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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Piaget’s spatial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visual grammar theory, taking classic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as examples, the author describes the expression of spatial metaphor in picture books.
It also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spatial metaphor images to child read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applies spatial metaphor to teaching design, aiming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spatial cognitive
ability and abstract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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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以经典儿童绘本为例，结合皮亚杰空间认知发展理论和视觉语法理论，描述空间隐喻图像在绘本故事中的呈现

和表达，探讨空间隐喻图像对儿童读者的意义。同时，运用空间隐喻概念进行教学设计，旨在促进儿童空间认知能力和抽象概

念的发展。

关键词：空间隐喻；儿童绘本；视觉语法理论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20)03-0024-05
PDF获取：http://sxxqsfxy. ijournal. cn/ch/index. aspx doi：10. 11995/j. issn. 2095-770X. 2020. 03. 005

一、引言

隐喻是人类思维的最基本方式之一，有利于人类

认识世界，隐喻是我们深层的认知机制，组织思想，形

成判断，并起到使语言结构化，具有强大的语言生成

能力，从而使人们掌握新的抽象概念［1］。例如，“人生

就是一场旅行”的隐喻已经成为我们概念的一部分。

隐喻的实质就是根据两个概念域的某种相似性，以熟

悉的经历体验来理解不熟悉的概念，两种事物的相似

性进行相互“映射”，达到以一事物来表达另一事物的

目的。隐喻分为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和本体隐喻，方

位隐喻也被称为空间隐喻，空间隐喻有助于我们抽象

概念的形成。

空间概念源自人类对外部物理环境的感知，是人

类从出生便能够感受并伴随一生的概念，如“上、下”、

“前、后”、“左、右”等，这些基本空间关系构成了我们日

常生活的基本空间概念。人类许多抽象的概念如情

绪、身体状况、数量及社会地位主要通过空间概念来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0年第3期

