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原创拟人化动物绘本分析
——以18本丰子恺获奖动物绘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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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动物在儿童绘本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运用内容分析法对18本我国原创丰子恺动物绘本分析发现：丰子恺动物

绘本中有12本为拟人动物绘本且拟人动物形象多样，以拟人主义动物形象最多；主题丰富，体现出传达人类积极精神品

质、普及动物知识、宣传保护动物、弘扬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主题。这一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原创丰子恺动物绘本为促进

幼儿认知动物、发展人与动物关系、保护动物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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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Original Anthropomorphic Animal Picture Books in China
—Taking 18 Feng Zikai Award-winning Animal Picture Books as an Example

ZHANG Ni-ni，Seyin-gaowa
（College of Education，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32，China）

Abstract: Animals have alway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Using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se 18
original Feng Zikai animal picture books，it’s found that: 12 Feng Zikai animal picture books are anthropomorphic animal picture
books and have a variety of anthropomorphic animal images with anthropomorphism being the most common; they are rich in themes，
embodying the themes of conveying the positive spiritual qualities of human beings，popularizing knowledge of animals，publicizing
protection of animals，and promoting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and animals. The results of this analysis indicate
that original Feng Zikai animal picture books provide support for promoting young children’s knowledge of animals，developing hu⁃
man-animal relationships，and protecting animals.
Key words: anthropomorphic animals; Chinese Original Feng Zikai Children’s Picture Book Award;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一、问题提出

绘本可以为幼儿提供一种认识世界的独特

视角，绘本阅读也是社会、语言、认知、情感、艺

术领域教育相互渗透、相互整合的一种有效途

径［1］。在儿童绘本中，拟人化动物角色通过形

象、夸张、虚幻的拟人方式描绘动物，将人类意

识、能力、目的和意图体现在动物角色上。拟

人化的本质是“将人类特征、动机、意向或心理

状态赋予非人对象”，就其表现形式而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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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化可以是一种过程，可以是一种倾向，也可

