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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研究

教科书插图的设计原则与呈现样态

———以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为例

石　娟　石　鸥

摘要：教科书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发挥着培根铸魂、启智增

慧的育人功能。作为教科书 “第二语言”的插图遵循着思想性、科学性、匹配性等

设计原则。从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各单元组成部分、不同体裁选文中，可以发现教

科书插图与文字的关系表现为图文互衬关系、图文并列关系、图文辅助关系。从教

科书插图的呈现样态来看，不同体裁选文的插图风格各异，以促进学生对内容的理

解；注重渲染气氛，以引导学生情感体验；强调色调配比，以注重培养学生的

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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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

体，发挥着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育人功能。教

科书插图作为教科书的 “第二语言”，以一种艺

术形式广泛存在于教科书之中，对儿童观察能

力、想象力、语言能力、审美能力的培养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１］插图与文本内容相互映照，成

为教科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共同彰显着教科

书的教育价值。教科书插图遵循一定的设计原

则，同时，因教科书文本结构、类型等差异，教

科书插图与文本内容形成多元的图文关系，呈现

不同的样态。

一、教科书插图的设计原则

教科书插图的创作与设计不是随意的，而是

遵循一定的设计原则，以使教科书兼具思想性、

科学性与匹配性等原则。教科书插图须符合国家

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导向，体现思想性原则；须

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和学科特点，体现科学

性原则；须与学科知识内容相契合，体现匹配性

原则。

（一）思想性原则

思想性原则是教科书插图设计的首要原则，

教科书以不同的知识形式承担与落实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发挥着育人价值与功能。教科书体现

国家意志，传承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这就要求教

科书具有思想性，体现育人主旨，这一要求势必

反映到教科书插图设计中。

第一，教科书插图艺术地表达文本内容。教

科书插图以艺术的手法表达教科书文本内容，彰

显着巨大的教育力量。如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中

的 《我是什么》 《小蝌蚪找妈妈》 《妈妈睡了》

《邓小平爷爷植树》《难忘的泼水节》《我是中国

人》《开国大典》等课文中的插图以不同的插图

类型、艺术表达手法向教科书使用主体传达特定

情感与思想，引导学生热爱祖国、关心他人、爱

护自然，以无形的力量感召学生积极向上、锐意

进取。总之，教科书插图作为对文本内容的进一

步解释，传达育人思想与价值，促进学生全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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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性地发展。

第二，教科书插图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教科书编者巧妙地借助插图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方面的

教育，使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养成高尚的道

德情操、热爱祖国的深厚情感、文化自信，承担

起传承人类文化精华的使命，获得理性的跨文化

意识与国际理解能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

担当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２］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在培养学生的道

