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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rental Character Image in Chinese and Foreign Cartoons
—A Case Study of Big-Head Son and Small-Head Father and Peppa Pig

LIU Yu-Hong
（Maanshan Teacher’s College, Maanshan 243041, China）

Abstract: The parental character image in cartoon accompanies the growth of children and satisfi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imagination, aesthetics and sociality. Among them, the shaping of parental character
image has certain family education value, which affects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reality of parents’ image
and relationship. From the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Chinese and foreign cartoons have positive expectation of
father’s image, while as for the mother’s image, there exist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ref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on the parental image with the time development, the children’s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artoons and
the shaping of sound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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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理论

摘 要：动画片中的角色形象陪伴幼儿的成长，满足幼儿的想象、审美、社会性等的发展。其中的父母角色形象的塑造具有一

定的家庭教育价值，影响幼儿对父母形象、父母关系的现实认知。在跨文化视角下，中外动画片对父亲形象都存在积极期待，

对母亲形象的塑造存在文化差异，对父母关系的塑造表现出现实与理想的差异。对于我国动画片中的父母形象塑造来说，应

关注时代发展中的父母形象、关注动画片的儿童叙事特点、塑造良好的父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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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片影响着儿童的身心发展，其思想性、观赏

性、传播度是考量对儿童发展价值的重要依据。一部

好的动画片，可以运用多种理论去阐释，给人以无限

的思考［1］。国产动画片《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被誉

为“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15部优秀动画片”之一，该动

画片讲述了小头爸爸、围裙妈妈和大头儿子之间的亲

子故事；英国的动画片《小猪佩奇》在央视七点段成为

收视率第一的动画片，讲述了小猪佩奇与家人相处的

愉快经历。两部动画片都围绕儿童的家庭生活展开，

并描绘了中外不同的父母形象，而能否塑造优秀的父

母形象，也是这一类讲述幼儿家庭生活的动画片的思

想性、观赏性、传播度考量的角度之一。父母角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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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角色之一，是所有有子女的社会

成员所固有的一种职能角色，在子女的发展中具有不

可替代的影响。它随着父母表现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这也使得该角色的表现具有了多样性［2］。

