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绘本与幼儿教育

【内容导航】

什么是绘本? 绘本是儿童最好的伙伴,每个孩子的童年都少不了绘本的陪伴,绘

本中有趣的人物形象、奇思妙想的故事情节会带给幼儿新的认识。每个幼儿园教师在

工作中一定会接触很多绘本。本章将带领读者进入多元的绘本世界,探寻绘本与幼儿

教育的关系。

【学习与实践目标】

  • 认识绘本,知道绘本的内涵。

• 了解绘本的起源和发展。

• 知道绘本的结构、分类和主题。

• 知道绘本的教育价值和表现形式。

• 理解并掌握绘本在幼儿教育中的运用。

【知识框架】



第一节 多彩的绘本世界

一、认识绘本

(一)什么是绘本

 什么是绘本

绘本(picturebook)也称图画书,是儿童最早接触的读物。幼儿绘本是

指以学龄前儿童为读者群体的图画书,一般页数不多,30页左右;绘本的开

本大小没有固定的规格;通过图画和为数不多的文字(有的甚至没有文字),

讲述一个故事或者主题或传达一种思想。绘本包含图画、文字、故事、主题等基本元素。可

以说,绘本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表达样式,作者们通过丰富多元的图案、造型、颜色、线条

等,运用不同的页面设计、装帧设计,经由绘画和语言的构思与形式表达,富有创意地向读

者呈现信息、传递思想。因此,可以将绘本界定为以图画或者图文为媒介来表现故事,呈现

主题,传达情感、思想和用意等,是具有多重属性的艺术样式。

有图画或者有图文就一定是绘本吗? 答案是否定的。绘本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涵盖

的形式和领域非常广泛,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但并非所有带图画的读物都可以称为

绘本。带图画的读物中既有以图画叙述故事为主的图画书,也有以文字叙述故事配以插图

的插画书,还有一个字也没有只靠图来讲故事的无字书等多种类型。

(二)绘本的特质

1.绘本是图画或者图画和文字的组合

图画往往在绘本中占据了一定的空间优势,对故事或主题的表达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文字虽然占据的页面空间不如图画大,但作为表达的主体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绘本中图画和文字的关系复杂而迷人

国内外的学者们关于绘本中图文两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都有过探讨。有一种说法是

图画和文字是“共存”的关系,但更多的人认为绘本中文字和图画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

关系。绘本通过图和文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来传达信息、表达思想,而非仅仅依靠某一

方面(当然,无字书除外)。玛利亚·尼古拉耶娃等将图画和文字的关系分为对称、加强、补

充、对应、矛盾五种关系。苏菲·范德林登认为图文关系可以划分为冗余、合作、分离关系。

乔安妮·金在《儿童文学的叙事符号》中提到,图画书的语言视觉关系有五种类型:①文本

和图画是对称关系;②文本靠图画来说明;③图画增强文本的内容;④文本承载主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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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可有可无;⑤插画承载主要信息,文本可有可无。①

3.绘本没有固定的规格或版式

绘本的表现形式丰富多元,图文设计、内部结构和呈现方式都有着形式万千的变化。

一本优秀的绘本不只是具象地呈现文字和图画,绘本中页数的安排、页面的布局、信息的传

递、图文位置的排列,甚至开本大小、纸张选择等都会影响到绘本的意义表达。因此,读者

在阅读绘本时需要全面感知绘本,体会作者在绘本中传递的思想、主旨和用意。

二、绘本的起源和发展

(一)早期的图画书

17世纪之前,儿童读物并不常见。早期的儿童书籍多以识字书、启蒙书的形式呈现,人

们教儿童进行阅读并不是为了快乐和兴趣,而是带有一定启蒙教育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在

早期的儿童读物中也会配有一些插画或者配图,这些图画以木刻画或版画的形式出现,其

作用更多体现在装饰页面而非讲述故事。

人们一般认为,捷克教育家J.A.夸美纽斯1658年出版的《世界图解》(图1-1,也译作

图1-1 《图画中见到的世界》 
([捷克]J.A.夸美纽斯,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画中见到的世界》)是世界上最早的带有插图的儿童读

