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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国内外自然教育活动相关案例，总结几种典型的儿童自然教育
活动的设计思路、活动内容及参与方式等特点，在此基础上结合儿童教育类
互动绘本的案例分析，总结儿童自然教育主题互动绘本的设计原则。最后进行
儿童自然教育主题互动绘本的设计方案构想，为之后的设计创作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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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analyzing relevant cases of nature education activities at home and 
abroad，summarizing the design ideas，activity content and participation methods 
of several typical children’s nature education activities，and on this basis，combined 
with the case analysis of children’s education interactive picture books，and 
summarizing the theme of children’s nature education Design principles of interactive 
picture books. Finally，the design scheme of the interactive picture book on the theme 
of children's nature education is proposed to provide ideas for subsequent design 
creation.
Keywords：Nature education Interactive design Interactive picture book Interactive
e-book Chil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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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自然是人类启蒙的老师，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儿童时期接受相应的自然教育，可以带领人们找回与自然的联
结，而这对于帮助我们培养保护大自然的情感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
查找相关自然教育组织的项目案例，发现我国目前线下的自然教育机构
众多，所组织的自然教育项目种类繁多，但是在数字媒介蓬勃发展的今
天，运用电子设备进行自然教育的相关案例较少，而对于儿童教育的典
型代表绘本来说，相应的自然教育主题电子绘本题材稀缺，并且可交互
方式较为单一。本文首先介绍了自然教育的概念，之后总结了线下自然
教育项目的活动情况与相关内容细节，进而研究怎样将儿童

自然教育主题内容搭载在数字媒介上以及适合儿童学习与使用的自
然教育主题互动绘本的设计原则有哪些。通过研究有助于儿童自然教育
主题互动绘本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并拓展了儿童进行自然教育学习的
途径，使儿童不仅能够在线下参与到自然教育活动中，还可以通过线上
的方式进行自然教育体验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对自然的兴趣，从而激发
儿童热爱自然的情感，最终促使儿童产生对环境友好的行为。

一、自然教育项目活动研究

（一）自然教育的概念：自然教育又称为研学旅行或森林教育，通常
指参与者在森林或者林地等自然环境中学习与实践的过程，主要学习内
容从树木等自然资源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作用，到野生动植物的生态系
统以及具体动植物的基本认知等[1] 。通过进行相关自然教育的学习，不
仅丰富我们对自然事物的了解，也利于我们认知功能的发展，还可以帮
助我们在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建立与自然界的联系，并增强我们爱护自
然、保护自然的情感。

（二）国内自然教育项目内容总结：目前我国线下的自然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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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所涉及到的自然教育项目内容范围广泛，自然教育形式较为丰富，
我国比较常见的自然教育形式主要有自然观察、科普展示、手工制作、
农耕体验、喂养动物、户外探险等，各地的自然教育组织课程通常除了
基本的自然教育内容外，还包括因地制宜的符合本地特色的自然教育
课程内容。自然教育可以使儿童在接触自然的过程中了解自然的相关知
识，并对自然产生一定兴趣，进而激发儿童产生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的情
感，利于儿童产生一些对环境友好的行为。

1.位于江苏省昆山巴城的黄泥山小学开展了师生共同陪伴水稻走过
155天的生命历程的自然教育活动，在活动中孩子们根据节气亲自播种
和收获，感知着四时的变化并和种子一起慢慢成长。在种子的生长过程
中，每个重要的节点都有相应的课程设计，主要分为浸种、育秧、插秧、
田间管理、收割、碾米和做成食物这几部分课程。通过参与这些课程，孩
子们动手培育种子，更在参与农作生产中了解到种子成长的过程，重构
起孩子自己与土地的联系[2] 。

2.小路自然教育中心自主研发的农场主题“跟着孩子做农夫”系列
课程主要是面向6-11岁的亲子农耕类自然体验课，课程的设计特点是进
行了在地化设计，这就需要依据在地的自然资源来保证农场自然教育课
程的差异化与特色化，根据农事节气进行安排分为四季课程与主题课
程两部分，四季课程内容主要有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种农场类型课
程，另外还有插秧、收割、探秘、市集等农场主题课程。

3.鸟兽虫木自然保育中心的项目的参与人员以亲子家庭为主，内容
以侧重自然观察、了解和认识自然生态以及推动生态保护的实践。主要
进行的自然教育课程中包括植物、昆虫、鸟类三种不同生物类型的课
程，其中在鸟类的“候鸟迁徙记”自然教育课程中，共同寻找并仔细观察
已经来到我们家园的候鸟，并通过多种生动有趣的方式了解候鸟与迁徙
相关的故事如鸟类为什么要迁徙以及它们在迁徙的路上可能会经历什
么，老师将带领小朋友像候鸟一样在自然里踏上归程，通过有趣的生态
游戏体验鸟儿归家前要做的准备和归家途中遇到困难的场景。