德情操、爱国情感、文化自信、法治意识等方面

具有天然的优势，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富有思想性

的插图，能够对学生产生思想引领与情感熏陶，

激发学生使用教科书的兴趣，促进学生全面健康

发展。

（二）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是教科书插图设计的重要原则之

一，主要指教科书插图的创作与设计不是随意

的，须以相关政策文件与课程标准为依据，将学

科特点与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相结合，科学地设计

适切的教科书插图。

第一，教科书插图应符合教科书相关标准要

求。我国有着严格的教材管理制度，本着 “凡编

必审，凡选必审”的原则，在国家教材委员会指

导和统筹下，中小学教材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

分级管理，国家教育主管部门颁布实施教科书相

关标准以保证教科书编写质量。《中小学生教科

书卫生要求》对教科书插图做了明确规定与要

求，指出 “单色印刷教科书墨色均匀，彩色印刷

教科书套印误差≤０．２ｍｍ”， “插图图形清晰、

层次分明、无污点，图内说明文字清楚，位置准

确”，“表格线条清楚、均匀，无明显模糊不清。

页面干净，无明显折痕、脏迹”［３］。２０１９年教育

部发布的 《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针对教材编写

修订指出，“注重教材的系统性，结构设计合

理……语言文字规范，插图质量高，图文配合得

当，可读性强”［４］。教科书相关标准从政策层面

对教科书插图的创作设计提出严格的要求，表明

教科书插图设计不是随意的创作，而是在相关标

准指导下开展的有目的性的创作，以确保插图符

合教科书的卫生标准、美学标准。

第二，教科书插图应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

律。学生的身心发展具有顺序性、阶段性等特

点，中小学生思维发展特点为教科书插图设计提

供了心理学依据。通常情况下，小学低学段教科

书中卡通类插图较多，色彩鲜亮、生动活泼的图

片易于调动学生多感官参与学习活动，有助于激

发其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以想象、整体记忆等

形式提升学生的阅读速度［５］；小学高学段教科书

遵循学生思维由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的发展规

律，写实类插图逐渐增多，高级社会情感的插图

也在不断增加，以帮助学生获得知识、提升思

想、完善情感，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第三，教科书插图应体现学科知识特点。教

科书插图在不同学科中的呈现有所差异，彰显着

学科特色。一方面，科学、物理、化学等理科教

科书重在引导学生探究真理，求真是其重要职

责。因此，理科教科书插图以写实类的人物、动

物、植物、景观等为主，卡通类插图较少。另一

方面，语文教科书具有丰富的人文性与思想性，

重在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与国家情怀，书中往往

借助大量拟人化手法的卡通插图，表达对人、对

己、对家乡、对祖国、对动物、对植物、对大自

然等的真挚情感与积极态度，引导学生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可见，教科书插图因学科差异而有所

不同，这正体现了教科书插图设计的科学性

原则。

（三）匹配性原则

匹配性原则是对教科书插图设计更深层次的

要求，要求教科书插图与学科知识、学段知识及

具体的知识点做到适用与匹配，以提升教科书插

图的设计质量。

第一，插图与学科知识的匹配性。学科知识

因学科性质、任务的不同，其插图设计表现出较

大差异。语文教科书插图中的绚丽景色、大好河

山等或气势恢宏，或意境悠长，或清新亮丽，体

现插图与学科知识的高度匹配，促进学生对知识

的理解。数学教科书的插图多以数形结合的方式

培养学生的数感、符号意识、空间观念、几何直

观、数据观念、运算能力、推理能力和模型观

念，增强学生借助插图应用知识和创新知识的意

识与能力，培养与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总之，

设计各科教科书插图应尽力做到与学科知识相匹

配，给学生以真的启迪、善的引领与美的陶冶，

·５·



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第二，插图与学段知识的匹配性。因学生心

理发展具有显著的阶段性，教科书插图设计须遵

循不同学段的特点。比如，一、二年级学生以形

象思维为主，统编小学语文第一学段插图设计也

以直观形象、色彩亮丽、契合学生生活经验的图

片为主，注重在直观引导中训练学生思维，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第二、第三学段插图逐渐趋于理