物,可以将其看作是最早的图画书。这是一本以木版画和

文字结合的儿童百科全书。这本书第一次将文字和图画结

合在一起,尝试通过图文的结合,建立起文字符号与图像画

面的可视化联结,以图画的形式来表现和命名世界上全部

主要事物以及人的一生中的各类活动,意在让儿童通过读

图来识别和习得语言,认识世间万物。1744年,英国出版商

约翰·纽伯瑞出版的《美丽小书》被认为是第一本面向儿童

的图书,他尝试在书页中插入图画,为儿童提供娱乐。② 这

本外观小巧、设计精美的童书深得孩子和家长喜爱,由此打

开了儿童出版物的大门。

(二)现代绘本的发展

19世纪彩色印刷技术发明,插画家们开始专门为儿童创作书籍,大量的儿童图书涌入

市场。1782年,英国诗人威廉·考柏创作了幽默叙事长诗《痴汉骑马歌》(又译为《约翰·吉

尔品趣事》),这首诗讲述了布商约翰·吉尔品的故事,在当时的英国大受欢迎。辜鸿铭曾

将《痴汉骑马歌》翻译为五言诗,读起来自然流畅、生动传神。1878年,伦道夫·凯迪克为

《痴汉骑马歌》绘制插图,诙谐幽默、朗朗上口的诗歌加上生动有趣的插画使其成为当时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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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书的典范。其中,约翰骑在马上驰骋的插图后来成为美国凯迪克奖的标志。伦道夫·凯

迪克一生短暂,共创作16本书,莫里斯·桑达克称其作品“预示着现代图画书的创始。他巧

妙地将插画和文字相结合,首次实现了图文互动。文字省略的地方由插画来叙述,插画省

略的内容由文字来表达。这标志着现代图画书的诞生。”①

19世纪70年代英国儿童书籍插画家凯特·格林纳威开始注重插画的装饰手法和书的

载体。1878年,她用绘画和诗句结合的方式创作了《窗户下》,探索书中视觉资源的利用。

1928年新生代插画家婉达·盖格(WandaGag,1893—1946)出版的《100万只猫》(Millions

ofCats)被认为是第一本具有创新性设计的现代图画书。书中图画设计和文本相互补充,

极大地拓展了故事的叙述空间,斩获1929年美国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20世纪中叶,绘

本传入日本,引起儿童图画书在日本的浪潮。近些年我国也在日益关注并引进和创作大量

绘本,以丰富儿童的阅读体验,开拓儿童的绘本世界。

三、绘本的结构

当人们拿到一本绘本,往往会被它精美的设计所吸引。一般情况下,绘本从装订形式

来看,可以分为精装绘本和平装绘本。精装绘本的封面和封底均为硬皮,价格稍贵,便于保

存和收藏;平装绘本则为软皮,较为轻便,价格便宜。如图1-2所示,绘本从结构上可以分为

图1-2 常见绘本的结构

6

幼儿绘本课程开发与实施

① 丹尼斯·I.马图卡.图画书宝典[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18.



以下部分。

1.封面和封底

封面和封底是一本书的外观,构成了绘本的正面和背面。通常,封面上有书名、作者、

绘者、译者、出版社等基本信息。一般情况下,封面还会有图画,封面的图片大多取自绘本

内页中的某一幅图,当然也有例外,如《巴巴爸爸》系列绘本的封面图片就是单独绘制的。

精装绘本的硬质封皮上有时会有一条浅浅的沟槽,方便读者翻阅。

好的封面对于绘本来说非常重要,是一本绘本的点睛之笔,吸引着读者打开内页进行

阅读。有时候,人们仅从封面的图文信息中就能推测出故事的主人公,或者推论出可能会

发生的故事。有的则需要封面和封底一起看,如图1-3所示,封面和封底会连在一起构成一

幅完整的图画,《讨厌黑夜的席奶奶》《花婆婆》《蚂蚁和西瓜》《月下看猫头鹰》《鸭子骑车记》

《14只老鼠》系列绘本都是如此。

图1-3 封面和封底连成一幅画

2.护封

有的精装绘本会在硬皮的封面外套上单独的护封(也称书衣),通过护封左右两侧向内

折形成的前后勒口将封面包裹起来,这样一方面可以保护绘本的封面,另一方面也能起到

装饰作用,让绘本看起来有一定的视觉效果,也有促进销售的作用。大部分护封上的图文

和硬皮的封面图文是一样的,也有的绘本有一些特殊的设计。在绘本的前后勒口上一般会

有绘本简介、作者简介、绘本评价、所获荣誉等信息。

3.书脊

当绘本在书架上整齐、有序地排列开来时,人们往往只能通过图书侧边的信息来查找

和挑选图书,这个侧边就是书脊。书脊又称为书背,上边会以文字形式简要注明绘本的基

本信息,如书名、作者、出版社等,方便读者查阅。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绘本封面和封底采用