4.四叶草堂青少年自然体验服务中心合作打造了许多“可食地景”基
地，如“火车菜园”，人们在这些“食物森林”里种上了多种果树、瓜果蔬
菜以及香草植物等，这不仅使人们了解了植物的特性还体验到播种和采
摘的乐趣。四叶草堂在活动设计中还将朴门永续设计的理念引入进来，如
用生物防治的方法替代农药以及用家庭酵素与堆肥来替代化肥等。

5.魔法猫ECO手工坊在具有创新形式的生态戏剧方面，演出戏剧
《Du》，《Du》以史前文明为视角浓缩，再现人类由原始到自我毁灭的
过程，通过将观众带入到设定的情景之中来激发其同理心，用戏剧的形
式探讨环境问题，并引发公众思辨。

6.在地自然教育中心在“打磨一双筷子”生活课程中，儿童带着对心
中那双筷子的想象出发来寻找自己的木头，要确定木头的粗细与材质以
及加工筷子要用到哪些合适的工具。在制作一双筷子的过程中可以让孩
子们打开五感，在自然中去发现，同时也可以让儿童掌握工具的使用，让
儿童静下心来体会制作的过程。

7.自然野趣设计开展不同生态主题室内自然课堂和户外自然观察，
在课程中讲师会将自然观察融入参与者日常生活，在室内课堂透过讲师
亲自拍摄的野外生物数据，以照片、影片、音频、音乐等多样方式，让学
员更加了解大自然；户外课程则侧重自然观察与五感体验实践，更强调
学员的自主学习与分享，课程中间辅以艺术与创意，引导感知自然之美，
让课程中学到的理念与知识透过美学融入学员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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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外教育类儿童互动绘本案例分析：我国常见的教育类互
动绘本近年来发展较好，使用的过程不再是像翻阅幻灯片一样的阅读过
程，而是变得互动丰富、体验较好并且容易引起小朋友的阅读与使用兴
趣。在《阳阳儿童识字绘本》这款绘本APP内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国内外
经典故事，采用的寓教于乐的教育模式容易引起小朋友的使用兴趣，还
可以使儿童在潜移默化中培养阅读习惯。每个故事里都分别将需要学习
的汉字以互动游戏的方式融入绘本中，通过点击或书写所需要的汉字来
完成任务进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另外，绘本内还有很多引导性的设
计，每个页面的故事内容讲解完毕后，会有闪动的圆点来引导用户去点击
不同事物进而触发下一段对话内容，当一个界面的内容都点击并阅读完
成后，向右翻页的箭头就会不停地上下跳动来引导用户去点击到达下一
个页面，如图1为《阳阳儿童识字绘本》内的故事《三只小猪》。

而在国外的教育类交互APP案例中，图2《勇往直前》是一个互动图
画早教绘本APP，由游戏和故事相结合，讲述一个三兄弟家庭为了帮助
他们的祖母克服对飞行的恐惧，如何走到了一起，最后成功使祖母克服
飞行恐惧出远门来探望他们，在故事中有七个游戏任务需要完成，在使
用的过程中需要用手指进行点击、拖拽等方式来参与游戏进而推动故事
剧情发展，在没有进行操作的一段时间后也会有闪动的圆点来引导使用
者进行点击。莫里斯·莱瑟莫尔的获奖动画短片改编而成的“互动叙事体
验”软件《神奇飞书》，读者在使用的过程中可以体验到在屏幕上滑动画
面、内容着色、拖拽物品甚至弹奏钢琴的乐趣，互动形式丰富且趣味性
强，图3为《神奇飞书》弹钢琴的页面截图。《银杏恐龙：恐龙世界儿童游
戏》内容由探险游戏和百科全书这两部分组成，通过寓教于乐的探险之
旅，带领大家走进恐龙世界，并学习关于恐龙的知识。

二、自然教育主题互动绘本的设计原则

（一）学习与实践相融合的教育内容：盛歆漪和胡心怡对于儿童交
互绘本叙事思路的建议中提到了引入设计教育的理论体系和启发儿童
从绘本中发现问题[3] 。在自然教育主题互动绘本的内容设计中融入适合
小朋友学习的相关教育知识，再根据线下的自然教育活动是包括学习与
实践的一种过程，使儿童发现绘本中的问题并进行相关实践活动来解决
问题，通过在实践部分的互动还可以引起小朋友的阅读与学习兴趣，进
而也可以实现绘本内容对儿童的教育作用。而在线下自然教育活动的过
程中，老师给小朋友们讲解知识也是重要的环节，这可以体现在线上互
动绘本的内容部分增加相应的解说功能，使儿童主动探索与老师讲解知
识结合起来，进而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地学习自然教育相关知识，以达到
更好的教育效果。