性，色彩明亮的插图减少，多了几分冷静与启

发，插图辅助性的作用增强，便于学生思考，使

其获得解决问题的思维引导，促进学生必备品格

与关键能力的提升。

第三，插图与知识点的匹配性。教科书中有

众多知识点，知识点有对应的插图，以辅助学生

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如果插图与知识点内容匹

配度不高的话，将会影响学生理解与记忆知识，

插图的启发性和引导性的价值将会大打折扣。一

首意境悠长的古诗，插图也应是富有意境的，以

引导学生体悟古诗所表达的韵味。同时，教科书

插图与知识点的匹配还须考虑与学生生活经验的

紧密联系，使其与知识点达到高度的匹配，促进

学生在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理解与建构新知

识，促进学生认知结构的拓展与完善。

二、教科书插图与文本的多元关系

教科书插图作为文本内容的重要补充，与文

本内容构成多元的图文关系。教科书的图文关系

是对文本内容的多元叙写，插图与文字相互支

撑，共同发挥教科书的育人价值。从统编小学语

文教科书各单元组成部分和不同体裁选文中可以

发现，教科书插图与文字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图文

互衬关系、图文并列关系、图文辅助关系。

（一）图文互衬关系：作为背景的插图

教科书图文互衬关系是指插图与文字之间形

成相互映衬的关系，插图是文字的背景，文字是

插图的内容。这类图文关系在小学低年级语文教

科书中呈现较多，如二年级下册课文 《雷锋叔

叔，你在哪里》，整体篇幅以淡褐色为背景，两

页的文本内容对应两幅插图，第一页内容相对形

象直观，在插图设计上，以写实手法选取雷锋雕

塑作为插图，使小学生从外貌上对雷锋有形象的

直观感知。进入第二页，诗歌内容逐渐抽象并在

末尾得以升华，插图设计做了艺术化处理，将第

一页的插图放大并以水印淡化的方式呈现，给人

一种朦胧之感，借助插图暗指 “哪里需要献出爱

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点明了内容主

旨———雷锋精神永存，鼓励小学生学雷锋、做雷

锋。图文互衬关系往往以背景插图的方式营造出

文本内容或宁谧或欢快或忧愁的特定氛围，激发

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鼓励学生思考、感悟与

体验。

（二）图文并列关系：并列呈现的插图

教科书图文并列关系是指插图与文字是相互

对应、并列存在的，借助插图更好地解释文字。

这类图文关系在低学段教科书中较为多见，如目

录插图、识字插图等。目录插图是一、二年级教

科书的设计特点，每个单元的目录中选择该单元

有代表性的内容插图与目录相对应，相得益彰地

说明单元内容，发挥单元导引的先行组织者作

用，便于教科书使用者从总体上理解与把握内

容。一年级上册识字课文 《日月水火》的插图，

结合一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与 “日月水火”象形

字的造字特点，借助自然界中存在的物体形状设

计形象的图片，与所学的汉字相得益彰，插图设

计简洁直观、色彩明亮、生动形象，符合一年级

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能够帮助学生借助插图理

解象形字的造字特点，会认、会写这些汉字，并

从中学会联想，促进学生形象思维的发展。

（三）图文辅助关系：作为辅助的插图

教科书图文辅助关系是指教科书插图辅助文

字内容，插图与文字内容看似独立，却从教科书

文本价值出发对文字内容起到辅助作用，呼应内

容主题，帮助学生理解与掌握文本内容。小学语

文教科书中的 “口语交际”“语文园地”栏目及

部分选文的插图与文本内容构成图文辅助关系，

插图以合理的位置和比例呈现，尽量不对文本内

容造成干扰，做到图文界限分明、设计科学合

理。如此一来，插图就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在增

加文本内容表现力的基础上辅助学生理解文本内

容，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

教科书插图创设与教科书使用者相互对话的

空间，图画主要以空间要素叙事，文字主要以时

间序列叙事，在图文共同叙事的链条上，会产生

单幅图与多幅图、单幅图与文字片段、多幅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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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序列等多种对应关系，教学中可生成

“图”— “文”的反复多次的流动。［６］教科书插图

在对文本内容开展图像视觉表征的形象化编码的

同时，也在传达着立足文本内容基础上的额外信

息，拓展文本内容的范畴，丰富与完善教学实

践，增强教学文本的趣味性与思想性，促使教科

书静态文本转向教科书动态文本，促进学生想象

力、表达力、审美力等多元智能的全面提升。

三、教科书插图的呈现样态

教科书插图是一种目的性描绘，它的形式与

课文内容紧密相关。［７］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插图

以多元表征的方式存在，不仅具有装饰美化的作

用，也是对文本内容的解释与拓展，能够促进学

生对知识的感悟、理解与应用。从统编小学语文

教科书插图的呈现样态来看，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不同体裁选文的插图风格各异，以促

进学生对内容的理解

语文教科书组成要素分为正文系统与辅助系

统，而插图在两大系统中均有涉及。［８］就正文系

统而言，语文教科书选文有多种体裁，不同体裁

的选文对应风格各异的插图。这些插图遵循学生

认知思维特点，呈现显著的学段差异。

第一，低学段多以具象化表达方式设计插

图。小学生思维认知特点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

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多依赖具体形象事物。统编

小学语文教科书插图设计体现了这一心理学思

想，依照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小学低学段

６—７岁的儿童认知具有泛灵论、自我中心等特

点。泛灵论即将无生命的物体赋予生命或生命特

质；自我中心指儿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看待整个

世界，只注意自己的观点，不知道变换角度，往

往无法接受别人的观点，也不能将自己的观点与

别人的观点进行平衡。低学段学生认知发展的泛

灵论与自我中心等特点要求教科书插图设计从儿

童的视角，以拟人化的夸张手法设计插图，引导

学生关注更广阔的世界。由统计可以看出 （见图

１），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拟人化选文的数量从二

年级开始呈现随年级增高而逐渐降低的趋势。遵

循匹配性原则，低学段教科书插图对拟人化选文

给予积极回应，以生动、形象的直观图像展开教

科书内容的图像叙事。从儿童视角引导学生借助

插图理解教科书文本内容，以学生可接受的呈现

方式引导其结合图文学习语文知识、展开想象与

思考，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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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拟人化选文统计