连图画面,那么在书脊上最好也有相应的图画部分,不然会造成前后画面的分割,影响视觉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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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环衬

环衬分为前环衬和后环衬,其中前环衬是连接封面和内页的跨页,后环衬连接封底与

内页。环衬通常一半粘到封面或封底上,另一半是活动的,前后呼应像是一对翅膀因而也

被称为蝴蝶页。一般来说,相比于内页,环衬不容易吸引读者的目光,容易一翻而过。有的

绘本环衬页面是纯色的,纯色环衬一般用作故事基调或背景渲染,如《菲菲生气了———非

常、非常的生气》《巫婆的扫把》等。也有不少绘本的环衬上有图画,许多环衬上的图案和绘

本的主题或者故事情节是相呼应的艺术设计,环衬的图案会暗示绘本中的某些元素和场

景,如《好饿的毛毛虫》《隧道》《小威向前冲》《母鸡萝丝去散步》等。

5.版权页

版权页一般是在环衬背面,与书名页相对。版权页上会有绘本出版的具体信息,如书

名、作者、绘者、译者、出版社、发行方和出版方、出版年月、版次信息、ISBN号、开本、定价

等,有的版权页还会配有插画或作者的献词(致谢)。

6.书名页

书名页通常会占据绘本的第一个跨页右面,一般印有作者、绘者、译者和出版社的

名字。

7.内页

内页是绘本的主体,即正文部分,一般由十几张到几十张不等的跨页组成。在构思和

制作绘本时,作者需要考虑前后内页的连贯性以及绘本故事的完整性。绘本内页设计形式

多样,既有图文结合的图画书,也有全是图画的无字书。如图1-4所示,根据内页图文设计

的不同搭配,可以将绘本分为以下几种。

(1)图文合页,这也是绘本中最常见的图文搭配形式,如《我是霸王龙》《朱家故事》《今

天运气怎么这么好》《你真好》《狐狸与兔子》等。

(2)图文分页,图画和文字是分开的,如《爷爷的肉丸子汤》《小岛》《鼠小弟》等。

(3)有图无文,完完全全依靠图画来讲故事,如《小红书》《大风》《七号梦工厂》《海底的

秘密》《雪人》等。

图1-4 不同的图文搭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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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绘本的分类

按照不同的分类方法,可以将绘本作不同的划分,例如:按照绘本的装订包装,可以分

为精装绘本和平装绘本;按照绘本材质,可以分为纸质绘本、布质绘本(如为婴儿设计的布

书)、特殊材质绘本(如用木质、塑料、泡棉等材料制作的绘本)和电子绘本;按照绘本的作用

和功能,可以分为玩具书、认知书、活动书、桥梁书等;按内容和题材,可以分为动物绘本、生

活绘本、传统故事绘本、歌谣绘本等。在本书中,绘本分为以下五类。

(一)认知类绘本

在心理学中,“认知”一词一般会涉及儿童的感知觉、注意、记忆、思维和言语的发展。

认知类绘本中的“认知”更多地指向儿童对于人、事、物、关系、活动等世间万事万物的认识

和理解。虽然绘本从最初的设计、绘制上并没有刻意地想要让读者认知些什么,但儿童会

在阅读绘本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了解和掌握有关事物的属性、数字、数量、大小、形状、颜

色、空间、时间等基础性的知识和概念。

认知类绘本,有的是专门就某个主题展开故事,有的则在故事中渗透了相关的知识内

容,让儿童在阅读故事的同时对颜色、大小、形状等这些基础概念有所认识和了解。认知形

状的绘本如《神奇变变变动物园》;认知数字和数量的绘本如《123到动物园》《恐龙特工队》

《向0敬个礼》等;认知单词和字母的绘本如《蚂蚁变戏法》《字母Z的故事》;认知空间的绘

本如《佩泽提诺》;认知时间的绘本如《今天是星期一》《好饿的毛毛虫》;认知相对关系的绘

图1-5 《字的童话》(林世仁文,章毓倩

绘,贵州人民出版社)

