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造 信息 No . 10 2023

纸论坛 Paper Forum

儿童书籍设计中人性化元素的呈现
□ 周 星

摘 要：基于儿童的特殊性，儿童书籍设计应当从儿童的实际需求和特点出发。相关工作者要深入了解我国儿童

书籍设计行业的现状，并不断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和设计能力，采用更加新颖、有趣的方式增强儿童书籍的趣味

性和艺术性，使儿童能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爱上阅读。文章在分析现阶段儿童书籍设计问题的基础上，具体阐

述了儿童书籍人性化设计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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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现阶段儿童书籍设计的情况进行分析可

知，儿童书籍设计存在着一些问题，如部分儿童书籍

缺乏阅读价值和艺术美感；书籍材料、形态设计等不

考究；儿童书籍出现模式化、成人化的问题，缺乏童

趣等。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儿童书籍设

计领域缺乏明确的理念约束和制度规范，相关工作者

并未深入研究儿童的心理、生理以及行为等方面的特

点和规律，在设计方面缺乏人性化的关怀。

儿童书籍形态设计通常包括内、外部两个方面。

外部形态包括书籍装订方式、开本尺寸以及材料的选

择，内部形态包括版式设计、图案色彩等，只有将这

些元素进行合理搭配与设计，才能实现内容与造型的

完美统一。

2.1.1 外部形态

儿童书籍可分为立体书和平面书两类，二者在成

本和售价上存在显著的差异。立体类书籍可以通过拼

接、折叠等方式增强儿童阅读的趣味性，这种立体阅

读的形式比平面阅读更易于被儿童所喜爱和接受。总

之，两种形式都是运用生动有趣的内容和人性化的设

计为儿童服务的。

在书籍尺寸设计上，也要根据儿童的需求进行人

性化的设计。对于 0~3岁的儿童，在书籍尺寸的设计

上需要考虑书籍的尺寸和形状是否便于儿童翻阅。对

于 4~6岁的儿童，书籍尺寸设计仍不应过大，但可以

在形态上进行创新。仿生形态书籍对于 7~8岁的儿童

有较大的吸引力，书籍设计还应关注到儿童的心理需

求，统筹内容设置和外部形态，根据内容合理设计书

籍尺寸。

2.1.2 内部形态

儿童书籍的内部设计要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

语言特点、视觉习惯、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等要素塑

造故事角色，通过具体的角色引导儿童感受生活，进

而爱上阅读。

对于 2~3岁儿童阅读的书籍，应以简单明了为主

要风格。这一时期的儿童已经可以进行简单的图形识

别，设计者可以运用夸张、变形等方式展现相关内

容。对于 4~6岁儿童阅读的书籍而言，在内容设计上

要通过大小对比、明暗对比、色调对比、疏密对比等

方式强化视觉效果，适当增加图形、文字等细节方面

的变化，以提高儿童的观察能力。对于 7~8岁儿童阅

读的书籍而言，可以遵循由浅入深、螺旋式深入的原

则，做到每一项内容之间既有一定的联系，又存在一

定的差别和新意。

不同的材料具有不同的肌理，能够给读者带来不

一样的触感和视觉感受。随着社会的发展，市面上出

现了许多不同质感的纸张，如平板纸、铜版纸、胶版

纸等。在儿童书籍设计中，铜版纸的应用较为广泛，

这是因为铜版纸表面光滑，吸墨能力较强，打印出的

颜色明亮鲜艳。

儿童书籍的材料分为天然材料和人造材料两种，

无论是平装书籍还是立体书籍、精装书籍，其材料的

选择都尤为重要。对于儿童而言，书籍材料是其感知

书籍最直观的因素，故而书籍材料的应用要根据儿童

的年龄特点和需求来进行选择。同时，书籍材料的选

择不仅要重视其视觉效果的呈现，还要考虑材料是否

安全。如今图书市场中出现了由各种特殊材料制成的

书籍，如仿真触摸材料书籍、布制书籍等，再加上儿

童常常有啃咬书籍的习惯，因此相关工作者需要对材

料的安全性和环保性予以重视。

2.3.1 文字元素设计

文字的应用是儿童书籍人性化设计的重要体现。

在进行文字设计时，设计者要在尊循儿童阅读特点和

习惯的基础上，合理设计文字的大小和数量、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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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颜色等，不可单纯地为了追求版面呈现效果而忽

