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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llustration Effect refers to the psychological role of illustration on the learner, including the role 
of the cognitive aspects of memory, understanding, and problem solving, also including attention, interest, 
and emotional aspects of the role of non-cognitive. Early as the 1930s some researchers beg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illustration effect; so far a lot of researches investigated illustration effect from a different per-
spective. Classifications of the illustrations, the theory of the illustration effect,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re-
viewed in this article. Finally, ten principles of the illustrations using were summarized, and some thoughts 
on the study of illustrations we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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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插图效应是指插图对学习者所起到的心理作用，包括记忆、理解、问题解决等认知方面的作

用，也包括注意、兴趣、情感等非认知作用。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一些研究者就开始了对插图效应的

实证研究，到目前为止已有大量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插图效应进行了考察。本文对插图的分类、插

图效应的相关理论、插图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综述，总结出了插图使用的十条原则，提出了未来关

于插图研究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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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插图也称为插画，是插在文字中间有助于对文字

内容进行解释、组织、记忆、表征或提供背景信息的

图像。通常我们把这种图像和文字相结合的阅读材料

称为图文材料，在图文材料的阅读过程中，人脑不仅

要对文字进行加工，同时要对文字和图像进行加工整

合。材料中的图像和文字只有按一定的内在联系有机

结合在一起，才能使读者根据已有的信息建构自身的

内部心理表征并获取一定的心理意义。过去有关插图 

的研究重在探讨插图对文本阅读结果(Reading Prod-

uct)的作用，以及插图的分类、插图效应的影响因素。

近几年，人们开始关注个体对图文材料即时加工

(Online Process)的心理过程，并对插图效应的机制进

行了初步的探讨。 

2. 插图的分类 

依据插图的功能，可把插图分为表征型插图、组

织型插图、解释型插图和转换型插图(Levin,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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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十年里，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考察了这四种类

型的插图对文本阅读的影响。 

2.1. 表征型插图 

表征型插图是指穿插在文本中反映了文本部分

或全部内容的图像，是较为常用的一种插图，如在哈

利波特的故事书中一幅准确的描述了某一场景的图

片。David(1998)考察了表征型插图对叙述文学习的影

响。他让大学生被试阅读 30 篇关于名人的新闻故事，

其中的一半有插图，一半没有插图，结果发现被试对

有插图的故事回忆成绩好于没插图的，在具体的故事

中配上插图效果要好于给抽象的故事配上插图。

Rubman 和 Waters(2000)让三年级和六年级的学生在

阅读的同时，完成一个表征型插图建构任务，即用人

物贴画和背景物体建构出故事中的场景，结果发现，

故事场景的建构提高了故事的回忆成绩；那些为故事

建构了插图的被试更容易发现隐藏在故事中的不一

致的地方，表现出了更高的理解监控能力。 

2.2. 组织型插图 

组织型插图是指穿插在文本中为文本内容的理

解提供了有益结构框架的图像，如一幅描述了心肺复

苏术一系列步骤的图片。Betrancourt 和 Bisseret(1998)