“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al studies）也称“比较

文化研究”，是指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揭示在不同

社会条件下人们的社会行为和心理特征及其发展规

律的异同，从而为把握社会心理现象中的普遍性提供

认识依据的一种方法［3］。本研究以《大头儿子和小头

爸爸》和《小猪佩奇》两部动画片作为中外动画片的典

型案例，对两部动画片中的父母形象进行作品分析，

从而发现两部动画片中父母形象的异同之处。

一、中外动画片中父母形象的比较

（一）对父亲形象的积极期待

1.《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编剧郑春华在讲到她

的创作初衷时指出，“我希望父亲能更多地参与到孩

子的成长过程中来，我要用自己的笔，描绘一个理想

父亲的形象”。根据动画片内容显示，小头爸爸是一

位桥梁工程设计师，虽然工作繁忙，但总会抽出时间

陪伴大头儿子。在对《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进行抽

样文本分析时发现，90%以上的剧集描述了融洽的亲

子陪伴情节，如小头爸爸常常陪大头儿子锻炼身体、

帮助大头儿子一起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和任务、陪大

头儿子练习节目表演和练习摔跤等，和大头儿子一起

动手修理家具、制作风筝、组装柜子、改造机器人等。

小头爸爸还会耐心地陪伴孩子玩游戏。

《两座小房子》（第一部第31集）大头儿子家新买

的洗衣机和冰箱送到了，大头儿子看到空洗衣机盒子

后突发奇想钻了进去，做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房子，

而小头爸爸也用冰箱箱子做了一个小房子。玩的不

亦乐乎的两人连晚饭也在各自的小房子里吃。

小头爸爸并没有阻止大头儿子对空盒子的探索，

而是制作了另一个小房子，和大头儿子一起玩耍。表

现出对孩子单纯的想象力的保护，满足了孩子对空间

探索的兴趣。

但随着动画片的播出，也有观众提出：“小头爸爸

哪里有这么多的时间陪伴大头儿子？”动画片中对理

想父亲形象的刻意营造难免表现出对主流家庭教育

观的生硬灌输，小观众在观看中也会比对自己的爸

爸，如有的幼儿指出，“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感觉

很闷”，我们不禁反思，到底什么样的父亲形象更贴近

于日常生活中人们身边真实的父亲？

2.《小猪佩奇》

英国的动画片《小猪佩奇》由三位英国男性创作，

其中马克和内维尔负责编剧、导演。创作缘起于马克

对儿童生活的观察，他发现朋友的孩子因为没有父母

的陪伴而感到很疑惑、伤心，并且他发现许多动画片

里的角色都没有父母的陪伴，因而“爸爸妈妈去哪儿

了”这一个悲伤的疑问确立了《小猪佩奇》的价值观基

调。

动画片塑造了一位爱吹牛、幽默、态度精心且有

参与度但有点笨拙的猪爸爸。他在指路时会把地图

拿倒，经常说自己是某一方面的专家，经常夸耀自己

是跳泥坑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

程中，猪爸爸耐心细致地教孩子们长跑、游泳、跳水、

滑冰等；在艺术方面，猪爸爸还经常拉手风琴、打架子

鼓给孩子们听。虽然猪爸爸工作繁忙，但是能够记住

孩子们的生日，会精心给孩子们准备生日礼物。另

外，猪爸爸还会鼓励孩子积极地面对困难。

《我的生日派对》（小猪佩奇全集第103集）佩奇早

上五点钟就起来准备过生日了，还把爸爸妈妈都叫醒

了，爸爸给佩奇准备了玩偶小裙子的生日礼物。爸爸

还自诩“传说中的神秘人”，准备迎接佩奇的朋友们。

生日派对开始了，猪爸爸精心准备了魔术节目。佩奇

直呼：“这是我过的最开心的生日了！”

《自行车》（小猪佩奇全集第12集）小猪佩奇不想

在自行车后装辅助轮了，爸爸就把轮子拆掉了，但妈

妈表示担心。佩奇爸爸说着“别担心我会保护你”，边

扶着自行车边鼓励佩奇要勇敢。

与《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相比，佩奇爸爸并不是

十分完美的“理想”父亲，他爱吹牛、遇事拿不定主意、

有时会做错事，但这往往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父亲

形象，更贴近儿童对父亲的认知。

（二）对母亲形象塑造的文化差异

1.《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中外动画片在塑造母亲形象时存在文化背景上

的差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女有着明确的社会分

工，“男耕女织”是传统文化的鲜明写照［4］，而在现代

社会，则体现在父亲是家庭中的经济供给者，母亲是

家庭内务的承担者。1995年版的动画片中，围裙妈妈

身材圆胖，整日戴着围裙忙忙碌碌，她爱干净整洁，勤

劳能干；在2013年版的动画片中，围裙妈妈的外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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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被美化，身材匀称，打扮时尚，并且她乐于为大头儿

子制作精致的食物，以身作则引导孩子远离垃圾食

品。尽管新版动画片中妈妈的形象变得更加美观，在

服装、造型、面部表情、行为的刻画上都与时代接轨，

通身都透露着当代家庭主妇时尚、干练的气质［5］，但

妈妈的形象依然是“围裙妈妈”。并且，相比于1995年

版的动画片，2003年版的动画片中的围裙妈妈更爱生

气，网络上甚至出现了一款叫做“愤怒的围裙妈妈”的

小游戏。

《妈妈罢工了》（第四季第305集）围裙妈妈买菜回

家，非常生气：“你们进屋为什么不换鞋，你们看看我

辛辛苦苦地刚擦的地！”小头爸爸却说：“弄脏了再擦，

干嘛生气呀，生那么大气！”大头儿子也附和着说：“就

是呀，擦地很容易嘛！”于是围裙妈妈把抹布扔到桶

里，摔门走出家，“既然你们觉得干家务容易那你们自

己干吧!”围裙妈妈不在家，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只好

点外卖吃。晚上，围裙妈妈回家，小头爸爸向她道歉：

“我以后再也不不脱鞋就进屋了”，而围裙妈妈已经不

生气了，原来她外出消费了，小头爸爸叹气道：“原来

罢工这么费钱！”

