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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式音乐信息图形设计——以婴幼儿产品媒介为例
肖　丹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0）

摘要：在当今的数媒时代，随着我国婴幼儿启蒙教育事业的发展，婴幼儿的素质培养启蒙音乐教育越来越引起家长们的广泛重视，

而启蒙教育对孩子成长的各种积极影响也日益凸显，就连国家出台的《幼儿园教育纲要》中也明确指出了音乐于与美术是一种特殊的艺

术表现，美妙的旋律及形式可深入人心，影响人的心理活动和感知，作为幼儿五大发展领域的重要一部分，对幼儿身心健康发展起着重

要的作用，有助于提高幼儿的整体心理发展水平。大多数儿童是图形思考者，擅长处理具体、直观的图形信息，也在用这种方式进行着

各种各样的学习。所以说，学前期主要的认知活动也是针对图形信息的。但儿童在进入学校后，要面临的不仅仅是图形信息，还有更多

的如符号、语义等信息。针对儿童的认知特点，学校教育应该考虑借助图形信息，帮助他们理解和掌握其他较为抽象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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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婴幼儿对颜色与形状的感知

人类对事物的认知从感知开始。婴儿出生不到一个月就会对

各种感官刺激做出反应，能够感知到声音、颜色、味道等。而后

婴幼儿的感知仍以借助形状、颜色和声音来认识世界为主，而非

依靠语言和知识来认识世界。宝宝们大多都对颜色的倾向比较明

显，相比于对形状的倾向而言，宝宝们会先对颜色来做出反应。

之前我们说过，宝宝的眼睛有三种视锥，宝宝出生后不久就已经

具备了对红色黄色橙色和蓝色的能力，到了四个月左右宝宝的眼

睛慢慢地可以分辨相近色，比如紫色、橙色，并很快地发育到与

成年人一样的辨色的能力了。在美国的研究机构给两三个月大的

宝宝做过一个测试，当给她们看各种颜色的圆形的时候，最能吸

引宝宝的颜色顺序是：红色 - 黄色 - 白色。而且更喜欢靶子之类

的有形图案，所以由此说来，宝宝们喜欢是有颜色有图案的，所

以用这样的图形颜色更能开发宝宝对事物的认知能力。而三四岁

的幼儿更多的是利用积木或者有形状的玩具来作为游戏的道具，

所以这个阶段幼儿们能通过触摸和游戏的过程来完成他们对颜色

和形状的收集，孩子在这个时期家长借助具有特殊设计的衣服、

玩具、使用品进行有效的讲解和及干预性引导，起到寓教于乐的

作用。

二、婴幼儿对音乐与图形的感知

从根本上来说音乐就是一门感性的艺术，音乐的类型多种多

样：优美和谐的、诙谐有趣的、雄壮有力的、柔和轻盈的等，这

些情感情绪都是需要在聆听音乐的过程中去感知的。婴幼儿在音

乐欣赏的过程中，通过成人的适当引导，是可以感受出这些音乐

节奏与韵律的。如果经过长时间的音乐欣赏训练，幼儿的听觉感

知力就会大大提高，如我们常见的“绝对音感”能力就是在幼儿

反复听音乐的过程中逐渐训练出来的。

在视觉与音乐教育活动中，婴幼儿全都是靠视觉与听力来获

取学习所需要的基本信息，而且这些基本信息，成人一般都会反

复地让幼儿去聆听和认知。幼儿在反复欣赏的过程中，就会产生

对色彩图形和音乐的特殊能力，对于听到的、看到的各种音乐与

图形就会特别敏感，从而得到视觉能力与音乐听觉能力、分辨能

力就会大幅提高。

三、音乐信息图形设计的视觉转译

在新媒体时代的要求下基于古典音乐莫扎特《第四十号交响

曲》第一乐章的内容为基础，十一种乐器演奏表现其产生的音律

起伏变化，将音乐形象化，并以音乐为载体，结合创新思维，运

用新媒体技术解读大众传播模式中音乐内容的视听结合。

本文以视觉音乐平面设计为研究对象，将其应用于婴幼儿服

饰的图案呈现中。为了拓展音乐视频中视觉艺术的构成，使视觉

传达的角度多样化。同时，视觉音乐图形在音乐视频中的应用可

以拓展儿童的视觉思维。它能使儿童的感官在感知事物时获得更

加多样化的感知集合，使音乐信息得到更加直观的表达。

（一）信息编辑

莫扎特的《第四十号交响曲》本质是强弱明显的节拍，音

乐的节拍是音乐图谱中每一段音符的长短，具体节拍有四四拍，

四二拍……等等。音符有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

十六分音符分别根据图形体量与颜色的不同设置基本图形符号，

如图 3-1，在表现乐曲基本节拍四四拍，它的规律被总结为强、弱、

次强、弱，那么图形呈现方式也是按其规律派生出图形与符号之

间的关联元素，音符和音符的跨度组合形成渐变的调式来表现时

值，音乐的变奏影响着整个画面的节奏韵律，乐器的合声部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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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图形的复调样式。不同的时值和节拍组成音符、组成小节、