考察了不同方式呈现的组织型插图对文本阅读的影

响，他使用计算机给被试呈现文本和插图，设定了三

种实验条件：一种是插图和文本分开呈现(分离呈现)；

一种是插图和文本相邻近呈现(整合呈现)；一种是插

图弹出式呈现(当被试按某个键时插图才会出现)(整

合呈现)。结果发现，整合的呈现方式比分离式的呈现

更能促进学习效果，在整合条件下，被试对学习过的

东西的记忆提取更为容易。Betrancourt 和 Bisseret 认

为整合呈现可帮助被试在心里对两种信息进行整合，

避免在两次呈现中分散注意，因此需要更少的认知资

源，留出更多的工作记忆来进行学习，他们的这种解

释与其他关于整合的组织型插图在学习科学和数学

的概念和技能方面作用的研究结果是吻合的(Marcus 

et al., 1996)。 

2.3. 解释型插图 

解释型插图是指穿插在文本中有助于澄清文本

中较难理解内容的图像，如一幅通过水泵系统说明血

压原理的图片。科技说明文中往往会配有解释型插

图，目前关于解释型插图的研究数量较多。Mayer 和

Gallini(1990)发现解释型插图可以提高学习者对概念

的记忆和问题的解决。Balluerka(1995)比较了文本大

纲和解释型插图两种辅助条件对被试学习一篇关于

复印过程的说明文的作用，发现解释型插图对文本理

解的作用要好于文本大纲的辅助条件。Reid 和

Beveridge(1990)通过眼动技术考察了解释型插图作用

于文本的原理，发现文章越难被试注视插图的次数越

多，且学习成绩差的被试相比学习成绩好的被试花更

多的时间注视插图。 

2.4. 转换型插图 

转换型插图也叫助记插图，是指穿插在文本中包

含了系统的助记符号、旨在提高读者对文本内容记忆

效果的图像，如幼儿教材中将一些复杂英文单词形象

化的图片。Dretzke(1993)考察了转换型插图对青年人，

中年人，老年人文本学习中知识记忆的影响，结果发

现转换型插图只对青年人和中年人的记忆起到了促

进作用。Atkinson 等(1999)考察了文本行列矩阵结构、

助记插图以及他们的组合(助记矩阵)对文本学习的影

响。结果显示助记插图和助记矩阵对记忆的促进作用

要比传统的那些需要对先前学习过的事实进行组织、

操作的记忆矩阵更好，他们认为能够随时获取信息的

助记插图更有助于学生获得高阶概念和技能。 

3. 关于插图效应的理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对文本阅读中插图作

用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但对插图的作用机制仍未形

成统一的认识，尤其是对插图作用的有效性、插图对

个体阅读中认知负荷的影响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目

前，主要有六种关于插图效应的理论。 

3.1. 简单重复说 

简单重复说认为，插图的作用在于给读者提供了

第二次学习的机会，从而提高了他们理解和记忆的效

果。但 Levin 和 Bender(1976)的研究证明插图的作用

不仅仅是学习内容的简单重复，而可能是提供了新的

信息(杨震，2003)；McCrudden，Magliano 和 Sch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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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也证明文本内容的重复呈现对图文材料即时加