隐喻，由此可见，空间隐喻在人类认知活动中有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

视觉语法是由线条、颜色、形状和纹理等元素所

组成的，艺术家把这些元素组合到一起创造出能够表

达思想的视觉设计。《阅读图像：视觉语法设计》一书中

阐述了图像在教育中的作用，并得出结论：“就这种新

的视觉素养而言，教育会生产出新的‘视觉文盲’，而阅

读图像可以有效解决‘视觉文盲’的问题，并试图解决

无法认真讨论和思考而通过图像和视觉设计获取传

达的内容的问题”［2］。

图像是一种视觉设计，最适合空间关系和非线性

关系的表达，并且是以修辞的方式完成的，是视觉修

辞的一个分支。图像修辞通过直接的图像建构传播

信息，具有一定的隐喻性，语言修辞和图像修辞都通

过大脑进行信息处理且可以相互转换，形象思维可以

转换为语言思维，语言思维也可以转换为形象思维，

这为研究空间隐喻对儿童绘本故事的视觉语篇的意

义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空间隐喻与儿童的空间认知能力

（一）儿童空间认知能力

空间隐喻是以儿童空间概念的掌握为前提。皮

亚杰认为，儿童空间观念的演化是在知觉水平和思维

想象水平空间两个不同的水平上分别进行的。空间

认知能力不是先天产生的，而是多种感觉器官协调发

展的结果［3］。儿童经常将身体体验作为衡量周遭世

界的标准，由体验去感知世界，再由感知形成概念，由

具体概念逐步推理出有抽象意义的概念，使得概念体

系得以逐步完善。因此，儿童空间认知能力的发展是

通过调动相应的感官和生活体验来理解空间概念的

过程。

空间概念是幼儿认识过程中最早形成的概念之

一，与其他认知能力一样，是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

的。幼儿在辨别空间方位的过程中要经历从以自身

为中心逐步过度到以客体（其他的人或事物）为中心

的定向过程。而重视与运用空间隐喻概念，有助于幼

儿学到更多的抽象概念，以达到知识的有序化、概念

的具体化和情感的可视化。

（二）空间隐喻对儿童读者的意义

好的图像对印刷文本有积极的阐释作用，往往有

强大的想象力和讲故事的能力，能触动幼儿心中深处

的情感，儿童形成信息的心理图像促进学习。认知图

像作为一级符号代表了相对复杂、熟悉的经验，儿童

很容易识别；词汇作为二级符号，则与直接经验分离，

更具抽象性。因此，通过将熟悉和具体的图像符号与

抽象性的词汇符号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文本

的可理解性。正如松居直先生在《幸福的种子》中所

说的一样，还不具备独立阅读能力的儿童总是试图通

过图画的细节去理解故事的含义［4］56 。学龄前儿童处

在感知运动阶段和形象思维阶段，抽象概念的发展借

助于一定的“中介语”来表达，而绘本故事中的图像和

文字交互共同起到了“中介语”的作用。绘本中含有

大量的空间隐喻图像，在儿童还不能够读“文字”的时

候，儿童试图通过图像的空间隐喻来理解故事的发

展。图画中的空间隐喻有利于儿童抽象概念的形成，

促进学龄前儿童空间知觉、空间表征和空间想象和空

间思维方面的发展。

三、儿童绘本故事中的空间隐喻类型

绘本文本作者通过人物塑造展开故事情节，而图

像作者则强调人物塑造，发展主要思想并提供背景资

料。艺术家通过强调尺寸（首先看到最大的图像）、对

比强烈的颜色、最重要的物品放在中间、用强线提供

视觉通道、强调不一致性（读者眼睛移动到一个不同

的物体）来设计组织插图，以便观众能够识别图像中

最重要的元素，遵循图像中的视觉顺序。因此，在评

估儿童书籍中的插图时，应考虑主要图像是否与故事

发展相匹配并有故事的延伸性和空间隐喻性。

人们的空间感知主要集中在“上、下”关系、“前、

后”关系、“大、小”关系、“中心、边缘”关系。相应的，绘

本故事中的空间隐喻也相应地划分为“上、下”隐喻、

“前、后”隐喻、“大、小”隐喻、“中心、边缘”隐喻。

（一）“上、下”隐喻

“上”与“下”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概念，当

图像中呈现出“上、下”关系事物的时候,我们就会把

“上”和“下”的概念从认知系统中调动出来,来理解图

像的意义。“上、下”概念在我们的认知系统中有情绪的

空间隐喻，积极情绪为“上”，消极情绪为“下”；数量上

的空间隐喻，多的数量为“上”，少的数量为“下”；道德

的空间隐喻，高尚为“上”，卑鄙为“下”。王祥荣（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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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表明，儿童大约2岁开始获得“上、下”类方位

词，之后对“上、下”的认知加深并逐渐获得延伸和隐喻

概念［5］。在儿童绘本的图像中，图像作者通过“上、

下”隐喻解释主题，传达信息。

以《天空在脚下》绘本为例，乍一看，这本图画书的

题目与现实不符，天空怎么会在脚下呢？但是，读完

绘本，我们发现作者的意图是将天空隐喻成梦想，小

女孩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实现了梦想。

绘本的封面，是一个橙红色头发的小女孩，她表

情坚定，双臂伸展，一只脚高高抬起，正从钢索上走过

去，她的脚下是虚化的城市背景，与远处的天空融和

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整个城市和天空都在她的脚下。

从封面，儿童可以预测故事的主题：一个小女孩不畏

艰难，实现自己梦想的故事。“上、下”的空间关系隐喻

了小女孩超越了梦想，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爷爷一定有办法》描述了地上和地下两个空间

发生的故事，地上的故事是小男孩约瑟和爷爷的故

事，而地下的故事，是小老鼠一家的故事。两个空间

也有着一定的关联，比如，爷爷缝毯子时掉下来的碎

布，就被老鼠夫妇捡去做了小毯子。图像作者通过

“上、下”隐喻解释主题，传达信息。不管在光明（“上”）

还是黑暗（“下”）的地方，看得见（“上”）和看不见

（“下”）的地方，爱都是永恒的主题。

（二）“前、后”隐喻

前后隐喻可以表示时间的继承性。时间是空间

隐喻的结果，在大量的儿童图像阅读材料中,无形的时

间要用具体的空间或视觉行为来体现，时间是通过隐

喻空间方位来帮助认知的。《龟兔赛跑》绘本故事中，开

始阶段兔子跑在前面，乌龟一直在兔子后面追，而在

比赛的后半程，乌龟则跑到了兔子的前面，图像作者

通过乌龟和兔子空间的“前、后”位移隐喻速度的“快、

慢”，使幼儿通过观察画面就能得出乌龟和兔子在一

个画面上谁快谁慢的结论。

“前、后”的隐喻也用来表现事物之间的对立。幼

儿的思维比较简单，无法理解“孤立”和“排斥”等比较

抽象的词语，通过“前、后”的图像组织设计，儿童建立

起心理空间意向，进而理解这些抽象的词汇。绘本故

事《不是我的错》告诉孩子要学会关爱与承担责任。

书中，一个小男孩在画面的前面掩面哭泣，他身后有

一群小朋友，当小男孩和另一个当事人突显在众人前

面的时候，小男孩在儿童的心里空间里建立起“被排

斥、被孤立”的形象。

（三）“大、小”隐喻

幼儿在接触实物与观看图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了“大、小”的概念。“大”一般是指强大的人或事物，被

