童好奇心的同时，启发了儿童创新思维并拓展其

想象力边界，是优秀的插图设计创意典范。 

3  美育在儿童读物插图设计表现中的重要性 

3.1  美育意识有助于在形象塑造上采用恰当的造型

语言 

美育的形象性特点要求设计者在插图形象上采

用恰当的造型语言。由于儿童对客观事物的理解还限

制在只能从表象、直观和兴趣出发，他们理解审美对

象、客观事物的主要方式 也只能是形象思维。形象

的创造首先从外观、动态、表情、比例等方面的视觉

表现出发，夸张、变形和拟人化等造型语言是最为常

用的，风格的设定要考虑受众年龄，如低幼图书大 

多采用非写实的风格特征，而写实风格较适合小学中

高年级及初中生群体[23]，插图设计者应当对画面中的

形象进行分众塑造（如表 1 所示）。 

 
 

图 4  张乐平《三毛流浪记》 
Fig.4 ZHANG Leping's "The Wanderings of Sanm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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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谭星祺《咬秋》内页插图设计 
Fig.5 Illustration design for the inside page in  

TAN Xingqi's "Eating Autumn" 
 

 
 

图 6  吉竹伸介《这是苹果吗也许是吧》内页插图设计 
Fig.6 Illustration design for the inside page in SHINSUKE 

Yoshitake's "Is This an Apple, Maybe" 
 

同样是进行了拟人化塑造的主形象，在幼儿绘本

《做最勇敢的自己》（如图 7 所示[24]）中的兔子造型

略显简洁、稚拙，在小学中低年级读物《彼得兔的故

事》（如图 8 所示 [25]）中的兔子形象则采用相对细

腻、写实的绘图手法，而在高年级读物《兔儿爷》（如

图 9 所示[26]）中对“兔儿爷”的描绘手法则更加注重

明暗、光影的刻画，耳朵造型凸显夸张化，运用中国

传统着墨造型语言，使儿童能在幽默而富有诗意的情

景画面中体会浓烈的中华文化。 
 

 
 

图 7  妮古拉·金尼尔《做最勇敢的自己》 
Fig.7 NICOLA Kinnear's "A Little Bit Brave" 

 
 

图 8  毕翠克丝·波特《彼得兔的故事》 
Fig.8 BEATRIX Potter's "The Tale of Peter Rabbit" 

 

 
 

图 9  熊亮《兔儿爷》 
Fig.9 XIONG Liang's "The Toy Rabbit Story" 

 

3.2  美育意识有助于在色彩及构图安排上采用恰当

的艺术形式 

美育的感性特点要求设计者在插图的色彩及构

图安排上采用恰当的艺术形式。美育是通过潜移默化

的方式来作用于人的，它没有任何形式上的规定和束

缚，而是让人置身于感性的艺术形式之中，以感性的

方式感化人。因为儿童对固有色的认知晚于对形状的

认知，所以在创作儿童读物插图时，色彩的选择余地

就比较大[27]，要更多地使用该年龄段儿童较为敏感的

色彩（如表 1 所示）。 

在幼儿绘本《神奇的色彩女王》（如图 10 所示[28]）

中，设计师采用了处于“前图式期”阶段儿童喜爱的

高纯度红、黄、蓝、绿色。而设计师在小学儿童读物

《荷花镇的早市》（如图 11 所示[29]）中则采用了“图

式期”阶段儿童偏爱的较低饱和度色彩，并通过与个

别处高纯度色块的对比强调了主体人物的位置，使主

体要素在画面中轻松地脱颖而出。除此之外，设计者

若想将美育意识或创意表现更清晰地传达给受众，也

需要恰当地利用画面构图（如表 1 所示）。绘本《沙

丁》的插图设计（如图 12 所示[30]）运用了 S 形构图、

散点构图和水平构图，描绘了沙丁鱼被大面积污染直

至消失不见的故事。设计者采用大幅跨页，引导读者

视线向一定方向运动，通过点、线、面的律动串联画

面各要素，形成有机的图文画面关系，帮助儿童潜移

默化地感受美、感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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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尤塔·鲍尔《神奇的色彩女王》 
Fig.10 JUTTA Bal's "The Magical Queen of Color" 

 

 
 

图 11  周翔《荷花镇的早市》 
Fig.11 ZHOU Xiang's "Morning Market in Lotus Town" 

 

 
 

图 12  刘媛《沙丁》 
Fig.12 LIU Yuan's "Sardine" 

 

3.3  美育意识有助于在画面整体效果上采用恰当的

表现风格 

美育的独创性特点要求设计者在插图画面整体

效果上采用恰当的表现风格。个性和风格是艺术作品

的灵魂，儿童读物插图也需要有它的风格特征。所谓

个性，无非就是画面中所显露的，创作者的性灵，中

国人称之为心胸。如果缺乏个性，插图本身也就平凡

无奇了。韩愈的美育观认为：“审美不仅有主体情感

因素，还要有相应的审美形式，只有选择了恰当的表

现媒介和风格，才能创造出好的作品。[31]”不同于幼

儿，小学中低年级的儿童对画面的表现风格具有一定

的辨知能力，而中高年级已能明显区分素描画、中国

画、油画、水粉画的技法特征，设计者在发挥个性风

格的同时需要考虑该年龄段儿童的图画风格认知水

平（如表 1 所示），在展现个人风格的同时培养儿童

个性审美能力，对儿童进行正确的美育情感引导。 

小学低年级儿童读物《爷爷变成了幽灵》（如图

13 所示[32]）中创作者全篇采用了写实素描风格。这

种表现手法也贴合儿童日常的绘图创作习惯，即儿童

自幼更多地运用铅笔或彩铅进行绘画。除此之外，处

于该阶段的儿童偏爱写实风格，他们希望一切看起来

都像“真的”[33]。依照该特性，插画设计者将人物和

场景描绘得更加写实并符合常规比例。而在中高年级

儿童读物《洛神赋》（如图 14 所示[34]）中，创作者将

中国传统线描、水墨风格与现代的漫画技艺融合，用

稍显失真的比例构建出了具有中国传统意味的绮丽 
 

 
 

图 13  金·弗珀兹·艾克松《爷爷变成了幽灵》 
Fig.13 EVA Eriksson's "Grandpa Turned into a Ghost" 

 

 
 

图 14  叶露盈《洛神赋》 
Fig.14 YE Luying's "Luo Shen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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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尝试通过奇异的视觉画面使美术教育走在儿童

发展的前面，以充分发挥出“最近发展区”的作用[35]。

儿童可以在欣赏图画的过程中丰富美感认知、更新艺

术体验、拓宽创作空间，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独

特美学体验。 

4  结语 

美育不仅体现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也体现国

民的审美水平，还体现国家文化软实力，其对儿童读

物插图设计有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对设计工作者

也有着较高的专业、文化和道德素养要求。在“文化

强国”“文化自信”战略下的今天，面对西方强势文

化的冲击，要对少年儿童的美感教育给予更多关注，

加强对儿童审美能力的培养，传递中国文化，讲好中

国故事，这是国家的重大需求，也是艺术设计工作者

的重要使命。因此，要让更多的插图创作者重视美育

对儿童读物插图设计的重要导向作用，拓展插图创意

方案，创新插图表现形式，落实到插图形象塑造、色

彩及构图安排、画面表现风格等内容上，满足儿童品

德培养、审美提升、智力开发等多维度的美育需求，

为中国儿童的美感教育、中国原创儿童读物的插图设

计注入更多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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