以是非人对象本身的类人特性。例如，小猪会

建造房屋、老鼠会驾驶汽车等［2］。21世纪儿童

所接触到的绘本、电子游戏和动画片中的拟人

动物要多于在野外或其他自然环境中所接触

到的动物，形成了以普遍缺乏与自然环境接触

为特征的儿童成长现实［3］。国外学者在对1000

多本儿童绘本的分析中发现，近一半绘本以动

物为主角，其中只有四分之一的动物绘本故事

描述了真实的自然环境，即使故事背景处于真

实自然环境下，真实动物形象的描绘也不到

2%，这些绘本充斥着拟人化表现［4-6］。研究显

示，拟人化动物表现，可能会误导儿童收到错

误的信息或对动物形成不受欢迎的印象［5-7］，阅

读拟人化绘本的儿童还会采用以人类为中心

的生物推理模式［7］。“人类中心”强调人类在宇

宙中处于特殊地位，其他生物和事物都是为人

类的存在而服务。有学者认为拟人化表现手

法以人类的视角赋予了动物以人性，将动物视

为工具，就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表现，这会

助长儿童形成人类中心主义和动物工具论的

观念［7］。

与“人类中心”相对应，“反人类中心主义”批

判物种等级制度，强调推进生态主义［8］。这一主义

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人类自大和狭隘的看

法，忽视了其他生物和环境的价值和权利，主张人

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和平等的地位。“反人类中心主

义”是在全球性的环境和资源危机的背景下提出

来的，它有着警示人类尊重、爱护自然的重要哲学

反思意义。从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和文学欣赏

的角度来看，拟人化动物巧妙地吸引小读者，其中

一个核心原因在于拟人化符合学前儿童“万物有

灵”“视物为人”的认知阶段特点和欣赏习惯。但

也有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Oerlemans认为儿童

文学作品中的拟人化虽然看上去天真可爱，可是

动物被无情的商品化了，就像迪士尼那样，变得怪

诞，是一种对动物生命和童年想象力的剥削［9］。

Oerlemans指出了动物工具化和拟人化不真实的

表现形式，但他也忽视了一点，即读者对拟人动物

的接受程度，并不一定像他所说的那样，将“动物

商品化”。也有学者指出拟人化对儿童并不一定

有害。真实动物书籍有助于孩子们了解关于动物

的事实知识，而拟人化带有幻想的书籍在促进儿

童想象力和认知发展方面也很重要［10］。此外，绘

本中幻想的拟人化动物表现方式既会影响人们对

动物的保护状态、自然行为、生态重要性和作为宠

物的适宜性的看法［11］，也可能有助于儿童和动物

之间关系的发展［12］，这也是一种反人类中心主义

动物观的体现。

绘本是儿童教育重要资源，其拟人动物形象

又较多，这些儿童经常接触的拟人动物绘本所体

现的生态教育理念应该被我们所关注。遗憾的

是，关于拟人化动物绘本的研究多集中在国外，

国内相关研究凤毛麟角。中国绘本起步较晚，但

是近些年发展迅速，而且动物绘本也绝非少数。

国内拟人化动物绘本中的动物形象有什么特

点？隐含了哪些人与动物的关系？主要关注哪

些主题？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研究试以中

国原创绘本奖——丰子恺儿童绘本奖获奖动物

绘本为例，运用内容分析法系统地解构中国儿童

动物绘本中的拟人化动物。研究的核心问题是：

1）拟人动物以什么形象存在于丰子恺动物绘本

中？2）丰子恺拟人动物绘本主要包含哪些主

题？3）丰子恺拟人化动物绘本主题体现了什么

教育理念？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分析的以动物为主要角色的绘本来

源于著名的中国原创绘本奖——丰子恺儿童绘

本奖。该绘本奖自2009年首次颁发以来，每隔2

年举办一次，迄今为止共举办了8届，获奖绘本数

量为47本。

本研究选择丰子恺获奖儿童绘本的主要考

虑是：首先，该奖项是中国原创，能更好的反映中

国文化，不仅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而且对原创

绘本的观察与评鉴标准，可为读者、绘本从业者

和学术研究者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视角；另外，

近年来丰子恺儿童绘本奖评审团建议创作者们

增加环境生态、动物保护主题的作品，提倡文学

和艺术的手法来避免教育意涵沦为教条［13］。可

见，我国原创绘本越来越注重将生态理念、动物

保护教育渗透入儿童绘本中。这与本研究的主

旨不谋而合。基于此，本研究从丰子恺儿童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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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的47本获奖作品中筛选出18本以动物为主角