视文字设计。此外，文字设计不能从成人视角出发，

应当对相关内容进行适当转变使其与儿童的需求相契

合。由于科学知识具有一定的深度，因此在进行文字

设计时要重点考虑如何使抽象的内容和文字变得通俗

易懂，具体可采用图文结合、问答等形式，吸引儿童

的兴趣，为其科普科学知识。图 1是科普类儿童书籍

《我们身体里的“洞”》，其通过问答的形式向儿童科

普生理卫生知识，比教条化的内容更有代入感，易于

儿童接受。

图 1《我们身体里的“洞”》

从文字表现形态上来看，文字最基本的作用就是

传播信息。随着书籍设计方法的现代化发展，文字的

设计和运用已经不仅限于常用的基本字形。针对儿童

的阅读特点，儿童书籍的文字设计可以采用图形与文

字相结合的方式，打破传统设计规范。图 2为儿童科

普类书籍《大发明》，该书在版面设计上将书籍的名

字与木材形态相结合，将基础字形进行简单的变形，

一改原本呆板的气息，更加贴近书籍的主题，同时也

更易于儿童理解。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文字变形和

改造时，要在保持原本文字辨识度的基础上进行创意

变形。

2.3.2 图形元素设计

图形是儿童书籍传递视觉信息的重要方式，合理

的图形编排能够突出书籍的主题，激发儿童的阅读兴

趣。儿童书籍的图形设计不能简单地将常见图形放上

去，而应当依据儿童的特点进行图形组合，将常见图

形、规则图形、不规则图形等进行拼接组合。传统的

构图方式更加追求秩序和规律，但一味追求秩序反而

会使儿童觉得单调无趣，灵活地加入不规则图形能够

使书籍变得更加生动活泼，增添阅读趣味。

2.3.3 色彩元素设计

儿童对色彩的反应更加敏感，所以儿童书籍设计

可以通过调节颜色的纯度、饱和度，增加明度对比，

合理搭配颜色，来为儿童提供更好的阅读服务。儿童

书籍色彩设计的常用方法有 3 种。一是对比色搭配

法，即对色彩的纯度、明度、色块面积等进行调整。

儿童书籍常见的色彩对比有黑白对比、红白对比，目

的是为儿童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图 3为儿童科普类书

籍《蔬菜水果的秘密》，封面背景以绿色为主，搭配

大面积的黄色和橙色，再用少许蓝色加以点缀，既能

够带来一定的视觉冲击，又契合书籍的主题，能够营

造出一种温暖、愉悦的阅读氛围。二是近似色搭配

法。随着儿童年龄的逐渐增大，其对于颜色的认知已

经不再是三原色等基本色彩。基于此，儿童书籍应适

当增添更多颜色，尝试添加不同颜色之间的过渡色或

者采用渐变的方式，使色调更加和谐。三是留白法。

儿童书籍通常会运用大量的颜色以突出强调或激发儿

童思考，但也可采用留白的形式，配上简单的文字，

给儿童留出更多的想象空间，加强与儿童的互动。

综上所述，儿童书籍的人性化设计是顺应社会发

展、满足儿童需求的重要表现。相关工作者要从书籍

形态、材料以及版面设计等方面入手，在尊重儿童自

身的特点及阅读规律的基础上，增加人性化关怀，提

高儿童书籍的质量，激发儿童对阅读的兴趣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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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大发明》 图 3《蔬菜水果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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