工的影响是和插图的呈现不同的。 

3.2. 动机说 

动机说认为，插图效应的产生是由于插图本身所

独有的视觉表象性特点，引起读者对内容的兴趣，激

发他们的阅读动机，促进积极思维，从而使读者花更

多时间与精力去学习阅读材料，更深入持久、努力地

去对其进行语义加工(Peeck, 1993)。这一观点具有一

定的说服力，但不能对插图效应的机制做更深层次的

阐释。 

3.3. 注意聚焦说 

注意聚焦说认为，阅读是依赖于词汇信息的刺

激，额外的插图线索分散了学生阅读课文词汇的注意

力。尤其是对于不熟练的读者或学习困难的儿童，由

于他们更容易受分心刺激的干扰，注意更易分散，而

插图呈现要求儿童注意额外刺激，也就增加了把注意

分配给无关或额外刺激的可能性，使得学生在阅读中

造成理解错误(Samuels, 1970)。但七八十年代关于插

图效应的实证研究都证明精心设计的插图能够促进

与文本阅读相关的多种认知结果(Carney & Levin, 

2002)。 

3.4. 双重激活说 

双重激活说认为，读者对插图和文本各建立了一

个心理表征，对插图的心理表征和文本的心理表征之

间存在相当部分的重叠，插图的心理表征阐明了文本

各部分之间的潜在关系。当读者理解文本的某个与插

图表征相一致的句子时，该部分在工作记忆中就能得

到双重的激活，从而促进了文本的阅读效果(Glenberg 

& Langston, 1992)。双重激活说是目前研究者普遍比

较认可的，争论比较少的一个观点。 

3.5. 认知负荷理论 

认知负荷理论认为，信息经过加工通道进行加

工，但是每个通道的加工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工作

记忆贮存和加工的限度影响着人们的学习能力。在任

何时间，工作记忆只能加工部分信息单元，过多的单

元会减弱加工效果，从而加重工作记忆的负荷。根据

认知负荷理论，插图可能会增加读者额外的认知负

荷，从而干扰了认知加工，降低了学习和阅读的效率

(Sweller, 1998; Torcasio & Sweller, 2009; Berends et al., 

2009)。关于插图是否会增加学习者认知负荷的问题是

目前插图研究领域争论比较激烈的一个热点问题，

Mccrudden 等(2011)的研究以及 Carlson，Chandler 和

Sweller(2003)的研究都证实插图促进了文本的阅读，

但不会增加学习者的认知负荷。 

3.6. 双通道模型理论 

双通道模型理论主要有四个假设：第一，学习者

在学习时通过至少两种不同的信息加工通道加工信

息，比如听觉通道和视觉通道，而工作记忆理论中，

工作记忆包括听觉工作记忆和视觉工作记忆，与工作

记忆理论相比，这两种通道的功能分别与语音回路、

视空间略图类似；第二，每个通道都有一定容量限制；

第三，每个通道的认知加工过程是一个选择、组织和

结合信息的过程，该加工过程主要包括：选择相关材

料，把所选的材料组织成为一种连贯的表达形式，结

合言语的和视觉的表达形式；第四，只有当言语和图

像信息同时呈现在工作记忆中时，两种通道才能建立

联系(Paivio, 1986; Baddeley, 1986)。根据该理论，视

觉呈现的信息在视觉工作记忆中加工，听觉呈现的信

息在听觉工作记忆中进行加工。因此，在阅读文章时，

文字信息首先在视觉工作记忆中呈现，然后再在听觉

工作记忆中被转换，当被转换的声音与呈现的视觉图

形同时在阅读者的两种工作记忆中出现时，读者可以

更好的把图形和声音整合起来。Mayer(2001)发现让学

生学习由画面和解说组成的多媒体材料比学习由画

面和字幕组成的多媒体材料的效果更好。 

以上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插图效应的机制进行

了解释，但由于个体对图文材料的加工过程涉及到了

人脑一系列复杂的认知活动，加之以往的研究更多是

侧重于对图文材料学习结果和记忆(Offline Process)的

研究，因此没有一个理论能够对插图效应的机制进行

全面的阐述。 

4. 影响插图效应的因素 

在过去几十年里，有大量的实证研究从阅读的材

料因素、图文相关度、插图自身因素及学习者特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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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考察了插图对文本阅读的影响。 