“爱生气”的围裙妈妈已经成为其一个标志性的

形象。目前，在动画片市场中也出现越来越多的脾气

暴躁的妈妈形象，如小灰灰的妈妈红太狼、蜡笔小新

的妈妈野原美伢、樱桃小丸子的妈妈樱堇等。

2.《小猪佩奇》

首先，在《小猪佩奇》这部动画片中，佩奇妈妈的

形象塑造反映了英国当代的男女平等的思想。儿童

故事是非常强大的文化标志，因为它们引导新的一代

接受时代的社会规则［6］。在该动画片中，性别标准问

题比较显著，传统的性别角色似乎逆转了。猪妈妈处

处显示出比猪爸爸更有能力，她对家人都能做到爱和

尊重，并且十分聪明、理智，能在孩子们提出探索的需

求时，及时满足孩子们，而且将家庭和工作平衡得比

较好。

小猪佩奇喜欢跳泥坑，而这种被中国妈妈控诉的

行为，猪妈妈却从来不生气，会态度温和地说“只是些

泥而已”，并且还会和孩子们一起玩跳泥坑。猪妈妈

虽然脾气温和，但是能坚持原则，猪妈妈所坚持的教

育原则就是身体力行地告诉孩子什么应该做，什么不

应该做。

《星星》（小猪佩奇全集第103集）小猪佩奇和乔治

在睡觉前很想看星星，于是佩奇妈妈和爸爸带孩子们

穿上外套后躺在草地上看星星。猪爸爸提醒孩子们

猪爷爷有一架天文望远镜，但对于是否去爷爷家看星

星拿不定主义，最终猪妈妈认为“或许我们不该错过

这个难得的机会”，于是决定带孩子们到爷爷家看星

星。

作为母亲，猪妈妈打破了常规，满足了孩子们探

索的需求。

（三）塑造父母关系的现实与理想差异

1.《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国产动画侧重于以卡通的造型反映现实生活的

问题［7］。在1995年版的动画片中，小头爸爸与围

裙妈妈非常恩爱，如小头爸爸经常给围裙妈妈送鲜

花，亲吻围裙妈妈，并且一直坚持这些行为，另外动

画片中小头爸爸常说“要是叫围裙妈妈知道可就糟

糕了”的台词，将小头爸爸描绘成一个又怕又爱妻

子的形象。但在2013年版的动画片中，小头爸爸和

围裙妈妈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更多吵架

的现象，大头儿子也经常无奈地说：“爸爸妈妈又吵

架了”。

《长假旅行》（《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第一季第

9集）一家三口本来计划外出旅游，但围裙妈妈准备的

行李比较多，还说到：“告诉你，一样也不能少！”小头

爸爸却对多带行李表示不满：“真正的旅行家讲究的

是简约自然！”于是两人就此展开了争论，双方不肯让

步，最终取消了旅游计划。

《家庭危机》《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第二季第

91集）大头儿子误认为围裙妈妈对小头爸爸存在不

满，以为家庭出现了危机，就想为爸爸妈妈制造交流

的机会。大头儿子制造机会让父母一起看电视，但两

人互相都有些尴尬，似乎不习惯紧挨着坐在一起，随

后因为看中国男足还是看韩剧引发遥控机抢夺大

战。大头儿子还以小头爸爸的名义给围裙妈妈快递

了一束玫瑰，但围裙妈妈收到玫瑰后脸上毫无表情，

还说“没事儿还快递什么花呀！”转身就把花扔给了大

头儿子。后来，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把围裙妈妈的化

妆品碰倒了，围裙妈妈非常生气：“你们这是干什么

呀，这日子还怎么过了，简直气死我了，你知不知道这

化妆品花了我多少钱啊，你看看你现在人不人鬼不鬼

的样子，根本没法过了！”

