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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普书籍插图作为科学知识传播的重要辅助工具，有助于读者理解科学概念、提升审美水平。本文从科

普书籍插图的功能、构成要素、视觉表现手法以及当前存在的误解进行深入分析，更全面地了解这一领

域的发展状况。首先，从概念和功能入手，探讨科普书籍插图在科学普及中的地位和作用。接着，深入

探讨科普书籍插图中的视觉表现手法，通过具体案例分析抽象插图、写实插图、三维立体插图和增强现

实(AR)插图等不同类型的表现形式，了解其艺术特点和传播效果。最后，对当前存在的误解进行调查和

思考，为科普书籍插图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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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auxiliary tool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llustrations in popu-
lar science books help readers understand scientific concepts and improve their aesthetic level.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functions, components, visual expression techniques 
and current misunderstandings of illustrations in popular science books, so as to gain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field. Firstly, from the concept and func-
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illustration in popular science books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hen, the paper deeply discusses the visual expression techniques in the illu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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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 of popular science books, and analyzes different types of expression forms such as abstract 
illustrations, realistic illustrations, three-dimensional illustrations and augmented reality (AR) il-
lustrations through specific cases to understand their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s. Finall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nd considers the existing misunderstandings, and pro-
vides useful enlightenment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opular science book 
ill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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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普书籍插图以普及科学知识为目的，以艺术审美为媒介，将科学性与艺术性完美交融。鲁迅在《科

学史教篇》中得出结论，人们应该是朝着科学、艺术和文学互相借鉴交融的方向发展。对于科普书籍插

图来说，它的创作需要相对高的写实标准，或是富有想象力的艺术表达，使科普书籍的内容更加富有生

趣。与此同时，科普书籍插图还需要创作者在原文本的基础上进行创作，使插图内容不仅限于文字本身。 
本文以科普书籍插图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为研究点，着力分析科普书籍插图对于不同应用、不同版式

与编排造成的影响。其中，还解读了现如今科普书籍的现状，虽然科技强国已作为当前的战略发展，但

科普书籍在市场的发展仍不理想，作为新时代的人们，需要接受科普知识的传递，并且能够多多了解和

支持科普书籍的发展，同时为科普书籍插图提供有效意见或建议[1]。 

2. 科普书籍插图浅析 

2.1. 科普书籍插图概念 

“科普图书，从字面来看可以理解为用于‘科学普及’的图书门类，或者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读物。

插图，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再现性和说明性的绘画，它依附于文本而存在。”科普书籍插图是将科学知

识以一种易于理解记忆、便于传播和普及的艺术感受和表达方式来传递信息，作为科普书籍的视觉呈现。 
对此，创作者可以运用合理的配置方式和恰当的表现手法，进行深思熟虑的设计，追求作品的艺术

感染力，使得这种特殊的插图形式具备科学的准确性、艺术的完善性，促进信息的有效传达，将科学性

和艺术性完美交融。 

2.2. 科普书籍插图的特点及功能 

“科普书籍的六大主要特点为科学性、通俗性、趣味性(可读性)、独创性、思想性、文学性。”对于

大众来说，科普书的趣味性大多来自于其中的插图，而插图往往是艺术性的体现。 
其中，科学性是科普书籍插图最基本的特点和要求，是科普书籍插图的根本属性，它让科普书籍想

要表达的科学知识得到有效认知。在科普书籍中，艺术性通过形象化的艺术手法来表现，旨在辅助读者

理解科普文章，从而提升科普的趣味性和感染力，增强科普书籍的吸引力。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普书籍

插图的形式和类型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科普书籍插图是为科普书籍服务的，它用最基础、最直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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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加工，让读者更好解读和接受科普书籍所想要表达和传播的科学知识，让读者走进科学，深入理解

科学。 

2.3. 科普书籍现状解读及对策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目前我国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因此人们更需要越来越

