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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歌插图创作技巧 
冯慧丽 

（南阳幼儿师范学校  河南  南阳  474150） 

摘要：我们为儿歌配上合适的插图，不但能够为儿歌所表达的内容作辅助解释；同时，也增强了儿歌的趣味性和艺术感染力。

本文通过主题、形象、风格、位置四个方面阐述了为儿歌配插图时要注意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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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歌，这种艺术形式通俗易懂，语言押韵，朗朗上口。深受人

们的喜爱，并广为传唱。生活中，大家都能够或多或少的哼唱几首

儿歌！儿歌合辙押韵、节奏明快、语言活泼，在诵唱儿歌时，孩子

们接受到了新的知识，和文学艺术的熏陶。所以在学前儿童教育当

中，它的作用是举足轻重。当我们把儿歌整理成册，或在进行语文

教学时，对于只有文字表达的儿歌，我们可以为文字加插图画。插

图不但能够对文字所表达的内容作辅助解释，添加艺术感染力；同

时，也增强了儿歌的趣味性。那么如何给儿歌配上合适的插图，使

其图文并茂，锦上添花呢？ 

我们在为儿歌创作插图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 理解儿歌主题  

首先，我们先要读懂该儿歌的主题。创作之前，一定要反复阅

读，理解此首儿歌的主题和内容。知道该画什么，怎样画，做到心

中有数后方能动笔。这样可以避免太过草率，乃至图文不对，闹出

笑话来。  

二、 精选形象，主次分明  

1、 一首儿歌应该刻画那些形象？怎么刻画？首先，我们要先

确定主要形象。大家经过思考，都能准确地判断出来主要形象。因

为儿歌的标题或者开头前两句中出现的形象，往往就是要刻画的主

要形象。例如儿歌《小熊过桥》，“小竹桥，摇摇摇，有个小熊来

过桥。走不稳，站不牢，走到桥上心乱跳。头上乌鸦哇哇叫，桥下

流水哗哗笑。......河里鲤鱼跳出水，对着小熊大声叫......”;这首儿歌

的主要形象是“小熊”，它从标题和前两句中已明显表示出来了。

而儿歌当中的乌鸦、鲤鱼、流水等都是做为次要形象出现的。 

2、 次要形象在画面中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在画面当

中充当“绿叶”。衬托主体。即使一首儿歌的文字内容形象单一，

没有涉及到次要形象。为避免画面单调，我们要通过自己的想像，

在主要形象的周围，添画一些和主题相关的背景或其它形象，以丰

富画面，使主题更加突出。例如儿歌《葡萄》：“葡萄藤，爬的高，

爬到架上吹泡泡；吹了一串又一串，串串都是甜葡萄。”整首儿歌

只出现一个形象——葡萄。若我们的画面当中，只出现一串葡萄，

虽然贴合儿歌主题，但画面单调，缺乏趣味性。那么我们根据一些

生活情境，比如，在葡萄旁添加蜜蜂，或者葡萄架旁添加一位小朋

友正把泡泡吹向葡萄，和它比大小。通过这些次要形象的添加，不

但丰富了画面，同时趣味性也产生了。当然，添加次要形象要适当，

避免繁琐。另外我们还需把握主次形象的关系，只有把次要形象和

主要形象的关系摆正，整幅画面才会主次分明，完整统一。 

三、 确定风格  

插图可以是手绘、摄影、简笔画、涂鸦、表格等等多种表现手

法。我们要围绕儿歌内容，科学的选择最适合的表现手法，确定画

面整体风格。我们可以先从主要形象入手，根据儿歌的主题思想为

主要形象确定合适的表现手法，选择最佳角度、最生动的造型，这

是首先要完成的重要步骤。因为先确定好主要形象就等于抓住了要

害，选准了突破口，也就开了个好头。这样画面的整体风格就确定

了。有的儿歌，形象单一，比较容易把握。但有的儿歌当中，会出

现多个形象。我们一定要使各种形象的表现手法风格一致，要用简

笔画形式，就统一用简笔画造型；若用写实手法表现，就画面统一

使用。一般来说，儿歌针对的人群，是儿童，所以插图大多数都会

选择小朋友们喜爱的生动有趣的简笔画、卡通漫画造型，或者更为

直观的摄影造型。 

其次，对儿歌中所涉及的其它次要形象，也要根据主要形象的

画风谨慎选择。这些形象虽然起的是对比陪衬作用，但处理的好了，

整幅画面就会锦上添花，画龙点睛。否则，就会破坏整幅画面的和

谐，从而影响整体效果。当然，如果以绘画的方式来表现，光有灵

感和想法，还是不够的。因为想要画好，还是要靠自己绘画的技术

和功底，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持续不间断地练习和进步，才能画出好

的插画作品。 

四、 主次位置巧安排  

主要形象和次要形象如何在同一幅画面中摆正关系呢？这就

要看如何巧妙安排它们在画面中的位置了。主要形象通常要放在画

面的重要位置上，既要坐“主位”，何为主位呢？无论对于摄影作

品还是绘画作品或是其他的艺术形式，在画面中都有黄金分割的位

置。“黄金分割”是由古希腊人发明的几何学公式，其比值约为 1：

0.618。很多时候，这个比例关系被运用到美术当中，因为遵循这一

规则的构图形式被公认是“和谐”的，是最能引起美感的比例关系。

画家们发现，按照这个比例关系，能画出最优美的画，在达芬奇的

作品《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中都运用了黄金分割比例。还

有一些知名建筑，像古埃及的金字塔，巴黎的圣母院，法国的埃菲

尔铁塔，都有黄金分割的足迹。可见，黄金分割在画面当中的重要

性。在二维平面图画中的黄金分割位置，就是所说的“主位”。简

单的来说，就是我们可以运用“三分法则”将整个画面在横、竖方

向各用两条直线分割成三等份。然后将主要形象放置在这六条直线

形成的任意的一个交点上，也就是画面大约三分之一的位置上，这

是画面最吸引眼球的位置。这样画面就“活”起来，避免了刻意与

呆板。接下来再把次要形象，围绕着“主位”安排。另外，主要形

象的尺寸要大，让人一眼就能注意到它，就如同舞台上的主角，总

是处在聚光灯的光环包围当中。而次要形象放在画面的旁边或四

周，形体尺寸同主要形象相比要稍小一些，以免喧宾夺主。 

我们在为儿歌创作插图时，做到上述四个要点，就可以避免很

多问题。若想创作出优秀的插图作品，我们就要从多方面吸取灵感。

生活中的所见，音乐，影视作品等，都能激发我们的想象力，成为

我们的创作源泉。所以，我们一定要多读书，勤观察，当一位有文

学素养的创作者，才能创作出生动有趣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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