4.1. 材料因素 

材料的难度影响插图效应，阅读过程中，插图的

作用会随着课文难度的改变而改变。当课文难度大

时，学生会更加注意插图，插图的积极作用就会更加

明显(Griffiths, 1987)；文章的体裁也影响插图效应，

Levin 和 Berry(1980)以儿童为被试，让他们学习口语

散文和书面散文，结果发现，插图促进了儿童对于口

语散文的学习并且有助于学习由新闻故事改编成的

说明性散文。 

4.2. 图文相关度 

图文相关度是影响阅读理解的一个重要因素。早

在 1943 年 Halbert 在其研究中就发现有图故事比无图

故事的优越性随着图文相关度的提高而提高。陈红香

等(1997)对小学生阅读理解中插图效应的研究也表

明，图文相关度越高，插图对小学生阅读理解的影响

就越大。Berends 等(2009)对小学生四则运算中的插图

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对运算能力低的学生来说，其

答案的准确性随着插图和题目相关度的提高而提高。

McCrudden 等(2011)发现，文本中与插图相关的句子

受插图的影响大，与插图无关的句子受插图影响小。 

4.3. 插图自身因素 

有研究发现插图效应的大小受插图颜色、插图的

呈现位置、插图的呈现时间、插图复杂度等因素的影

响。邓春暖考察了彩色插图和黑白插图对文本阅读的

影响，结果发现，彩色插图更能促进学生的阅读；插

图位于文章的右面时，被试对文章的阅读成绩要好于

插图位于文章的其他位置(邓春暖，2006)。图文同时

呈现时的阅读成绩优于图文继时呈现时(张弘毅，

2010)。相比详细的插图，简化的插图更能促进文本的

理解和记忆(Butcher, 2006)。 

4.4. 学习者的特征 

学习者自身的特征对插图效应的大小也有一定

的影响。相比阅读能力高的个体，插图对于阅读能力

低的个体帮助更大(Levin, 1982)，Levin 认为阅读能力

低的学习者仅根据文章的内容无法建立合适的心理

表征，而在插图的帮助下这种能力就会明显的提高；

相比年轻人，老年人对插图以及与插图相关的短语的

注视时间更长，且老年人很难把插图与文字整合起来

(Liu, Kemper, & McDowd, 2009)；插图能更好的促进

场依存型大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崔爱珍，2011)。 

5. 插图使用的原则 

关于插图的使用原则，也有大量的研究进行了探

讨(Levin et al., 1987; Mayer, 2001; Carney & Levin, 

2002)。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我们结合最近几年的研

究总结出了插图使用的十条原则： 

5.1. 空间接近原则 

插图和文本在空间上要尽量接近，书页或屏幕上

对应的词语与插图临近呈现比分离的呈现更能促进

学生的学习。 

5.2. 时间接近原则 

插图和文本在呈现时间上要尽量接近，相比继时

呈现，文本与插图同时呈现更能促进阅读的效果。 

5.3. 图文一致原则 

插图所表征的信息应与文本内容有重叠，插图应

该提供跟文本一致的或支持性的信息，尽量排除无关

的信息。 

5.4. 多通道原则 

视觉和听觉通道共用更有利于学习，学生学习由

画面和解说组成的多媒体材料比学习由画面和字幕

组成的多媒体材料的学习效果好。 

5.5. 信息适量原则 

呈现给学习者的信息要适量，并不是越多越好，

学生学习由画面加解说的呈现材料比学习由画面加

解说再加字幕组成的材料效果更好。 

5.6. 个体差异原则 

在使用插图时要考虑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在插图

对文本学习的促进作用上，知识水平低的学习者比知

识水平高的学习者更明显，空间能力高的学习者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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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空间能力低的学习者。 

5.7. 选择性使用原则 

一般来说，越复杂的文本越有可能在插图中受

益，尤其是对那些包含因果关系或复杂过程的文本，

最好使用解释型插图。而那些非常具体的、引人入胜

的文本(如，有趣的叙事段落)很容易引起读者的视觉

表征，则不需要使用插图。 

5.8. 基本阅读技能原则 

插图发挥作用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读者应具备基

本的阅读技能，那些年幼的儿童或缺乏基本阅读技能

的人很难在插图中受益。 

5.9. 表征建构原则 

要使作为文本辅助工具的插图发挥最大的作用，

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读者就插图完成一些能产生可控

结果的任务，如标出插图的特征或建构的过程，使学

习者对文本建构一个真实、深刻的表征。 

5.10. 合理使用助记插图 

在一些文本中应考虑使用具有特殊意义的助记

插图，教育工作者可以学习如何发展这种有创意的，

功能强大的助记插图。 

6. 存在的问题及研究展望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插图的使用越来越广泛，

除各种印刷材料中大量使用插图外，网页设计、多媒

体教学中也常常用到插图。因此，对插图效应的研究

也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通过对过去几十年中插图研

究的总结我们发现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三个

方面的不足： 

一是有关插图对文本阅读的作用性质问题还存

在争议。持认知负荷观点和注意聚焦说的学者认为插

图会干扰文本的阅读；其它研究者则认为插图作为文

本阅读的辅助工具对阅读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二是关于插图效应的机制尚不够明确。近年来对

图文材料即时加工过程的研究为揭示插图效应的机

制提供了重要的证据，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一个能全

面阐述插图效应机制的理论体系。 

三是有关插图类型和插图效应的个体差异方面

的研究不够深入。通过对插图效应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的总结，我们可以发现不同个体受插图的影响不同，

不同类型的插图对文本阅读的作用也不同。那么不同

年龄的阅读者、不同认知风格的阅读者会不会对插图

的需求有所不同呢？ 

以上三个问题既是以往研究中的不足，也是未来

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只有很好的解决了这些具体层

面的问题，有关插图研究的理论才能成为图文材料编

辑，网页、多媒体课件制作的有力指导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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