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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绘本在中国迅猛发展，高校逐渐成为国内原创绘本开发的重要阵地。论文通过 M 高校的实践，探寻了该

校师生绘本创作面临的困境和成因。基于绘本创作有章可循，论文提出：加强阅读积累，深入理解原创内涵；夯实专业基础，

切实形成创作合力；立足儿童本位，准确把握创作方向；完善激励机制，着力打破断续局面，以期突破高校师生绘本创作的

现实困境。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icture book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in China, and universitie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posi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riginal	picture	books	 in	China.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M	Univers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fficulties	and	causes	faced	by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creation	of	picture	books.	Based	on	the	rules	that	can	be	followed	in	

the creation of picture book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strengthen the accumulation of reading and deeply understand the original 

connotation;consolidate the professional foundation and gather the cooperation force; based on creation for children, accurately grasp 

the direction of creation; improve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strive to break the intermittent situation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the 

realistic	dilemma	of	the	creation	of	picture	books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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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绘本是世界公认的最适合低幼儿童阅读的图书。研究表

明，绘本阅读对幼儿的语言表达、认知发展、学习品质、情

绪能力以及社会能力等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1]。近年

来，绘本在中国发展迅猛。不少高校绘本创作气氛高涨，高

职高专学前教育专业尤为突出。但就目前国内绘本市场的占

有量、社会影响力来说，国产绘本均不及引进绘本，高校师

生原创绘本更是鲜现市场。亟须对高校师生绘本创作面临的

困境、成因进行深思，并对症下药提出突围策略。

2 M 幼专师生绘本创作的困境
绘本是一种由图画、文本、设计、编排等元素有机融合

而成的文学艺术作品，需要四者共同发力，才会诞生优秀的

绘本 [2]。M 幼专师生绘本创作实践已有将近 3 年时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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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调查发现，存在题材趋同、文图疏离、价值欠缺 [3]、产出

