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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思考：

这本无字绘本是如何传情达
意的呢？为什么会受到儿童
的喜欢呢？



一、儿童性

任务一 绘本的艺术特征

儿童处在生理机能不断发展的特殊时期，认识和思维的发

展水平都不完善，所以在审美偏好与心理认知方面都与成人有

着较大的差异。这就需要创作者以儿童的情感需求和认知发展

作为考量标准，创作出的绘本符合儿童的接受心理与阅读习惯。

对于儿童来说，表现童心、童趣的主题也最容易引起共鸣。

因此创作者往往会以儿童的视角观察世界，将儿童自然而然流

露出的天真坦率的个性和可爱逗趣的特点进行艺术的再加工，

然后融合自身的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以符合儿童欣赏趣味的

方式进行创作。这就使得绘本的人物塑造和情节设置都蕴含着

浓厚的童心和童趣，以儿童特有的稚拙美感染着读者。



二、欣赏性

绘本是文学和绘画的结合体，同时具有文学艺术和绘画艺

术的价值，是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绘本不仅文字简洁凝

练，图画精致和谐，而且构思新颖、风格独特、情境生动，处

处彰显着创作者极高的艺术水平。因此，欣赏一本优质的绘本，

就是在欣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在作家创造的艺术世界里感受

真、善、美的熏陶。



三、传达性

绘本将原本以听觉传达为主的儿童文学通过图画转化为视

觉传达为主，听觉传达为辅的全新传达模式。在绘本中，图画

可以直观地向读者展示事物的外形与特征、人物的样貌与性格、

故事的发展与氛围，利用色彩、颜料、线条、视角等绘画要素

烘托故事的情境。



四、教育性

任何绘本都有自己的主题和思想，作者以文字语言和图画

语言为媒介，将思想、情感以及价值观传达给读者。儿童阅读

绘本就是一个接收信息的过程，绘本自然而然就具备了教育性。

但是好的绘本往往脱离了枯燥无味的说教，将“真善美”蕴藏

在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里，像春风细雨一般“润物细无声

”，滋润着孩子的心灵。



一、以有无叙述文字分

任务二 绘本的种类

（一）有字绘本

有字绘本是最常见的图画书，由文字

和图画共同完成叙事任务。在有字绘本中，

虽然文字和图画在不同绘本中所承担的叙

事分量不同，但是二者都会为了故事叙述

而努力。



（二）无字绘本

无字绘本并不是绘本中完全没有字，

而是没有叙述文字，靠画面语言来讲故事。

因此无字绘本中的图画承担了全部的叙述

职责，这就要求“无字书的图画就必然具

有更多的解说性，能让读者透过图画看懂

故事。”无字绘本对于儿童来说，是一种

非常理想的读物。因为没有文字，因此不

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不同语言的儿童

都可以沉浸在作者创造的世界里，不用担

心二次翻译所造成了趣味流失或者意味更

改。

完全无字绘本

正文完全无字

几乎无字绘本

存在少量文字，无叙事作用，
只是以辅助的形态出现



无字绘本如何叙事

在无字绘本中由于缺少叙事性文字的连接，就需要作者以特殊的视觉叙事方式代替

文学叙事，将一幅一幅独立的图画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故事结构。

分割小图 序列成像 更换景别



二、以叙事性强弱分

任务二 绘本的种类

（一）故事类绘本

故事类绘本是由一个故事贯穿始终的绘本，其图、文要共同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故事

类绘本是绘本创作的主流，因其内容生动有趣契合儿童的认知特点，受到广大儿童的喜爱。



（二）散文类绘本

这类绘本没有集中统一的故事情节，内容多是围绕某一中心的散文式的罗列。散文类绘

本写作手法多样、语言带有浓郁的抒情意味，虽然在故事性上比不上故事类绘本，但是往往能

够以真挚的感情、优美的意境获得读者的喜爱。例如《我爸爸》

 



三、以素材来源分

任务二 绘本的种类

（一）原创绘本

  原创绘本既可以是故事和图画由一个作者独立完成，也可以先有故事再请插图师进行图画创

作，所呈现的图、文都是没有来源可参考，完全靠作者的创造想象产生，为了绘本而专门创作的。

例如《疯狂星期二》、《我爸爸》、《没有耳朵的兔子》都是原创绘本。



（二）改编绘本

  改编绘本指的是根据现有的文本或绘画等各种文献资源，为文

本配图画或者为绘画配文而重新编创的作品，是对现有资源的重新

诠释。改编也是艺术创作的方式之一，同样具有原创性，但它是部

分原创。常见的改编绘本多是将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民间童谣等

进行文图的再创作，这就要求在故事文本的改编上，能够将民间素

材转化为适宜儿童欣赏、符合儿童认知水平的故事，还必须保留民

间素材的“原汁原味”；在图画的创作上，能将中国的绘画元素与

儿童审美结合起来，呈现出浓郁的中国风味。



ü 在形象设计上，民间故事中老夫妻的形象是模糊的，

基本上是一带而过，这很符合民间故事的叙事节奏，

不做细致的描写，重视情节的发展。但是在绘本中，

作者为王老汉夫妻设计了既有传统特色，又亲切可

爱的形象。

ü 在配色上讲求中式水墨画般的淡雅和谐，将明亮色

调集中在老太婆的衣着上，使得整个画面清淡而不

失活泼。背景是大片干净素雅的白色，没有复杂的

构图，留出足够的空间给小偷和老虎在画面里“上

蹿下跳”出尽洋相。

http://5vyk.5d6d.com/
http://5vyk.5d6d.com/


一、立体绘本 

任务三 绘本的特殊形式

在众多新型绘本中，立体绘本以其采用三维立体形式展现故事的内容而尤为受到儿童喜爱。儿童

立体书籍作为传统书籍拓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以纸上为创作载体，而内容却不仅仅表现为在平面

载体上所呈现出的图文页面，还包括利用纸张间可以相互连接、穿插进行新的组合构建，来形成就有

多层次、多角度的三维立体空间造型。当儿童阅读立体绘本时，翻开个别页面，画面会呈现出立体的

效果，显得更加形象直观。具有益智玩、教具的属性的立体绘本相对于传统绘本来说，更能吸引孩子

的兴趣。



（一）折页结构设计

      折页结构是立体绘本中最早被使用的设计形式，既可以在平面页面上附“对门折页”营造“开

门、开窗、开柜”等“发现”效果，也可以通过“增加页面型折页”来营造趣味与惊喜，不管是哪

一种折页结构设计，都需要读者自己去发现隐藏的内容。

1. 对门折页顾名思义，这种折页设计就像开门一样，从中间向

两边打开，从而展现折页遮挡的内容，最常见的应用就是“开

门”、“开窗”。



2.增加页面型折页

与对门折页不同的是，这种折页只能从一个方向翻开，或是在

垂直方向增加折页，或是在水平方向增加折页，折页数量从一

页至几页不等，折页设计根据绘本内容而变化。



（二）翻拉结构设计

      翻拉结构主要利用平面纸张产生的变化制造互动性效果，可以通过拉动、推动页面中局部设计

来营造变化。翻拉结构的互动性非常强，需要读者亲自动手推动剧情的发展，能够充分满足了儿童

的好奇心与参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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