认为起主导作用或者很难战胜的力量；而“小”的特性

相反，代表着弱小，需要保护的人或事物。在《西瓜与

蚂蚁》绘本故事中，一块西瓜相比蚂蚁无疑是庞然大

物，但是，小蚂蚁们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征服了大西

瓜，最后还在西瓜上玩滑梯。小蚂蚁代表了在生活中

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和事物，就像需要保护的孩子一

样，“小蚂蚁”和“大西瓜”，在绘本中展现了“大、小”强

烈的视觉对比，让孩子们懂得团结的力量，齐心协力

就能取得最终胜利的道理。

在《野兽国》绘本故事中，页面上的图像慢慢扩大，

逐渐扩展到页面的空白处，最后成为几个满页的图

画。图画由小变大，又从大变小，暗示着迈克斯的情

绪从愤怒到缓和，再从狂喜到伤心的过程。图画的变

化蕴含着隐喻的节奏，和绘本中的故事情节完全匹

配，使儿童对作品的理解逐渐加深［6］。

（四）“远、近”隐喻

幼儿在与周围环境互动的过程形成了“远、近”的

概念。“近”一般是关系亲近、时间短，程度差异小；而

“远”代表着关系疏远、时间久远以及程度差异大等概

念。

在《小房子》绘本故事中，在几个跨页上，房子坐落

在山上，房子的周围有树木、人和动物，形成一个椭圆

又一个椭圆的村落。重复能够制造韵律，并提供视觉

的通道。视线较远的村落隐喻着，不远的将来，城市

要扩张到这里来了。

（五）“中心、边缘”隐喻

一般认为，处在中心的是重要的、被强调的人或

事物，也可表达团结友爱之意；而处在边缘的人或事

物是次要的，或被排挤和被孤立。“中心、边缘”模式在

儿童绘本中也常见于“文—图—文”或者“图—文—

图”模式的“三明治”式图文信息模式，这种信息结

构突出了中心位置信息，通过对特定信息的凸显，从

而达到调节故事节奏的效果。在《小瓢虫又听见了什

么》绘本中，瓢虫作为视觉焦点，是图像所要表达隐喻

内容的核心，处在边缘的小动物则处于次要地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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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把文字和飞来飞去的小瓢虫放在中央，形成“图—

文—图”三明治图文模式。农场的动物处在边缘，环

绕在周围，小瓢虫在这本书里的封面变得特别小，小

到每个人都会对它视而不见，但是，它小小的身体里

潜藏着大大的智慧，在关键时刻懂得利用自己的优势

——飞来飞去传递情报，智斗了大坏蛋。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儿童绘本中空间隐喻对语

篇意义的构建主要体现在对信息布局来强调重点，调

整观众的注意力并提供视觉通道，进而实现对绘本故

事节奏的把控。

四、空间隐喻在儿童绘本故事教学中的

应用

在《猜猜我有多爱你》绘本故事中，大兔子和小兔

子通过比较，小兔子和大兔子不但确定了彼此很爱对

方，而且想要给对方更多的爱。她们想尽办法通过身

体动作、描述眼前的景物来表达自己的爱，直到在爱

的怀抱中睡去。

活动主题：

活动对象：

活动准备：

活动目标：

活动方法：

活
动
步
骤

1. 导入
（1）引导幼儿观察图画书的封面，并向幼儿提问，幼儿讨论，回答问题。

师：你认为大兔子和小兔子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爱彼此吗？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2）教师继续提问:那么你们是否有非常爱的人（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祖父母等）？你能说说你为什么爱他们吗？你