低效等问题。

2.1 题材趋同：侧重本土化，原创力弱
翻阅了 3 年内 M 幼专师生的原创绘本，关注本土化、

原创性不足的特点十分突出。这些绘本的题材主要聚焦地域

文化，涉及民间传说、民间故事、风俗习惯、节日文化、生

产生活等。绘本故事趋同，主要是对既有故事的再现或简要

陈述。题材择面狭窄，本土色彩刻意化；题材适龄不当，内

容难度大龄化；题材趣味不足，想象成分缺乏化。绘本故事

整体缺乏新意，原创力不足。

2.2 文图疏离：文图意蕴相悖，互动性差
绘本故事主要由绘本的文图组成，好的故事文字能显现

图画的生动变化，图画的丰富信息又暗含故事情节的起、承、

转、合，绘本文图的默契互动是优秀绘本的核心体现。通读

M 幼专的原创绘本发现不少绘本的文图意蕴相悖，文图互

动不佳。主要体现为图画传递文意不够充分，文字成人化；

图画创作缺乏整体视角，专业度低，不够美观。

2.3 价值欠缺：双重价值共存，价值度低
当下，绘本成为成人热捧的教学、阅读资源。因此，中

国大量的凸显工具价值的绘本流行于市，主打心理成长、认

知发展、情感陶冶、行为养成等话题。受当前这种现象的影

响，M 幼专师生的原创绘本旨在帮助幼儿在认知、行为、

社会性等方面获得发展，而绘本赋予幼儿的审美、愉悦等精

神价值的体现并不充分。反映了工具价值与精神价值共存，

但研究发现其双重价值并不大。

2.4 产出低效：创作势头低迷，持续性短
绘本创作是一项严谨的系统工作，绘本的产出涉及创作

效率和创作质量，受到文字、图画、出版、装帧的共同影响，

需要四方人员共同协作发力，才能又多又好地产出绘本。据

了解，M 幼专师生 3 年内创作绘本的数量高达 20 余本，在

量的方面实现了高产，但创作者自述能经得起教育活动或亲

子阅读实践检验的绘本寥寥可数。可见，产出低效是 M 幼

专师生绘本创作的另一困境，主要表现为创作势头低迷，创

作过程间断，创作绘本量多质差等。

3 M 幼专师生绘本创作何以面临困境
3.1 阅读积累不足，对原创理解偏狭

M 幼专师生的原创绘本存在题材趋同的原因有两点：一

是优秀绘本阅读量不足。调查得知，M 幼专的原创绘本创

作实践主要依托两门专业必修课和一门选修课进行。专业必

修课中，学生仅在绘本创作期间阅读绘本，人均阅读大致为

五本，绘本阅读量不足且这些绘本多数质量不佳。由于选修

课的修课学生数量较少，受众面小，其绘本阅读量更少。优

秀绘本的阅读量不足，学生创作时灵感枯竭，冥思苦想无果。

二是学生对原创理解偏狭。多数学生受阅读量影响而创作视

角局限，他们关注当下畅销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系列绘本，

对本地域既有的故事、传说进行修改，再配以新图后便认为

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绘本。

3.2 专业水平受限，投身协作不力
绘本创作的文图作者的专业水准对绘本的质量起到决定

作用。事实上，绘本至少应该包含三个故事：文字讲的故事、

图画暗示的故事以及图文结合的故事。[4] 这些绘本故事的文

字表述并不符合幼儿的认知特点，缺乏童趣和想象；故事内

容疏远幼儿生活，大龄化倾向明显；图画布局欠佳，画面信

息过简，角色造型新意不足；文图互动不佳，生成文图结合

的故事的空间显得局限。以上结果反映了该校绘本创作者的

专业水准不足。此外，该校学生以完成课程考核的要求为目

的，创作者的创作情感浅淡，文图作者虽做到了明确分工但

缺乏有机统一，协作脱离，使得文图疏离较为严重。

3.3 儿童意识淡漠，创作观念偏差
一本优秀的儿童绘本应具有工具价值与精神价值和谐共

存的状态，不可偏倚失衡。M 幼专的原创绘本存在双重价

值低值共存且状态失衡的现象，工具价值为重，精神价值为

轻。该校现有的原创绘本对儿童本位思想的理解存在表面简

单化。他们较多刻意地凸显了绘本在教育过程中的工具价

值，但又带有明显的成人痕迹，诸如成人化的语言表达、角

色造型、故事结局等。对儿童本位思想的简单化理解以及绘

本创作的求成心理和功利驱使，使得创作者并未深入了解幼

儿的身心发展规律，未能精准融入幼儿的日常生活经验，儿

童意识淡漠难以满足幼儿的心理成长需求，绘本创作观念发

生偏差，创作误入“歧途”。绘本给予幼儿成长独特的精神

价值被忽视，贯彻“幸福童年”的理念在绘本创作过程中成

为自我感动的口号。

3.4 激励机制低效，断续创作长存
该校师生 3 年绘本创作形成了高量产出，质差低效的局

面，这与该校的激励机制以及创作工作的开展状态也有必然

联系。精细研读了该校有关科研成果认定、教学奖励、职称

评定等文件，并未明确找到关于绘本成果的认定与奖励的具

体规定。同时，有关教育、出版等权威主体给予绘本成果

认定提供的平台也较为缺乏，设奖数量也相当有限。对内

对外，低效的激励机制和有限的权威认定渠道随之带来的

是创作者缺乏持续创作的必要条件，持续创作的动力衰减。

加之，该校师生绘本创作主要依托不同的课程展开，这些

课程开课与结课的时间存在差异，创作团队形成各自为政局

面，绘本创作状态断续长存，绘本创作工作推进停滞，成效 

微弱。

4 高校师生绘本创作的突围策略
由于育人环境、专业特点、人培方案、师资背景、学生

素养等方面在相同专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鉴于 M 幼专师

生原创绘本现有的困境及成因，探析高校师生绘本创作的突

围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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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加强阅读积累，深入理解原创内涵
冰心说：“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可见，阅读好