的绘本。绘本选择标准为：有动物的存在且动物

是主要角色，而不是在故事情节中偶尔出现的配

角。绘本详细信息（见表1）。
表1 以动物为主角的丰子恺儿童绘本奖获奖作品一览表

获奖年份

2009年

2011年

2013年

2015年

2017年

2019年

2021年

2023年

绘本名

《池上池下》

《青蛙与男孩》

《下雨了》

《我看见一只鸟》

《很慢很慢的蜗牛》

《阿里爱动物》）

《小喜鹊和岩石山》

《拐杖狗》

《等待》

《林桃奶奶的桃子树》）

《乌龟一家去看海》

《同一个月亮》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粪金龟的生日礼物》

《苏丹的犀角》

《小熊，快跑》

《不一样的1》

《动物园的秘密》

内容概述

介绍蜻蜓的发育过程以及池上池下的不同生物

在男孩与青蛙的互动聊天中普及青蛙知识

草原上动物们争夺水资源的故事，体现了自然界的弱强法则

介绍不同的鸟类知识

一只蜗牛爬树吃葡萄，因为爬得慢而遭到其他动物的嘲笑，但它仍坚持不

放弃

阿里前往了一场充满声音、想像、趣味的寻兽之旅，最终也带着爱的全新认

知归来

小喜鹊阿利和孤独的岩石山交朋友后，用其短暂的一生不断地帮助岩石

山，穿上“光彩的衣裳”，摆脱心里的孤单

讲述了人与狗相依相伴的感人故事，友情跨越物种、超越山海

讲述了一只猫和主人一起迎接小生命的故事

主要讲述林桃奶奶家门口的桃子树结满了桃子，松鼠、山羊、老虎……一个

传一个，最后所有的动物都跑来找林桃奶奶要桃子吃

讲述了乌龟一家去看大海，实现梦想的温暖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爱与等待的故事。大自然的动物们正在被人类伤害，它们手

足无措，它们需要帮助

讲述了一只小黑猪，向往自由特立独行做自己的故事

通过粪金龟和朋友过生日的故事，让孩子们懂得尊重、理解彼此的不同

本书回顾了世界上最后一头雄性北白犀苏丹的真实经历的一生

讲述了一个因为人类的活动范围与棕熊栖息地不断交集而发生的故事

棕熊老师在上课，每个小动物都写出了不一样的1

讲述了小男孩奇特难忘的动物园之旅

（二）分类框架

Mccrindle、Odendaal等学者研究了学前书籍

分类方法，认为儿童绘本可分为无动物存在的非

动物绘本和有动物存在且动物为主要角色的动

物绘本。动物绘本按照动物形象又可以分为两

大类：拟人动物绘本和写实动物绘本。其中拟人

动物绘本中的动物形象有拟人主义、人类化和幻

想主义这三种；写实动物绘本中的动物形象为现

实主义动物形象。人类化是指动物外形是真实

的，但是行为具有人类特征可以像人一样说话思

考做表情等，如鸡摔倒时露出惊讶的人类表情

（见图1）；拟人主义是指动物行为和形象都拟人，

如像人一样直立行走的兔子（见图2）；幻想主义

指幻想出的与人类类似生物而非真实动物，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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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表情丰富的怪兽（见图3）。写实主义（或现实