组成乐句，而视觉图式随之则组成段落、组成图谱，作品中聚集

图形掺杂着空白形成叠而有序的视觉感受。这首由 11 种乐曲合奏，

根据声音不同的质感如深沉厚重的管乐器、清脆婉转的弦乐器，

自然流畅地获取信息，形象 地感受音乐与视觉要素之间的关联性，

用节拍、时值、音符三个部分表示。交响曲中频率、振幅等要素

将被转换为音高，然后将音高与时值、节拍等因素相结合生成可

视化的图形。音乐曲调本身就决定着图形走势，其本身就具备一

种偶然性，实验性的经验。 

（二）图形并量

这首由 11 种乐曲合奏也就形成一种逻辑层次架构，根据声音

不同的质感如深沉厚重的管乐器、清脆婉转的弦乐器，自然流畅

地整合信息，形象 地感受音乐与视觉要素之间的关联性，用节拍、

时值、音符三个部分表示。交响曲中频率、振幅等要素将被转换

为音高，然后将音高与时值、节拍等因素相结合生成可视化的图形。

音乐艺术通过视觉传达来表现的方式有很多种，通过对音乐曲式

结构的设计也是其中之一。莫扎特这首交响曲的鸣奏曲式给了这

次复调图式的实验性探究灵感，通过模仿时值的扩张和收缩造就

了图式线条不同程度的弯曲变化，作品以红、蓝两色为调式对比

基调贯穿了整个旋律脉络，造就了激烈与平静的并置对比，将交

响曲多声织体的各个旋律像展现而出。以奔腾跃动的线条为实物

元素拼摆出一系列变化的音符，给人直观看到节奏的同时不禁有

耳目一新之感，方向不一、自由发展的线条也道出莫扎特生活和

理想的巨大分割。通过将音乐特征、规律的转化，构成交错混合

与管弦乐混音交响从而达到完美的通融。

四、婴幼儿服饰音乐信息图形设计的益智性作用

现在有很多家长在孩子婴幼儿时期就开始培养孩子对艺术熏

陶及情操，衣服是孩子的必需品，现在有很多家长在选择衣服的

同时除了具有基本的舒适功能外，还有具有教育启发功能也已经

作为重要参数了，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聪明伶俐，有所成就，音

感图式素材应用于婴幼儿服装有一定的益智性。所以因此，益智

性 的服装就成为家长的首选服装。在实际运用中设计师在设计服

装的图案时要很好地把握婴幼儿对色彩和形状的感知力，结合音

乐感知力相融合的图案进行设计并要应用于实际的设计中，这就

需要设计师具备一定的研究幼儿教育的能力以及较高的呈现高质

量图形的专业素养，把握好图式生成的元素 通过音乐实验性图式

的颜色传递给婴幼儿。婴幼儿对色彩的敏感度也是重要的设计范

畴以内，服装上的图案色彩需要色彩饱和度较高的元素、比如纯

度高、对比度强烈的色调。目的是使儿童对色彩产生兴趣从而到

某种教育作用，通过这种方式来逐渐培养孩子对颜色的认识能力，

对婴幼儿以后的认知能力也有一定寓教于乐的作用。

（一）激发婴幼儿的想象力

婴幼儿时期的教育主要是孩子的认知教育的启蒙，音乐与视

觉图式的合并启发能够培养婴幼儿的想象力，这也是婴幼儿以后

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体现，设计婴幼儿服装的时候要考虑这方面

的因素，充分应用音乐感知的图案和色彩来激发孩子的思维，培

养婴幼儿的想象力。

（二）培养婴幼儿的审美能力

婴幼儿服装的图案和色彩是培养孩子审美能力一个重要的途

径，一件服装图案的造型新颖，色彩比较强烈，就能够很好地激

发儿童的认知感。具有音乐节奏带来的图式美感，从而培养婴幼

儿的审美能力陶冶婴幼儿的灵活性、提高良好的性格。在音乐元

素应用于服饰设计，就是对婴幼儿服装意象化的设计，给音乐赋

予形象，根据某一段交响曲的曲式曲调特征来设计婴幼儿服装中

的图案。婴幼儿随着时间心理和生理都在进行快速成长，其中他

们的思维认知方式也会发生着变化，对事物的想象力、认知力也

在不断提高，他的开发创造力也已经初步开始产生，大脑各部分

的功能也逐渐完善，人们应该有效地 抓住对于婴幼儿的启蒙教育

的契机，与此同时，婴幼儿在发展的时期，对更多的人和事物产

生兴趣，使他有很强的求知欲望，他们所关注的东西也发生着很

大的变化。让音乐与信息图形设计更好的发挥更强的作用。

总之，音乐信息图形的出现丰富了视觉传达设计的灵感来源，

让设计向着全年龄发展。 而本次设计通过研究幼儿情感需求，分

析幼儿教育心理，发现纯粹的音乐训练在激发儿童兴趣阶段收效

甚微，而音乐可视化的音乐教育则将无形的音符、旋律可音乐对

比转化为悦目的视觉形象。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陶冶儿童情操提

高儿童的音乐素养与视觉审美。不仅对成人有全新的视听体验，

也可以激发儿童对音乐的兴趣增强寓教于乐的成效，并将其深化

为一种智慧和动力。作品适用于婴幼儿产品中去来激发幼儿的兴

趣，也为设计披上了情感的外衣，既满足了幼儿对于美的需求，

也满足幼儿对世界的好奇，切合他们的心理特征。这样的结果让

整个设计更具人性，功能和形式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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