该如何向那个人表达你有多爱他们呢？
2. 呈现

老师配合PPT边讲故事边表演出来，让幼儿模仿老师的动作。
师：我现在是兔妈妈，你们是小兔。小兔子，我非常爱你，我的手臂有多长，我就有多爱你。动作：手臂向一侧伸展。
师：我的手举得有多高，我就有多爱你。 动作：手臂向上伸展。
师：我爱你一直到我的脚趾头。 动作：向下触地。
师：我爱你到了我能跳的高度。 动作：像兔子一样跳来跳去。
师：我爱你一直到小河。 动作：指向画面的河流。
师：我爱你一直到月亮那里。 行动：指向画面的月亮。

3. 练习
轮流说出“我爱你”的话，一起行动。让孩子模仿书中的句子结构不断用眼睛能看到的和生活常见的事物表达对
彼此的爱，发展语言能力。

4. 延伸
教师鼓励幼儿测量距离，距离从近及远，比如从一张桌子到另一张桌子，从教室的一边到另一边，从幼儿园到幼
儿的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等等，直到测量从地球到月亮的距离。对于远的距离，鼓励幼儿借助互联网和
百度地图，使他们从地图上距离的远近提高空间认知能力。

语言课程《猜猜我有多爱你》

幼儿园中班学生

《猜猜我有多爱你》绘本、多媒体课件、图片、大兔子和小兔子头饰若干

用身体动作感知空间，表达抽象概念；体会“爱”的空间隐喻的语言表达。

表演法、全身动作反应法、基于项目的调查法

（一）教学设计
表1 《猜猜我有多爱你》教学设计

（二）教学设计说明

《猜猜我有多爱你》这部作品传递了如何正确地

向对方表达爱的方式。正如绘本中封底的文字所描

述的。“当你很爱、很爱一个人的时候，也许，你会想把

这种感觉描述出来。可是，就像小兔子和大兔子发现

的那样，爱，实在不是一件容易衡量的东西”［7］。作者

巧妙地通过“长、短”、“高、低”、“远、近”具有空间特征

的词汇来教幼儿表达爱，帮助幼儿理解爱。

绘本故事中，大兔子和小兔子通过身体与大自然

空间的距离来表现“爱”这个抽象的主题，构建了空间

隐喻的图文模式。大兔子和小兔子对比画面隐喻了

“大”对“小”的爱护关心之意，而“手臂举的高低”、“跳

跃的高低”则属于“高低垂直隐喻”范畴。有研究表

明：三岁组儿童已经有了高低垂直隐喻，高是指空间

位置由下到上，距离的高低隐喻数量，如，速度、比例

和效率等都可以进行量化，还可以像深一样表示程

度，事物变化达到的程度，程度深的为高［8］。在课程

的设计中，教师可以鼓励幼儿通过身体动觉来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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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事物，反复刺激与强化幼儿的空间概念，不但可以

帮助他们发展大肢体运动能力，还可以帮助他们理解

“爱”这个抽象的概念。

故事中，教师让幼儿表演出小兔子做的动作来展

示他有多爱大兔子，例如，当小兔子伸出双臂，高高举

起或尽可能高地跳起，教师鼓励幼儿像兔子一样伸展

和跳跃，可以激发幼儿对绘本的兴趣，练习大肢体的

运动技能，同时，也能够发展幼儿的语言技能。大兔

子和小兔子在“距离”里表达了彼此的爱，“延伸拓展”

环节的教学设计，让幼儿通过观察和实际操作，认识

自己和物体、物体和物体之间的位置关系以及距离的

远近。

五、结语

幼儿阅读绘本的过程是语言与思维相互促进、相

互补充，二者不断转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语言依

赖着思维的拓展而不断丰富，思维凭借着语言的丰富

而不断发展［9］。空间隐喻在绘本故事中的主要类型

有“上、下”隐喻、“前、后”隐喻、“大、小”隐喻、“远、近”

隐喻和“中心、边缘”隐喻，每一种隐喻类型在绘本中

都有各自的认知机制和表达方式。绘本故事中含有

大量的空间隐喻概念，对儿童语言思维和空间认知发

展有重要的作用，幼儿教师需要对绘本故事中的空间

隐喻信息保持敏感性。因此，在儿童绘本教学中，教

师应该有意识地发掘绘本图像中的空间隐喻，多角

度、多元化的解读绘本故事，并能够运用空间隐喻的

概念设计教学活动，促进幼儿空间认知能力的发展，

帮助幼儿从形象思维阶段顺利过渡到抽象思维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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