以上案例是部分家庭真实家庭生活的反映，体现

了动画片创作者试图真实再现现代社会的家庭矛盾，

但同时也呈现了一种消极的夫妻关系［8］。

3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0年第3期

2.《小猪佩奇》

在动画片《小猪佩奇》的创作过程中，三位英国创

作者历经五年的时间将创意构思制作成动画片搬上

荧幕，在分析了英国动画片大多以男性为主要角色的

现实后，他们另辟蹊径选择女性作为主要角色，创作

了一个理想的小猪佩奇的形象。动画片强调家庭观

念，佩奇的父母在每一集中都会出现，并且十分相爱，

互相尊重，能平等对待家里的两个孩子，乐于在孩子

面前表达爱，给孩子们塑造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使小

观众得到了“感情上的愉快”。

夫妻关系是孩子在家庭中能否获得安全感的重

要影响因素，猪爸爸和猪妈妈的恩爱给孩子带来无形

的影响，并且猪妈妈不会因为猪爸爸的懒惰和固执而

对猪爸爸发脾气。

《长长的草》（小猪佩奇全集第79集）猪爸爸说：

“今天天气真好，就该什么都不做”，猪爸爸喜欢什么

都不做，而猪妈妈提醒猪爸爸去除草，但猪爸爸说他

喜欢这种原始花园的感觉，直到乔治的球滚进草坪，

猪爸爸才意识到“说不定这是剪草的好时机”，于是起

身去找割草机。但猪爸爸的割草机坏了，猪爸爸坚持

用力割草，但猪妈妈提议“或许我们可以请猪爷爷来

帮忙”。

猪妈妈态度温和，在面对懒惰固执的猪爸爸时也

不发脾气，这无形中给孩子的成长带来积极影响，能

够用语言去解决的问题，无须通过展现负面情绪来达

到沟通目的。

二、国外动画片对国产动画片父母形象

塑造的启示

（一）塑造契合时代发展的父母形象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围裙妈妈”已

经摆脱了家庭主妇的形象，一份由美国国家统计局统

计的报告指出，中国女性以劳动率70%在全世界排名

第一。随着女性经济独立，女性也更多地成为成功人

士、知识女性等，现代社会对母亲形象的要求也更加

多元化。因此，国内动画片对母亲形象的塑造应考虑

结合时代发展，不仅从外在形象上将母亲形象塑造得

更加美观，而应斟酌是否需要出现“爱抱怨”、“爱生

气”、“爱消费”的负面形象。对于父亲形象的建构来

说，《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塑造了一个“理想”的父亲

形象，但却不切合实际。小头爸爸、围裙妈妈、大头儿

子的形象分别内隐了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即孩子居

首（大头），妈妈居中，爸爸最末（小头），电视剧版的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中父亲形象的选择也体现了

对父亲形象的“丑化”，“围裙妈妈”甚至说“小头爸爸”

