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中国
北京和张家口联合举行。相对于田径、游泳、球类
等夏季奥运项目而言，我国大众对冬季运动项目认
知还很陌生。2015年中国政府在申请2022年冬季
奥运会的主办权报告中，向国际奥委会做出了“带
动3亿人上冰雪”的庄严承诺。这不单纯指参与冰
雪运动本身的人数，还包括接受冰雪运动知识普及
和观赏比赛的人数。因此，要以“图解冬奥会”的形
式来大力推广和普及冬奥会的相关知识，让广大群
众不断加深和完善对冰雪运动项目的认识。
“图解”的方式可以增强文本信息的交互

性、内容的易读性、视觉的审美性，为读者理解
和学习冬奥会运动项目文本信息提供了更加便
捷的渠道。本书把北京冬奥会15个比赛项目分
为滑雪、滑行和冰上3部分。每个项目依据其发展
历史、比赛装备、比赛规则、场地、动作分析等内容，
进行详细的图解表述。

写作本书，有7点体会。
1.突出主题、营造氛围

就冬奥会项目而言，“冬季”是主题，“冰上”
“雪上”则是构成“冬季”的关键要素。

在碎片化、浅阅读时代，只有增强图解的艺术
感、情境化视觉表现力，才能让信息主题脱颖而
出。例如，在表现“单板滑雪障碍追逐赛道”的设
计中，用夸张的手法突出赛道的体量，在险峻的雪
山上呈现出一条巨大、醒目的三维立体赛道。蜿蜒
崎岖的赛道及凹陷、凸起的坡面，清晰表达出运动
员完成的旋转、回转、跳跃等规定动作所在的场
地。赛道两侧插入绿色雪松，结合连绵起伏的雪山
和强烈的光影效果，进一步烘托出“雪上项目”主
题，给读者留下鲜明的观感体验。如图1所示。

图1单板滑雪障碍追逐赛道图

2.信息准确、浅显易懂

好的图解设计要做到信息传达“简而不失真”
“准而不繁杂”。尤其在传达专业性较强的信息
时，需要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强调信息表
现的“精准性”。相对于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
运动项目受众知晓度低，运动空间感强，图解设计
必须站在读者的角度，考虑他们的心理和行为特
征，依据冬奥会项目信息的内容属性进行限定取
舍、去繁就简，凸显项目基本常识。

例如介绍单板滑雪“U型场地技巧”赛，必须将
项目内容要素进行“整体与个体”“系统与局部”的区
分。在经过多种表达尝试后，确定以“鸟瞰”角度来
表现“U型场地技巧”全景，再结合“U型场地技巧”局
部切面图，就可以把长170米、宽19米、深6.7米、平
均坡度为18°的“U型场地”准确表达出来，让读者
只需扫一眼就能明白传达的信息主旨。如图2所示。

图2U型场地全景及剖面图

3.形式统一、易于记忆

图解设计的基础需求不是装饰，而是发挥其
易读性的功能。冬奥会是一项综合性赛事，仅滑
雪项目就有7个大项，每个大项又包含众多小项，
项目内容交叉渗透、相互关联。虽然每个运动项
目各具特色，但总体而言必须呈现出图解阅读的
整体感和系统性，不能过度追求图解的艺术表现
效果，应该以一致的表现风格贯穿每一项运动图
解的始终，使图解最终呈现出统一性、系列化的效
果，减少读者视觉的过渡跳转，留存深刻记忆。

4.提取重点，吸引读者连续阅读

在确定图解信息内容之前，首先要明确读者
最想知道什么？是以单一的还是连续的形式与读
者对话，对话的焦点是什么？例如，冬奥会项目具
有防护装备复杂、技术难度大、场地环境要求高等
特点，这些特点也是读者了解冬奥会项目最先需
要掌握的知识点。因此，图解设计首先要筛选信
息、提取重点、进行整合，让读者便捷地找到最关
心的知识点，进而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设计中
要注意运动项目知识结构的连续性，通过梳理知
识点的因果、递进等关系，划定读者最想知道的图
解内容，解决一系列的逻辑关系问题，才能吸引读
者连续阅读。

5.构建信息框架，形成阅读层级

建立图解信息框架不是简单地并列或随意
地分布信息，而是取决于表达整体关联性的内
在规则。格式塔心理学认为，心理现象是一个
整体，读者从外界获得认知和信息，必然先在大
脑中自然组织成有机的整体，即视知觉的“完结
效应”。构建信息框架可以导引读者找到自己
的关注点，并按步骤、层级快速检索到关注点的
详细信息。