主义）是指动物的行为和形象都是真实的，如吃

草的羊（见图4）［14］。

图1 人类化动物形象示例

图2 拟人化动物形象示例

图3 幻想主义动物形象示例

图4 写实主义动物形象示例

（三）分析过程

内容分析是一种对信息内容进行定性或定

量客观分析的研究方法，包括对定性文本内容进

行编码，形成定量表达，然后对结果进行统计分

析［15］。在本研究中，研究者首先查阅了丰子恺绘

本奖的47本获奖作品，对其图文内容进行细读，

将儿童绘本分为无动物存在的非动物绘本和有

动物存在且动物为主要角色的动物绘本两类，最

终确定18本动物绘本。

其次，划分分析单元，进行编码统计。因为

拟人化动物绘本多为故事绘本，故事发展具有

连贯性，且拟人行为多发生于多个动物之间的

互动或者存在于人与动物之间的交流，故基于

本研究目的和拟人动物绘本的特点，本研究并

未对某一拟人动物角色单独进行编码分析，但

在具体结果分析和讨论时会涉及绘本中的某

个动物角色。分析时是以整本绘本作为一个

分析单元，共18个分析单元（N=18），主要分析

图画中的动物形象是否存在拟人化特征（包括

动物外形、表情、思想、肢体动作等）和文本内

容是否具有拟人化的语言和描述，然后根据分

析框架先将18个分析单元划分为拟人动物绘

本和写实动物绘本，再对拟人动物绘本中的动

物形象进行分类，并分析拟人动物绘本的主

题。为了保证研究的信度，由两名研究者同时

分别进行评定，二人一致性系数Cohen’s Kappa

值为 0.91，研究的信度率为83.3%，具有比较好

的信度［16］。

三、研究结果

（一）丰子恺动物绘本动物形象分类结果

在丰子恺儿童绘本奖的获奖作品中，有18

本是以动物为主角的绘本，其中有6本是写实

动物绘本，12本是拟人动物绘本。在这12本拟

人动物绘本中，具有拟人主义动物形象的绘本

最多，幻想主义动物形象的绘本最少，拟人动

物形象划分情况和拟人化表现情况参见表2。

（二）丰子恺拟人动物绘本主题分析结果

在对12本拟人动物绘本内容分析时发现，人

类角色也时常出现在拟人动物图画中，与动物之

间的互动体现着一些人与动物关系主题。另外，

同一本绘本可能体现着不同的主题，例如，《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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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丰子恺动物绘本动物形象分类情况（N=18）

绘本分类

写实

动物绘本

拟人动

物绘本

动物形象

现实主义

人类化

拟人化

幻想主义

绘本

《池上池下》

《我看见一只鸟》

《小喜鹊和岩石山》

《拐杖狗》

《苏丹的犀角》

《小熊，快跑》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很慢很慢的蜗牛》

《乌龟一家去看海》

《同一个月亮》

《青蛙与男孩》

《林桃奶奶的桃子树》

《等待》

《粪金龟的生日礼物》

《下雨了》

《不一样的1》

《动物园的秘密》

《阿里爱动物》

拟人化表现

无

小猪外表是真实动物形象，但存在部分人类特质，如趴在窗
沿看电视

蜗牛和蛇表情、形象拟人，如戴蝴蝶结的毛毛虫、蛇嘲讽蜗牛
的表情。但部分行为真实，如蝴蝶飞舞

小乌龟等行为多为真实动物行为，如池塘里的小蝌蚪、海里
的水母，但存在部分人类特征，如驴和乌龟聊天

大象和狮子行为、表情等具有人类特征，例如大象和小男孩
依偎在一起看月亮

青蛙行为、表情完全拟人化，如保卫青蛙国王

小动物们行为完全拟人，如羊和松鼠直立行走

小熊和小猪等动物行为完全拟人，如小熊放风筝，小猪打伞

小动物们一起过生日行为完全拟人化

小蝌蚪和乌龟等动物行为、表情拟人，如动物们剪刀石头布

棕熊老师上课和动物学生画1的行为以及形象，都是拟人化

灰狼像人类一样和男孩说话，打招呼

把野生动物描绘成夸张幻想的形象，如象鼻鼠，具有人类特
征，如，追赶阿里

数量/

比例（%）

6/33

3/17

8/45

1/5

总比例

（%）

33

67

龟的生日礼物》既体现了友爱主题，也普及了动

物知识。《青蛙与男孩》既体现了普及动物知识主

题，也体现着人与动物和谐相处主题。这些拟人

动物绘本主要表现了4个突出主题：第一，传达人

类积极的精神品质，如毅力、耐心、勇敢和友爱；

第二，普及动物天性；第三，倡导保护动物；第四，

体现人与动物和谐相处，见表3。

1.传达人类勇敢、坚持、耐心等美好精神品质

的主题

如表3所示，有7本拟人动物绘本传达了人

类积极的精神品质，这些拟人化动物承担起了教

育媒介的作用，通过将动物拟人化，赋予它们人

类的精神、品德和个性思想等人类特质，推动故

事发展，从而传递出某种教育理念。《很慢很慢的

蜗牛》讲述了一只小蜗牛在爬树吃葡萄的过程

中，遭遇了其他动物的嘲笑，但是小蜗牛仍然坚

持不放弃，体现了它的顽强毅力。《一只特立独行

的猪》讲述了一只与众不同的小黑猪，自由自在

地做自己的故事，鼓励孩子们打破安分守己的陈

规，积极主动地发展自我，勇敢探索新的可能

性。《粪金龟的生日礼物》讲述了粪金龟和它的好

朋友们过生日，却因站在各自的想法和立场，产

生“礼物不合需要、大餐不符喜好”的冲突趣味，

这本书告诉孩子们学会尊重理解彼此的差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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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表3 拟人化动物绘本中体现的主题