另外，考虑到线下自然教育活动多是因地制宜的项目，因此绘本内
容设计也尽量靠近以儿童周围的真实生活，也可以体现在不同地区的自
然教育主题互动绘本采用因地制宜的故事内容，给儿童更加熟悉、更加

图1 三只小猪 图2 勇往直前

图3 神奇飞书 图4 剧本

真实的自然教育活动体验，而不同地区的儿童使用具有某一地区特点的
互动绘本也可以体验到当地的自然教育项目特色内容。

（二）多方面的交互设计策略：韩文利提到在绘本学习与实践相融
合的内容部分可以考虑采用寓教于乐的模式，使绘本的学习内容更直
观、学习方式更有趣、学习效果更显著[4] ，在绘本故事中穿插实践部分，
设置一些适合儿童操作的小游戏，通过合理利用技术手段加入例如拼
贴、涂抹、消除、弹射等游戏形式，能够让儿童在读懂绘本的同时，有
效地激发起对绘本的探索欲和创造欲，积极的参与到绘本的“游戏”或
“场景”之中，使儿童成为主动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消极被动的
欣赏中[5] 。在使用互动绘本的过程中，良好的体验效果可以使儿童得沉
浸感加强，使儿童更好地进行绘本内容的学习。对于帮助儿童解决问题
方面，可以添加适当的引导内容，提示儿童下一步可以做什么，帮助儿童
顺畅地使用互动绘本。

（三）真实的自然界面和互动效果：方竹馨提出更情感化的界面设
计：从布局上减轻儿童的认知负担；从色彩上符合不同年龄段的审美偏
好；从图形上可以更贴近生活以增加沉浸感[6] 。将生活中具象的物体做
简单的抽象化处理，培养儿童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及想象，辨别生活中
各种信息的属性，如含义、位置、状态等元素[7] 。在与一个数字产品的互
动的过程中，操作后有相应的反馈效果是尤为重要的，适当的反馈可以
使用户了解到自己的操作是否成功，并知道操作结果是什么。在互动效
果创作过程中，把握互动部分的互动效果贴近真实自然，把现实自然场
景状态较为准确地表现在绘本的互动效果中，使儿童在触摸屏幕后有真
实自然的视觉、听觉及触觉反应，比如触摸画面中某一物体有画面颜色
的变化、声音的反馈及震动等效果。

三、互动绘本的设计方案构思

（一）整体内容构思：本次设计的自然教育主题互动绘本采用寓教
于乐的方式，融合了学习与实践两部分内容，设计具有教育知识和互动
游戏两部分组成的自然教育主题绘本。教育知识部分在绘本中以老师讲
解等学习形式进行展现，而在互动小游戏部分中以水资源监测内容的游
戏来作为实践部分进行设计。通过使用融合了学习与实践的自然教育主
题绘本，帮助儿童在阅读绘本的过程中发现绘本中的问题，并主动进行
相关实践活动来解决问题，使儿童更好地学习关于水资源的教育知识。

（二）故事内容创作：在故事内容的创作构思中，故事作为绘本的主
心骨，是支撑起整个绘本的框架，互动绘本也不例外。本次设计的互动
绘本主要面向的人群是儿童，故事内容创作从儿童身边的生活出发，以
自然教育为主题，创作关于水资源保护的自然教育主题绘本。故事以主
人公明明参与学校踏青活动作为开端，进而牵引出后续水资源保护的自
然教育内容。

绘本故事主要讲的是：主人公明明在学校踏青活动中意外结识水伯
伯和小刺猬果果，明明在得知水伯伯生病还要去监测河流的污染情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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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人物设计 图7 分镜

图5 游戏界面框架图

河流污染物的治理后，就帮助水伯伯去完成水资源保护的任务，明明在
完成了三个任务后河流恢复了洁净，意外发现水伯伯的病竟然也好了，原
来水伯伯就是那条生病河流的化身。

故事在创作的过程中加入一定魔幻色彩，从明明是在睡着之后醒来
发现同学们都不见了于是开始寻找他们，到完成水资源保护的任务后发
现原来水伯伯就是那条受污染河流的化身。通过主人公明明奇幻的经
历，给予儿童丰富的想象空间，并容易引起小朋友的阅读与使用兴趣。
图4为剧本内容截图。

（三）互动体验构思：在绘本的互动及体验设计方面，绘本画面中
每一页推动剧情发展的部分放置一些显著的并且易于儿童理解的闪烁光
点作为引导内容来告诉儿童哪里可以点击以及接下来需要点击哪里，帮
助儿童进行相应的互动操作，从而使儿童更好地理解绘本画面中的内容
并顺畅地学习与使用互动绘本。