本如《反正》……多数家长希望幼儿通过绘本学习更多的知识、常识,因而认知类绘本也是

家长十分喜爱的绘本类型。

在认知类绘本中,“桥梁书”是较为特殊的一种,是由图画为主转向文字为主的过渡型

绘本,也可以称作是培养儿童阅读技能的入门读物。

《字的童话》(图1-5)以中国文字为创意起点,把中国

文字的趣味与变化融合在幽默温馨的童话故事里。这

套书用有趣又实用的方式,向广大读者传递文字的意

义与认字、理解字并应用好字的方法。这套绘本透过

童话,不仅能够让孩子感受中国文字的趣味与变化,激

发孩子多元思考。更能激发儿童对中文阅读的兴趣,

让孩子从纯粹的图画阅读开始转向文字的阅读,让孩

子开心地记忆、理解、认识字。让儿童从轻松有趣的童

话开始,体验中国文字的千变万化,跨过阅读的门槛,

展开书香阅读的美妙征程。桥梁书一般语句较短,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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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文字行数不多,配有插图。有的桥梁书也会根据儿童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和规律,采用

“分级阅读”的形式设计,帮助儿童提高阅读能力。

(二)生活类绘本

生活类绘本,顾名思义,涉及幼儿生活方方面面,可以拓展幼儿的生活认识,培养良好

生活习惯,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发展。

例如,《小熊宝宝》系列可以让婴幼儿了解吃饭、游戏、睡觉、洗澡、散步等生活中各个方

面的内容;《肚子里有个火车站》可以让儿童知道不良饮食习惯带来的危害,养成良好的生

活饮食习惯;《是谁嗯嗯在我头上》让儿童认识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便便”;《生气汤》《菲菲生

气了》帮助儿童认知情绪,了解化解“坏情绪”的办法;《彩虹色的花》让儿童学会与人相处时

要互相帮助,懂得分享。大多数家长认为绘本的内容要丰富、有趣、积极健康,具有一定的

教育意义。一位家长在访谈时说道:

“我为孩子买过一套歪歪兔系列的绘本,里面有好多很有趣同时又教孩子养成良好习

惯的内容,我孩子很喜欢看,而且从书中学会了男孩要站着小便和便后要洗手等好习惯。

我觉得这样的书挺好的,我想多买一些类似这样的绘本。”

(三)文学类绘本

文学类绘本主要包括童谣诗歌、文学故事、民间传说等。

我国传统童谣语言精练,蕴藏着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儿童认识理解社会、爱家爱国的重

要途径。童谣对儿童的听觉灵敏度、动作节奏感、语言表达等都具有重要的启蒙教育价值。

《一园青菜成了精》就以北方民谣为背景,充满智慧的幽默。这个童谣通过对小葱、韭菜、大

蒜、辣椒、茄子等蔬菜精准有趣地刻画,巧妙地蕴藏了青菜的特性,让人读出意料之外的儿

童趣味。该绘本结合中国元素中武打的场面,将蔬菜形象化,在视觉和内容的表现上都充

满了幽默的因素,无不使儿童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除了中国传统童谣、诗

歌外,文学故事、民间传说也是文学类绘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童话类故事绘本有《阿

诗有块大花布》《萝卜回来了》《小蝌蚪找妈妈》《伴我长大经典童话》等;民间传说类绘本有

《百鸟朝凤》《长江边的传说·鲤鱼石》《羊姑娘》《大灰狼娶新娘》等。

(四)互动类绘本

互动类绘本侧重儿童与绘本的互动,读者不仅仅可以阅读绘本故事,更能够通过有趣、

好玩的设计“玩”绘本。较为常见的互动性绘本有玩具书、翻翻书、洞洞书、粘贴书、触觉认

知书等。例如,《有个老婆婆吞了一只苍蝇》《约瑟夫有件旧外套》《走开,绿色大怪物!》这类

绘本在页面设计上会裁剪出一个别致的“洞”,幼儿可以通过翻翻、看看、摸摸获取乐趣。翻

翻书是利用书页中内嵌的翻动功能让儿童在阅读过程中可以通过“翻翻”来发现隐藏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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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有的翻翻书的内容较为复杂,会在活动的“小窗”下面设计一些

科普知识类的内容,如乐乐趣出版的《解密系列》绘本。还有的翻翻书类似猜谜语有一定的

挑战性,让儿童翻翻和猜猜,有助于发展儿童的想象力和思维力,如绘本《猜猜看是什么?》

系列。此外,还有内含联动机关的绘本,如在《变色龙捉迷藏》中,儿童可以通过转一转、拉

一拉等动作来和绘本互动。

(五)特殊绘本

特殊绘本是一类设计较为特殊的异型绘本,如立体绘本、折页绘本、散页绘本等。

立体绘本是特殊绘本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也是儿童非常喜爱的绘本类型。立体绘本

最大的特点是“立体”二字,采用三维的页面设计,每翻动一页,书中的某个部分就可能会腾

空而出,跃然纸上,这种动态的变化效果对于读者来说具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一般来说,