书的重要性。为给幼儿提供优质的绘本资源，那成人必定先

于幼儿阅读优秀绘本。量变引起质变，高校师生须加强绘本

阅读积累，从大量的国内外、民族与非民族类优秀绘本中通

过主题、角色、情节、设计等感受优秀绘本的魅力与基本特

征 [5]，沉浸优秀绘本捕捉灵感，深入幼儿生活寻求灵感，从

而积累丰富的绘本题材，激发创作思路，强化图文特色。

与此同时，要深入理解原创内涵，原创绝不是东拼西凑

的简单仿写或中国元素的堆砌。原创既要立足本土，又要放

眼全球 [3]。中国文化的内涵是多元的、智慧的、包容的，团

结的，要充分领悟中国文化的深厚内涵，从主题的选择、角

色的造型、情节的设计、图文的创作等渗透绘本的始末，深

化原创绘本的文化内涵。吸纳引进绘本的独到之处时突出原

创，实现中国原创绘本与国外绘本在世界绘本书海中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的融合繁荣状态。

4.2 夯实专业基础，切实形成创作合力
多学科知识的融合是绘本创作专业化的内在要求。绘本

文图的专业水准程度对绘本质量起到决定作用，而现实中能

独立完成绘本文图创作的作者实属少见。高校师生原创绘本

文图疏离的现象较为严重，夯实创作者专业基础，切实形成

创作合力是摆脱此困境的必然举措。一是文字作者审视选定

题材，精研行文立意，提供一个好的绘本故事；二是图画作

者勤练绘图技能，感受艺术熏陶，形成设计特色；三是文图

创作者统一创作认知，切实形成创作合力，选定适宜的文图

互动方式在持续沟通中优化，力争实现文图的默契互动。

借鉴引进绘本的文图互动方式寻求破困启示，即文图对

称、文图互补、文图矛盾 [6]。前两种方式文图讲述同一故事，

区别在于文图的地位平等或是图画叙事与文字叙述互补达

到更佳的状态。文图矛盾，即文图背道而驰，形成两个故事。

对于经验尚浅的高校学生创作者，建议以对称、互补的文图

互动方式为主紧随故事情节发展进行创作。待经验进一步丰

富后，尝试文图矛盾或几种文图互动融合的方式。

4.3 立足儿童本位，准确把握创作方向
立足儿童本位的创作观贯彻绘本创作全程，才能确保创

作方向处于正轨。现实创作中，儿童本位思想很难得到充分

考虑，或是创作者的意识不强或是急于求成的追利心理。绘

本的受众主要是幼儿，创作者应心中装着幼儿去创作。第一，

了解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故事内容、图画风格、配色方案、

纸张大小、画面难易、页数多少等都须考虑幼儿的身心特点，

绘本才更容易走进幼儿的内心世界。第二，贴近幼儿生活，

唤醒生活经验。绘本题材贴近幼儿的生活，幼儿便能基于既

有生活经验更好地投入、理解绘本，从而获取新的经验。第

三，满足幼儿的需要，为其获得发展服务。绘本要能满足幼

儿心理成长、探索世界、教育体验、认知情绪、人际交往等

需要以促进其发展。第四，邀请群体体验，获取有效建议。

邀请专家、家长、幼儿、同行、教师等参与阅读，获取多方

真实有效的建议。一般来说，做到以上五个方面便实现了立

足儿童，绘本创作的方向不会发生偏离。

4.4 完善激励机制，着力打破断续局面
不少高校师生对于自己的原创绘本将走向何方，行至多

远感到迷茫。呼吁从国家到学校，营造风清气正的出版生态，

搭建层次丰富的官方平台，落地科学完善的激励机制，提供

切实有效的指导力量为高校绘本创作群体持续从事绘本创

作提供不竭动力。整顿出版“暗洞”，畅通反馈机制，择优

录用，切实给予普通群体机会平等。官方引领，主动搭建层

次丰富的展示平台扩大社会影响力，行业协会平台为辅作为

补充，共同拓宽优质绘本资源获取渠道，推进原创绘本成果

及时高质量固化。以省为单位推动各省师范院校或举办师范

类专业的院校健全激励机制，出台成果认定办法。加强官方、

行业协会、学校的联动，及时有效地向有需要的创作群体提

供创作指导，着力打破断续创作的局面，避免创作徒劳。

5 结语
当下，绘本教学已成为儿童教育中的一种火热现象。绘

本创作实践在中国如火如荼，但这种“热”应是理性的热、

原创的热、利好的热。多方应加强沟通，通力协作，促进中

国原创绘本事业稳步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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