在绘本内按钮的互动设计中，添加点击按钮后按钮外观颜色改变并
有相应按动声音的反馈效果。另外，在儿童与绘本画面互动的部分也添
加相应的画面效果及声音反馈，模拟现实自然界的场景，比如儿童在点
击画面中的河流后河流会出现水纹效果的动画并发出流水声，点击草丛
后草丛会有左右晃动的动画并发出沙沙声等，通过丰富的自然环境声音
和画面的反馈，带给儿童在视觉、听觉方面有良好的观感，让儿童有更为
真实的自然体验感。

（四）游戏界面及玩法构思：绘本内互动小游戏部分以现实的水质
监测活动为原型，通过点击、按动、拖拉等多种形式的互动操作，完成水
质的监测、污染物的寻找和污染物的治理这三个任务，帮助儿童更好地
学习与理解关于水资源监测及治理的相关知识。

在游戏部分的第一个页面中，主要为了实现老师对于水资源保护内
容的介绍以及讲解水质监测仪的使用方法这两个功能。水资源保护内
容的介绍可以使儿童了解水资源保护的现状，并明白水资源保护的重要
性；水质监测仪使用方法的讲解可以使儿童学习水质监测仪的基本使用
方法，启发儿童在后续的监测任务中操作水质监测仪进行水质监测，并
理解水质监测互动小游戏的玩法。在画面设计中，老师是小朋友主要的
互动对象，因此设计在画面的中间位置，右侧放置游戏中需要使用的水
质监测仪。在使用过程中，儿童点击老师的人物形象后，老师介绍关于
水资源保护的内容；之后点击水质监测仪，老师讲解水质监测仪的基本
使用方法。

在游戏部分的第二个页面中，需要小朋友完成水质监测的任务。在
页面设计过程中，水质监测仪的位置在界面内的中间靠下位置，并且在
画面中较为突出，背景是陆地和河流，展现出水质监测仪在前面、陆地
及河流在后的空间感；监测仪上的取水工具设计成要能让儿童的手指点
住的大小，有利于儿童进行取水监测等操作。在儿童进行水质监测时，
需要点击监测仪上的取水工具并拖动到画面的河流中，取好水后拖动取
水工具到监测仪上进行水质监测，等结果出来后，进入下一个寻找污染
物的游戏环节。

在游戏部分的第三个页面中，需要小朋友寻找污染物。在页面设计
上，整个画面是一个包括天空、河流和陆地的自然场景。小朋友需要根
据之前监测得到的污染物成分数据，思考造成这个监测结果的污染物可
能是什么，并滑动场景画面来寻找这个污染物。找到污染物后点击污染
物，画面放大并出现治理工具，此时切换到第四个游戏页面。

在游戏部分的第四个页面中，需要小朋友选择适当的工具来处理上
一页面中所找到的污染物。画面中心是需要处理的污染物，下方设计多
个治理工具。小朋友需要根据找到的污染物考虑所需要的治理工具，之
后点击治理工具并拖动到污染物处进行污染物的治理。

儿童在完成监测、寻找、治理这三个任务后，河流恢复洁净，开启绘
本后面的故事内容。图5为绘本内的游戏界面框架图设计。

（五）画面表现构思：绘本画面和游戏界面设计成儿童熟悉的卡通
风格，由于是绘本软件，因此整个绘本的创作采用偏手绘的风格手法，
使儿童在使用互动绘本的过程中有纸质绘本的熟悉感。画面的色彩样式
根据儿童的喜好进行选择，界面按钮的设计尽量简单易懂并且符合儿童
的认知。

在故事人物设计方面，首先创作明明、水伯伯和果果三个主人公的
卡通形象，之后再根据故事内容设计主人公展现的不同姿态，图6为绘本
中的人物设计。

在绘本故事画面中，以创作好的故事剧本作为参考，进行绘本故事
的分镜设计，在每页的分镜设计中重点需要考虑画面中可交互的部分在
整体构图中的位置，比如用户可以拖动主人公明明乘坐的大巴车在公路
上行使，这个画面需要把大巴车及公路设计到画面靠前的位置，并且大
巴车的尺寸不能够设计的太小，应当方便儿童的手指进行相应的操作，
图7为绘本内的部分分镜设计。

结语

自然教育主题交互式绘本，改变了传统线下的自然教育活动方式，
拓展了线下自然教育活动新途径，让儿童获得更加丰富的自然教育活动
体验。本文从一开始对线下自然教育类项目的相关情况作出总结，之后
进行交互绘本创作的案例分析，研究出儿童自然教育主题交互式绘本需
要考虑具有学习与实践相融合的教育内容、多方面的交互策略及真实自
然的界面和互动效果这三个设计原则，有助于儿童自然教育主题互动绘
本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