立体绘本设计较为复杂,价格略贵。

如图1-6所示,还有很多绘本会采用折页设计,即当一个页面不能满足画面需求时,通

过折页来延长画面,达到理想的视觉效果。根据不同的情节发展需求,折页的数量不等,一

般有横向折页和纵向折页。横向折页常用于表现广阔的画面,如《我变成一只喷火龙啦》用

横折页表现火焰的强大威力;纵向折页常用于表现高的物体,如《树真好》用纵向折页表现

树的高大;有的绘本则会综合、灵活地使用折页以完成作者想要的效果,例如《爸爸,我要月

亮》采用了多种折页表现场景。

图1-6 绘本折页示意图

相比之下,散页的绘本并不常见,较为有代表性的有约克·米勒创作的《推土机年年作

响,乡村变了》,运用7张单个折页表现故事情节发展,这种设计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五、绘本的主题

绘本的主题主要是针对绘本内容来说的,为了适应不同年龄、性格、兴趣的读者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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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绘本的主题往往丰富多元。本书中将儿童绘本的主题划分为以下五种。

(一)个体成长

个体成长主题的绘本侧重让儿童认识自我,发展自己,学会坚强独立、敢于挑战,拥有

自信和勇气,从而获得自我成长。有关个体成长的主题,包括情绪情感、想象创造、解决问

题、发展思维等。例如,《生气汤》《啊! 烦恼》《野兽出没的地方》《我的壁橱里有个大噩梦》

《我好担心》《讨厌黑暗的席奶奶》《床底下的怪物》等都是从绘本故事中引导幼儿学会面对

各种情绪,学习疏解生气、害怕、恐惧等负面情绪或脾气;《你很快就会长高》《阿虎开窍了》

《精彩过一生》《小女儿长大了》《最想做的事》《嚓,砰!》《有个性的羊》《凯能行!》等绘本能够

让幼儿从绘本中感受成长的力量;《阿文的小毯子》《聪明的小乌龟》《卡夫卡变虫记》《眼镜

公主》《纸袋公主》等绘本给予儿童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勇气。

(二)家庭生活

绘本中有关家庭的主题非常多,大致可以分成讲述家人的故事、体会亲情的温暖和描

述家庭生活三种。其中,关于家人的绘本有 《我妈妈》《我们的妈妈在哪里》《我的妈妈真麻

烦》《爸爸,我要月亮》《我爸爸》《和爷爷散步》《爷爷一定有办法》《奶奶的梨树》等;关于表现

亲人亲情的绘本有《小猫》《猜猜我有多爱你》《逃家小兔》《大猩猩》等;展现家庭生活的绘本

有《要是你给小老鼠吃饼干》《我绝对绝对不吃番茄》《大卫,不可以》《阿立会穿裤子了》《鳄

鱼阿鳄爱洗澡》《小鸡逛超市》《让我安静五分钟》《一个不能没有礼物的日子》等。当然也有

绘本是从单亲家庭的角度出发展现不一样的家庭故事,如《妈妈的红沙发》《妈妈爸爸不住

在一起了》《我的爸爸叫焦尼》《汤姆和伤心的鲁鲁》等。

(三)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主题的绘本包括社会交往的,如珍惜友谊,学会分享、合作、感恩、接纳、关爱、

帮助他人、社会规则与秩序等。也有关于社会场景和社会认知的绘本,如《小蓝和小黄》《大

手握小手》《最珍贵的宝贝》《我喜欢你》《玛德琳》《我最讨厌你》等描绘了友情的可贵;《鲁拉

鲁先生的院子》《好好吃,谢谢!》《四个红苹果》《城市老鼠和乡下老鼠》《世界真好》等绘本让

幼儿学会与人交往;《先左脚,再右脚》《我的妹妹听不见》《威威找记忆》《超级哥哥》让幼儿

学会关爱他人;《忙忙碌碌镇》系列绘本中不但有很多生活常识,还有很多生活细节,既能增

长知识也可以锻炼幼儿的观察力和想象力。

(四)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主题的绘本包括自然认知和科学认知两个方面。有关自然认知的绘本大多

讲述动物、植物、自然现象,如《地上一百层的房子》书中众多的动物房子,使孩子了解到动

物们的住处和生活习惯,同时独特的版式设计可以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我爱大自然》《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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