主题

传达积极的精神品质，

如毅力、耐心、勇敢和

友爱

普及动物天性

倡导保护动物

体现人与动物

和谐相处

体现该主题的拟人动物绘本

《乌龟一家去看海》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等待》

《林桃奶奶的桃子树》

《粪金龟的生日礼物》

《很慢很慢的蜗牛》

《不一样的1》

《下雨了》

《粪金龟的生日礼物》

《不一样的1》

《青蛙与男孩》

《同一个月亮》

《阿里爱动物》

《青蛙与男孩》

《林桃奶奶的桃子树》

《等待》

《动物园的秘密》

2.普及动物天性的主题

在中国《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科学

领域中，对于幼儿科学探究的教育建议多次提

到，要引导幼儿关注和思考动植物的外部特征、

习性与生活环境对动植物生存的意义［16］。这一

点在拟人化动物绘本中也有所体现。例如，《不

一样的1》讲述了棕熊老师在上课，每个小动物画

的1都不同，通过小动物们画1的故事，普及动物

们的习性。《青蛙与男孩》中小男孩和青蛙进行了

一场比拼，找他们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帮助

小朋友们了解青蛙知识。

3.倡导保护动物主题

近年来，随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加剧，

越来越多的学者倡导生态理念，保护自然环境和

动物。这一理念在丰子恺拟人动物绘本中也有

所体现。本研究发现，12本拟人动物绘本，有2本

倡导保护动物主题的绘本。《同一个月亮》穿插着

男孩照顾受伤动物的故事情节，比如大象的牙齿

被人类锯断了，小男孩体贴地照顾它，主要宣扬

了男孩保护救助野生动物，体现了动物被人类伤

害，迫切需要保护的残酷现实；《阿里爱动物》通

过动物们化身怪兽对不爱护野生动物的阿里报

复追打的故事，来宣扬动物保护。

4.人与动物和谐相处主题

在中国《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科学

领域中，对于幼儿科学探究的教育建议提到，引

导幼儿体会人与自然、动植物依赖的关系，知道

尊重和珍惜生命，保护环境［17］。丰子恺拟人动物

绘本中对这一教育理念也有所体现。《等待》从猫

的视角切入，通过对猫的一举一动和心理活动的

刻画，将猫对小主人及整个家庭的爱细致入微地

展现出来，告诉我们，如果选择了与动物一起生

活，就要把它们作为家人看待，体现了人与动物

和谐相处的关系；《动物园的秘密》中，小男孩在

与父母游玩动物园时走散，被一只灰狼跟踪，原

来灰狼是想归还男孩遗失的溜溜球，这体现了动

物和人和谐相处的关系；以及在《青蛙与男孩》

中，青蛙和小男孩一起做游戏，并邀请男孩去青

蛙王国做客，体现了人类与动物和谐相处的关

系；《林桃奶奶的桃子树》中，林桃奶奶将成熟的

桃子无私地分给小动物们，也体现出了人与动物

和谐相处的关系。

四、讨论与结论

（一）丰子恺拟人动物绘本中拟人动物形象

和主题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中，丰子恺动物绘本内容分析结果

主要体现了两大方面的意涵：一方面丰子恺拟

人动物绘本较多，在18本丰子恺动物绘本中有

12本拟人动物绘本，占比较大，且拟人动物形象

比较多样化，不仅有幻想主义的拟人化怪兽形

象，也有外表真实仅行为拟人的人类化动物形

象和行为、外表完全拟人的拟人主义动物形

象。这与国外研究结果相似，儿童绘本中拟人

动物绘本是居多的［18］；另一方面，丰子恺拟人动

物绘本主题丰富，不仅体现了发扬人类积极精

神品质的主题，更多的体现了宣扬保护动物、普

及动物知识、弘扬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积极动

物观主题，表现出一定的反人类中心主义思

想。丰子恺拟人动物绘本蕴含的主题使幼儿认

识多种动物，并促进幼儿保护动物、人与动物和

谐相处的生态理念发展。以往研究中也有相似

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拟人动物形象有利于儿童

各方面的发展，并且有利于人与动物关系的发

展［19］。在学前阶段，幼儿对动物的认知水平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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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他们对动物的未来认知和支持保护动物的