第二，写实类体裁的插图设计最大程度地保

持原貌。虽然小学生思维认知发展有着显著的学

段差异性，但在写实类体裁的选文中，无论是高

学段还是低学段，都以写实、还原手法最大限度

地保持图片原貌，不带夸张的写实插图设计成为

这类体裁选文的主旋律。比如，一年级下册课文

《吃水不忘挖井人》中的插图来源于瑞金市沙洲

坝村的红井，现为红色旅游和红色教育经典景

区。当年，毛主席为解决当地吃水难的现实问

题，带领大家挖了一口井，这口井就是后来远近

闻名的红井。“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表现了毛主席一心为人民着想、为人民服务的品

质，展示了沙洲坝人民对毛主席的怀念与感激之

情。以红色旅游景区的现实图片作为选文插图，

能够引导学生真切感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人民

的深厚情谊与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怀

念与感激之情，培养学生懂得饮水思源、对他人

常怀感恩之心。借助插图促进学生情感、态度、

价值观的发展，实现教学目标的逐步升华，是该

篇选文的教学主旨。

（二）插图注重渲染气氛，以引导学生情感

体验

教科书插图是依照视觉隐喻的艺术，作者通

过使用具有暗示性质的视觉元素来传递信息、表

达情感、创作意境，读者则通过对画面内部丰富

视觉元素所赋予的视角、构图、载体等形式的解

读，获得不同的认识、感悟和体验。［９］小小的教

科书承担着立德树人的重要使命，引导学生积极

的情感体验、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是

教科书义不容辞的责任。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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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插图、组合式小插图等多种形式渲染气氛，