好的科普书籍，来深入普及和推广科学知识。”1 如今，科普书籍的种类越来越多，而科普书籍插图作为

现在科普书籍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承载着大量科学知识，同时也以更直观形象、通俗可读的艺术图

形帮助读者开展自主性学习。然而相较于其他类别的书籍，科普书籍的发展尚未成熟，它在一定程度上

缺乏吸引力，难以刺激读者来进行深入沉浸式阅读，无法提起阅读热情。在《科普书籍插图的多样化方

法研究》中，王晓琴指出，当前科普书籍的艺术插图表现形式相对匮乏，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随着时代的演变，科普书籍更加需要图文并茂，以及融入多样化的设计手法，从而提升其感染力[2]。 
在罗萍、罗紫初的专题期刊《冷热之中看科普》中提到，科普书籍在我国行业发展中整体处于较冷

状态，市场反应度不高。科普书籍插图是科普书籍的组成部分，针对科普书籍插图的完善与发展，就此

提出三点个人建议：一、注重在写实类科普书籍中的科学性，不可虚构成分，不可将不切实际、没有调

查研究的结果作为插图依据，科普书籍的作者在绘制此类科普书籍插图时，应更加细致严谨，做到每一

幅插图都完全具备科学可信度；二、注重插图的大众性，大部分科普书籍都是将科学知识灌输给读者，

而忽略了大众感受，没有关注到科普书籍应具备的生动性与可读性，科普书籍需要通过大众化的插图解

释，让读者更能够轻松理解书中的科学知识，并且以最简单的图形表现手法，更好的呈现难懂的科普知

识，深入贯彻科普书籍插图的大众性，从实际出发切实迎合大众需求；三、科普书籍插图应具有一定的

趣味性，在平面插图形式的基础上，还可以尽量多可能的紧跟时代发展，采用三维立体插图，以及 AR
插图等形式[3]。 

创新科普创作手法，与现代化接轨，提高科普书籍中插图的新颖性与时代性，更好的吸引读者阅读

兴趣，使读者拥有一个沉浸式的阅读体验，以及可以更直观清晰的学习科普知识。 

3. 科普书籍插图中的要素解读 

3.1. 科普书籍插图的应用分类 

根据李旻《再现本象—科普类插图的应用探索》可知，科普类插图可以按照从具象到抽象分类：照

片、实物图、复原图、流程图、演变图、地图、图表等。科普书籍中的插图，不仅仅传递信息，还是视

觉表现，读者可以通过插图来理解科普知识，也可以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进行理解。 
不同的科普书籍，应配备不同的科普书籍插图，来对应给读者传递的不同科学知识。同时，针对不

同年龄段的读者，对科普书籍的需求也各有不同。比如说，对于儿童读者而言，更加重视书籍的趣味性

至关重要，尽管科学性依然是所有科普书籍的核心要求。 

3.2. 科普书籍插图的编排与版式 

在科普书籍中，科普插图扮演着将文本内容转化为视觉形象的关键角色，是文本陈述的一个重要焦

点。因此，插图的编排与版式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需要有效安排来促使信息的传达，而不同的编排与

版式也会起到不同的效果。例如，将插图位置放置在文字的不同方位，顺应大部分读者从左至右阅读的

习惯；插图的版式，单页式、双页式、连续串联式，不同的版式给读者不同的阅读感受；李旻在《再现

 

 

12020 年 10 月 26 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

全会作工作报告，并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讨论稿)》向全会

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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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象》中提出，插图需要“因文制宜”、“因人而异”的配置，要根据文本内容合理取舍，同时，需要

立足读者，不可脱离读者的实际。 

3.3. 科普书籍插图的逻辑思维 

据李旻在《再现本象——科普类插图的应用探索》中所述，科普书籍插图具有六大基本功能，包括

表征、解释、转化、组织、结构和再现功能。这些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读者理解科普书籍的内容，

深化对科学知识的领悟，并追求科普书籍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在科普书籍中，逻辑思维的目的在于普及