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研究表明，学前儿童是

“以貌取人”的［9］，儿童会默认动画的形象与性格是统

一的。而父亲对于孩子究竟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存

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洞喻”，即父亲应该是

带领孩子走出山洞去探索外面的世界的人［10］。小头

爸爸虽然能够陪伴大头儿子玩游戏，但其强大而有力

量的父亲形象并未完整建立。

相比之下，《小猪佩奇》的妈妈在家里工作，当她

工作时，猪爸爸能够帮忙照顾两个孩子。而猪爸爸的

办公室在大楼的最高层，应是一位公司高层领导，他

虽然爱吹牛、有时会出差错，但是能够做到鼓励孩子

的探索，在猪妈妈还担心佩奇不能卸下辅助轮独立骑

车时，猪爸爸能一直陪伴佩奇并鼓励她要勇敢。该动

画片内隐着积极向上的父亲形象的精神存在的意义，

关注儿童心理，感染儿童的情感，值得中国动画界反

思。

另外，这部动画片除了向儿童塑造了积极的父母

形象，还关注了儿童生活中接触到的其他形象，体现

了英国动画片更丰富的教育意义，传递了爱和尊重的

教育目标与价值观，因而为世界各国幼儿所喜爱［11］。

如除了父母的形象的塑造之外，猪爷爷和猪奶奶的形

象也非常深入人心，他们经常与佩奇姐弟互动，并且

佩奇的好朋友也经常出现在动画片中，剧中还描绘了

“有很多工作”的兔子小姐，能和佩奇一起跳泥坑的

“英国女王”等，这些形象以女性形象为主，平衡了以

往动画片中男女角色失衡的现象。

（二）关注动画片的儿童叙事特点

动画片具有叙事性，能够描述故事和表达思想。

戏剧性叙事方式是幼儿动画作品中最常用的一种叙

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进

行编剧创作，在编写过程中强化矛盾冲突。而我国幼

儿动画片在这方面还没有体现出来，甚至有的动画片

故事的编排不符合现实逻辑［11］。《新大头儿子与小头

爸爸》中的一集《家庭危机》，其内容逻辑混乱，本意应

为围裙妈妈和小头爸爸夫妻关系好，却被偷听妈妈打

电话的大头儿子误会而制造出帮助爸爸讨好妈妈的

故事情节。但故事开头围裙妈妈的讲述中明显表现

出对收到鲜花的渴望，却在收到“小头爸爸”送的鲜花

后说自己花粉过敏而扔掉了鲜花；围裙妈妈还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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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形象很重要”，在小头爸爸打翻了她的化妆品

后指责小头爸爸“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按照逻辑

来判断，围裙妈妈应该是“不喜欢”小头爸爸的，可在

故事的最后却和小头爸爸恩爱地抱在了一起，故事情

节意欲“反转”，但看起来有些“失真”。对于儿童来

说，这样的情节设计也很难理解。

英国动画片《小猪佩奇》每集只有五分钟，“猪叫”

“跳泥坑”的情节经常出现，观看动画片的儿童往往会

模仿佩奇的行为。儿童模仿动画片中的人物是儿童

心理发展的正常表现，动画片的叙事也强调能够吸引

观众的注意。对于儿童来说，观看动画片实质是一种

视觉游戏，儿童在观看时有很强的代入感，小猪佩奇

的动作和声音，身边发生的故事都是儿童感兴趣的内

容。于是，儿童在游戏过程中体验着角色的感受，甚

至表现非常兴奋，而丰富的情感体验也有助于儿童健

康人格的发展。

（三）应塑造良好的父母关系

动画片是一种信息传播的方式，通过图像、词语、

声音描述信息，会影响儿童的价值观；对于年幼的儿

童来说，他们容易接受和模仿动画片中反复出现的行

为。尽管《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也是一部优秀的动

画片，但其中也掺杂了围裙妈妈爱生气的负面形象的

描述，围裙妈妈和朋友讨论电视剧时所表达的对成人

的认识和评价也易影响儿童对成人世界的认识，围裙

妈妈和小头爸爸貌似恩爱的画面容易让幼儿产生误

解，这种过于贴近生活的故事讲述使主题融入剧情的

过程较为生硬。传媒学家詹姆斯·波特认为：“每一个

人或多或少对传媒有认识，差别在于程度的高低。程

度低的人较容易接受媒介上的表面信息，程度高的人

则较能够穿越表象，思考信息背后的意义。”［12］幼儿在

观看动画片时容易受到动画片中表层信息的影响，将

动画片中的父母关系理解为现实生活中父母关系的

常态。因此，动画创作应考虑幼儿的接受能力，注重

营造良好的父母关系。

而《小猪佩奇》这部动画片由三个热爱漫画的英

国男性创作和推广，他们描绘了一个情绪平和的猪妈

妈，憨厚可爱的猪爸爸，并且猪爸爸和猪妈妈都乐于

陪伴孩子成长。这部动画片更全面地塑造了一个“简

单的家庭生活”和“完美的家庭”，“好奇心日报”采访

的一位家长就说：“比如孩子之间发生了争斗，应不应

该生气？如果真的吵架怎么互相和好呢？假如弟弟

和姐姐为东西争起来，那到底应该是谁让着谁，还是

换种解决方式……这里面对于孩子们的交往，以及爸

爸妈妈对孩子的教育，很多都可以说是教科书版的模

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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