行为，这使得理解儿童文学所传达的动物形象

变得至关重要［20］。通过拟人化动物形象，激发

幼儿对动物的兴趣，同时加深了幼儿对动物生

活习性和特点的关注和了解，并且拟人化动物

绘本可以让儿童理解人和动物都生活在同一片

天空之下，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

（二）丰子恺拟人动物绘本主题体现了“反人

类中心”理念

丰子恺拟人动物绘本体现出的保护动物、热

爱动物、人与动物和谐共处这样的反人类中心主

义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对抗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

是学前教育领域对生态教育的一种回应。在2023

年第八届丰子恺儿童绘本奖评审结束后，评审团

建议创作者们增加环境生态、动物保护主题的作

品，这反映出中国原创绘本越来越注重生态教育

理念与儿童绘本的融合。反人类中心主义主题的

拟人动物绘本对于培养幼儿爱护动物，与动物和

谐共处的积极动物观具有重要的支持意义。

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人类活动空间的空

前扩大，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自然资源被过度开发和消耗，生态物种大

量灭绝，污染物被大量排放，这些都导致了全球

性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这一切

不仅对人类的发展生存构成威胁，也给其他动

物带来了灾难。我们应该认识到，人类狭隘的

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只关注人类自身及其赖

以发展的环境，而忽视其他生物生存的环境，这

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人类中心主义倾向［21］。在

这样一个倡议生态环保教育的时代，越来越多

的人已经认识到要重建人与动物、自然的关系，

实现人与动物、自然共生和谐共处。因而，在儿

童绘本中融入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是刻不容缓

的事情。

五、教育建议

幼儿“泛灵性”的心理发展特点让他们对于

动物总是充满了好奇和喜爱，也对绘本中的动物

故事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在绘本阅读教育

中，教育者们可以借助动物绘本，尤其是拟人动

物绘本来传达教育理念，启发幼儿的情感认知和

促进幼儿语言能力的发展。比如，通过拟人动物

绘本中的故事可以教导孩子尊重和爱护动物，学

会分享和帮助他人。

虽然选择拟人动物绘本是吸引幼儿阅读的

一种重要方式，但是我们也应该了解到，绘本中

动物形象的表现方式可能会影响人们对动物的

保护状态、自然行为、生态重要性和作为宠物的

适宜性的看法，尤其是对凶猛的动物来说［22-23］。

例如，寓言故事中的大灰狼动物形象被描述成邪

恶、狡猾的负面形象，兔子被描绘成可爱、弱小的

形象，但是真实的灰狼和兔子都有其可爱和狡猾

的另一面。正所谓动物不可貌相。有些动物虽

然看起来难看可怕，但是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而

言，所谓丑的、恶心的、有害的生物同样具有重要

的系统价值［23］。

因此，教育者们在通过动物绘本进行教育活

动时，需要合理选择拟人动物绘本，注意绘本中

的动物形象表现种类，既要发挥拟人动物绘本的

教育生动性，又要规避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观。讲

解时，不能只停留在绘本的故事中，也要客观的

教导幼儿动物知识，让幼儿从科学，自然生态的

角度去认识各种生物的多面性，充分发现动物们

的优点，尊重生命和爱护动物；同时要让幼儿了

解动物的另一面，遇到有害动物要懂得保护自

己，这样才能最大地发挥动物拟人绘本的真正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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