科学知识、提倡科学方法，而其传达媒介则是艺术审美，以实现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完美融合。 

4. 科普书籍插图的视觉表现手法解读 

4.1. 抽象插图——以《时间简史》为例 

闫瑾在《科普插图的认识与创作》中提到，科普类插图可以通过想象让个人的部分观点与看法得以

了解，通过特殊形象、缤纷色彩与读者进行情感交流，不仅带领读者获取和理解科普书籍中的科学知识，

同时，也为读者带来精神和心理上的满足与享受。当读者看到多个元素结合在一起的抽象插图时，他们

会开始思考图像想要传达的含义，进而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思维过程有助于读者体会作者所传递

的思想情感和创新思维[4]。 
例如《时间简史》一书，书中探索了时间和空间核心秘密的故事，书中的插图大多为抽象插图，不

像写实类插图画的那么细致严谨，但却深深吸引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让读者愿意为此展开想象。 

4.2. 写实插图——以《昆虫绘》为例 

科普书籍的核心特质在于其科学性。写实插图形式在科普书籍中的运用既满足了对客观和严谨的要

求，又创造了独特的艺术审美。这种插图形式通过写实的表现手法，还原了书中所描述的科学形象，并

以更符合现代审美观的方式重新诠释。 
例如在《昆虫绘·30 种奇妙昆虫的色铅笔图绘》一书中，全书色彩斑斓，画技精湛，风格独特，堪

称一场关于昆虫的视觉盛宴。让读者在学习有关科普书中有关昆虫的知识时，更能欣赏到这些线条的精

致、细腻，色彩鲜亮、形态生动，并能够轻松的了解到每一幅图详实细致的技法讲解和步骤剖析。 

4.3. 三维立体插图——以《掠食动物》为例 

三维立体插图在科普书籍中的应用，打破了一般科普书籍信息平面化的表现形式，以一种创新的方

式将科普书籍想要表现的内容呈现给读者，可以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时也可以推动读者的创意思维

发展。相较于一般的平面插图形式的科普书来说，三维立体形式的科普书籍插图更能实现阅读中的互动

性，也会在各类立体效果呈现中收获惊喜。 
目前三维立体插图类的科普书籍多为儿童设计，不仅具有一般书籍的可阅读性，同时也有儿童玩具

的特点[5]。尚童童书总编辑叶敏提出“一般平面书籍是‘我来写，你来读’单方的输出，而立体书则能

实现阅读中的互动性，让小读者真正跟书‘交谈’。” 
例如英国的《掠食动物》一书，通过多种立体式框架，以有趣、直观的方式呈现自然界中最致命的

猎食者。从昆虫到爬行动物，世界各地的致命猎食者都名列其中，并采用三维立体插图的形式，让儿童

了解猎食者的形象特征，吸引小读者主动去探索。书中的页面采用扭动、翻转、拉伸等翻页方式，以充

满惊喜的立体视觉效果、互动式设计，提起儿童的阅读兴趣，让儿童在“做中学”，推动儿童的创意思

维发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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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AR 插图——以《地球，给我咬一口》为例 

增强现实(AR)是一种新技术，它将真实世界的信息与虚拟世界的信息无缝集成在一起。通过 AR 技

术，读者可以在观察现实世界的同时，看到虚拟信息叠加在真实世界上，并且这两者可以实现无缝结合

和互动。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 AR 技术被运用到日常生活中，作为科普书籍插图的一种视觉表

现手法，十分受欢迎。 
例如《地球，给我咬一口》一书，通过移动设备下载 app 就能够体验科技感十足的 AR 科普书籍中

的插图了。这本书将太阳系、地球的样貌通过立体的 AR 展现出来，还做了一个全景的地球可以跳出书

本，移动手机或平板来看看全貌的海洋、天空等等。通过这样的边玩边学习，对于满足读者的好奇心、

激发想象力与爱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通过 AR 新奇式的体验，对于读者来说有着足够大的吸引