以强调引导学生积极的情感体验。

第一，以大幅插图大力烘托内容主题。大幅

插图设计是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特色与创新之

处。这类插图多采取单幅图的完整形式传达文字

内容的思想与主题，在不同学段均有不同形式的

大幅插图，对文本内容具有主题烘托的作用，不

仅能够帮助学生理解知识，还能够引起学生积极

的情感共鸣，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发展学生的

核心素养。例如，一年级上册开篇 《我是中国

人》呈现了一幅５６个民族齐聚一堂的插图，这

幅插图占一个对开页，气势宏大，目的在于引导

学生在入学之初形成对中华民族的正确认知及对

中华民族的深厚情感与民族认同。六年级上册

《开国大典》以写实技法的完整插图展示开国大

典的盛况，引导学生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

们特别是毛泽东的领袖风采，感受中国人民对新

中国诞生的无比骄傲、自豪的心情。除了选文设

计大幅插图烘托主题，三年级以后的统编小学语

文教科书采用主题单元序列编排设计内容，在单

元页以整页篇幅设计大幅插图，并配以主题文

字，使学生在通晓单元主题学习内容的同时，借

助插图展开想象，感受插图所传达的真、善、

美，获得积极情感体验，促进学生知、情、意全

面发展。大幅插图全面呈现，并以宏大的场景描

绘使人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感，使教科书使用主

体借助插图直观、全面地把握文本内容。可见，

插图阐释着文本内容的中心思想，文本内容进一

步丰富与完善插图的意象表达，插图与文字共同

促使教学主旨的达成。

第二，以组合式小插图合力营造主题氛围。

从教科书插图的排列组合形式看，拼装插图与序

列插图属于小插图。这类插图虽然在视觉冲击上

不如大幅插图来得猛烈，却能以集结的合力方式

产生意想不到的视觉效果。首先，拼装插图是围

绕某个知识主题或中心内容组合、拼装在一起的

多幅独立图。拼装而成的多幅插图主要围绕同一

知识主题或中心内容展开。例如，一年级上册

《我爱学语文》设计了 “读书”“写字”“讲故事

　听故事”三幅看似不相关的拼装插图，却共同

说明 “我爱学语文”这一主题，对于刚步入小学

的学生起到引导学习习惯、情感代入的作用，看

到插图中的同伴学习语文时的状态、坐姿及行

为，他们就会以此作为榜样，在教师的引导下做

出合理的听、说、读、写的行为。拼装插图围绕

同一主题，将看似不相关的图片串联在一起，与

文字共同作用、服务于内容主题，促进学生对知

识的理解与建构，培养其联想力与想象力。其

次，序列插图是按事件发生、发展的时间顺序进

行排列的一组独立图，其中每一幅图都与这一主

题的某个环节相联系，进而串联成一个主题［１０］，

序列插图在低学段教科书中占比较多，符合儿童

序列化认知的思维特点。比如，一年级下册 《小

猴子下山》、二年级上册 《小蝌蚪找妈妈》等选

文的插图均属于此类。《小蝌蚪找妈妈》的插图，

以拟人化的手法按小蝌蚪找妈妈的时间序列依次

创作三幅插图，描绘小蝌蚪在找妈妈的过程中不

知不觉成长为小青蛙的心理变化，借助插图引导

学生了解青蛙生长过程的科学知识。序列插图是

对文本内容的次序呈现，与段落主题内容相对

应，能够引导学生借助插图理解事件发生、发展

的过程，辅助学生理解文本内容，促进学生思维

能力的进阶式发展。

（三）插图设计强调色调配比，以注重培养

学生的美感

教科书插图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

的艺术创作，其色调配比、明暗变化、构图组

织、色彩对比等方面均会影响艺术作品的整体效

果，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色调。色调是一幅画面

中色彩的总体倾向，不同的色调会使人产生不同

的视觉体验和心理感受。教科书插图色调是色彩

语言的主旋律，控制着画面的总体基调，往往营

造出或温馨或欢乐或宁静或悲伤的不同气氛。［１１］

教科书插图设计应强调色调明暗配比，注重使学

生感悟美、体验美、创造美，达成真善美的综合

化教学目标。

第一，采取色彩丰富的插图，培养学生的审

美情趣。饱和度、色相和明度是色彩的三个属

性，共同表征色彩的明暗、色彩配比、鲜艳程度

等。作为信息的载体，色彩不仅依附于设计形

式，还作为一个主体来完成信息传达的过程。［１２］

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以大胆创新的插图设计，为

文本内容创作出许多色彩丰富的插图，注重培养

学生的审美情趣。比如，一年级上册的 《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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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学生进入小学要学习的第一篇课文，这篇课

文的插图描绘了秋高气爽的湛蓝天空，大雁南

飞、落叶飘零、野草枯黄的场景，同时，为了更

加立体地表达秋天，插图中还添加了松鼠采摘松

果的情节，与枯黄的野草、飘零的树叶形成鲜明

对比。这幅插图以适度的色彩配比，生动活泼、

通俗易懂的画面展现了 “秋天来了”的场景，在

学习课程内容知识中引导学生体会季节变化，感

悟秋天的美。

第二，借助意境插图，引导学生体会神韵之

美。语文教科书中的古诗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引导学生触摸经典的脉搏，积淀文化底蕴，坚定

文化自信，彰显教科书守正创新的价值意蕴。由

于古诗词与白话文在语言表达、内涵传达、意境

传递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为了更好地引导学生

品析古诗词所表达的意蕴，教科书插图设计讲求

意境悠长、回味无穷，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古诗

词文本内容的意蕴，体会古诗词的神韵与优美。

例如，一年级上册的 《江南》是一首汉乐府民

歌，插图以水墨画生动地表达了鱼戏莲叶的优美

意境；二年级上册的插图 《登鹳雀楼》以开阔洒

脱的意境表达鹳雀楼的壮美与开阔，感受诗人积

极向上的胸襟与抱负；六年级上册的插图 《宿建

德江》渲染出诗人远离家乡、四处漂泊的思乡之

愁、思亲之愁。借助意境插图，学生在教师的指

导下以图悟词、以图悟意，弥补古诗词教学的枯

燥无味，拓宽经典古诗词教学的宏阔视野，为教

学增添灵动空间，引导学生感悟诗词的意境，体

会诗词神韵，感悟诗人的情与思，使经典真正走

进学生内心，以润物细无声的隐性方式润泽学生生

命，陶冶学生美的情操，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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