力，而在科普书学习过程中，也并非一味的灌输知识，而是将知识以寓学于乐的形式，更能够激发读者

无意识的记忆，能够更深刻的理解记忆科学知识。 

5. 科普书籍插图中存在的误区与思考 

5.1. 科普书籍中存在的误区 

误区一：在科普书《变成石头的动植物化石》中，由中国地质大学古生物学和古生态学硕士纵瑞文

指出，有 10 余处化石名称等错误，其中，例如书中所提及的“在亿万年前，海里活跃着一种软体动物，

名字叫‘菊石’”，而在《化石》中，菊石化石被写成海螺、蜗牛、蛇等生物的化石。 
误区二：在《史前生物大灭绝》中，纵瑞文指出书中的鱼化石被当作寒武纪生物软体印痕化石；常

见的假化石，例如树枝石、树模石被当作海藻化石；在二叠纪早期生物中，出现了三叶虫、角石、海百

合等应是奥陶纪的生物组合面貌…… 
调查研究过多本科普书籍后，发现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数据的不准确、插图的不写实以及统计

的不全面，因此在汇编科普书籍的时候需要严格把控内容，尽量减少出错。 
中国地质大学古生物学和古生态学硕士纵瑞文认为，科普是很严谨的工作，用错误的信息去科普别

人，会给人带来巨大的损失。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志敏看来，由

各类科普知识汇编成册的科普书籍，可能因为编写者缺乏相关科学素养，没有做到将不同信息合理准确

匹配，会在在排版过程中发生纰漏，导致科普书籍中产生误区。 

5.2. 科普书籍插图引发的思考 

对于科普书籍来说，通常包含文本与图片两部分。虽然科学与艺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但在出版

之前也必须分别进行审核，确保文本无误，图片也是与历史或现实相符合的。 
在韩世韬写的《科普图书策划中的误区与思考》提出关于科普图书策划上的实践与思考，首先需要

选择优秀的作者。对于作者来说，部分作者善于进行科学科普，但是缺乏语言的通俗性与大众性，无法

将自己的观点及想要表达的科学知识直观的、通俗地呈现出来；另一部分作者能够很好的表达自己的想

法观点，但是缺乏一定的科学性，不够严谨专业。 
其次，需要形式的创新。当今时代背景下，文字形式的书籍相较于其他类别的书籍显得略有些单调，

图文结合的书籍也已渐渐无法满足大众的需求。随着各类短视频的流行与发展，对于传统科普书籍也有

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将二维信息转化为三维立体效果呈现，将读者带到三维世界，带给读者更新颖的阅

读体验。在三维立体的基础上，科普书籍插图又逐步发展引入 AR 技术，增强读者与图书的互动性，带

来更好的阅读体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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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6.1. 科普书籍插图的艺术与科学结合 

科普书籍插图的魅力在于其艺术性与科学性的和谐统一。这种结合不仅在审美层面具有重要价值，

而且通过创新的表现形式，确保了科学内容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有效地将科学知识与公众联系起来，成

为科学普及的重要桥梁。 

6.2. 科普书籍插图的创新与挑战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快速发展，科普书籍插图领域也在不断创新。从传统的平面插图到现

代的三维立体插图，再到增强现实(AR)插图，表现形式和手法日益多样化。这些创新不仅提高了插图的

吸引力和互动性，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加沉浸和生动的学习体验。 
然而，科普书籍插图的发展同样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如何确保科学准确性与艺术质量的平衡，如何

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这些都是现当下需要解决的问题。想要克服这些挑战，不仅需要提升专业素养、

加强内容审核、不断创新设计思路等，同时还需要确保插图的质量和效果[8]。 

6.3. 展望 

科普书籍插图作为科学知识传播的重要媒介，其艺术性与科学性的结合、创新与发展，以及所面临

的挑战与应对策略，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课题。只有通过持续的探索和实践，才可以更好地利用

插图这一形式，为广大公众提供更为丰富、准确、有趣的科学知识，从而推动科学文化的普及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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