6.以图释义，提升可视化叙事功能

“一图胜千言”是对
图解功能的生动写照。
图解可视化叙事功能
强，可以将抽象数据形
象化，挖掘出数据之间
的关联性，呈现出具有
高度互文性的可视化信
息。运动项目图解设计
的核心理念是对冬奥会
中所涉及的有因果或递
进关系的一系列事件的
图形再现，进而将相互
关联的运动项目知识通
过可视化的方式进行描
述，让读者对冬奥会项
目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图解具有引导读者把看
到的信息进行逻辑分析
的优势，如同讲故事般带
给读者一种融通感。以
“单板滑雪发展史”为例，
仅以“单板滑雪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其
产生与滑板和冲浪运动有关。1983年起举办世界
锦标赛，1998年长野冬奥会被列为正式比赛项
目”这种单纯的文字表述难免枯燥，不能激发读者
了解单板滑雪项目的兴趣。完整的“单板滑雪发
展史”，包含着大跨度的时间与空间信息。如果
转换成“大雪板”图形，就比单纯的文字叙述更
具吸引力，还能鲜明传递出单板滑雪是双脚同
踏一只宽大雪板，比传统双板滑雪更具刺激性
的特点。如图3所示。

7.形象对比，彰显运动技巧难度

图解可以利用读者联想思维与视觉心理上的

推论倾向，把静态的、不连贯的图形尽可能地弥补为
运动的、连续的完整形象。如滑雪项目的“空中技
巧”观赏性很强，为了让观众了解空中技巧组合的难
度与复杂变化，我们采用抽象的线条、箭头与具象的
人物做对比，力求清晰解答运动员从平台跃起到落
地之前所做的各种空翻转体动作。如图4所示。

图4雪上空中技巧动作图解

在图解设计中，超越事物的本质规律来联想
其他的事物或者规律，通过其他事物的规律更有
力地反映该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会使信息的传达
更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例如大跳台滑雪，运动
员从高于110米的跳台上飞跃而下，形成的抛物
线极为壮观，为了让读者对跳台高度有更直观的
认知，选用人们熟知的北京观光塔与跳台做高度
对比。如图5所示。

图5跳台高度对比图

再如，雪橇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它最高速
度可达140千米/小时，高速滑行时那种风驰电掣
般的感觉极具观赏性与刺激感。把人们熟知的火
车（直达特快）与雪橇做对比，就能给读者带来逼
真的速度感知，进而理解雪橇运动的危险系数。
如图6所示。

图6雪橇速度对比图

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幕，你知道冬奥会
都有哪些项目吗？各项目的发展情况怎样，有哪

些比赛规则吗？观赛有什么注意事项吗？中山
大学出版社组织北京冬奥会场馆管理专家和中
山大学体育部教师一同编写了旨在普及冰雪运
动项目知识、提高观众欣赏能力的“趣赏冬奥系
列丛书”。

丛书包括《趣赏冬奥——冰上项目》《趣赏冬
奥——雪上项目》和《趣赏冬奥——滑行项目》3
种，以普通冰雪运动爱好者的视角，提炼出冬
奥会观赛中常见的问题，用浅显易懂的语言，
分别介绍了冬奥会的 15个运动项目的历史起
源、项目设置和规则等，为冰雪爱好者明明白
白地欣赏冬奥提供了一套有趣又实用的“知
识读本”。

这套书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就让小编带你
读一段吧。

花样滑冰越转越快还不晕的奥秘

在看花样滑冰时，大家一定经常看到运动
员旋转，并且越转越快的场景。他们是怎么做
到的呢？

大家可以尝试或者想象下面的场景：双臂
伸直，手平举一对哑铃（或其他重物），坐在一
张转椅上慢慢转动。几圈之后，快速将双臂收
拢靠近身体，你会发现自己的转动速度明显加
快了。

没有人推你，仅仅是自己把手臂收回来，为什
么转速就会改变呢？

其实这是一个力学知识。在转椅上的你与转
椅组成一个整体，所受到的外界作用力只有重力
和地面的支撑力，但这些力都与转轴（你垂直的上
身）平行，对转速是没有影响的。根据力学原理
“动量矩守恒定律”（物理学中称为“角动量守恒定
律”），转动速度与力矩的乘积是不变的。在你收
拢手臂后，哑铃与转轴的距离（力矩）变小了，因为
角动量是守恒的，转动速度必然加大，也就是越转
越快啦。

有了上述结论后，就很容易理解花样滑冰
运动员最快速的旋转是双手举高，让自己变得
像一根“筷子”一样细长了：运动员先张开双臂，
缓慢转动起来。冰面的摩擦力可以小到忽略不
计，所以运动员受到的外力就像转椅上的你，都
对转速没有影响。那么根据“动量矩守恒定
律”，花样滑冰运动员把四肢收拢相当于减小了
转轴的距离，因为速度与力矩的乘积不变，转速
自然就会加快!

那他们转这么快，不会晕吗？答案是会的。
但是，花滑运动员美轮美奂的表演会让我们忘记：
其实他们的身体和我们的身体遵循着一样的生理
规律。

简单来说，脊椎动物的内耳都有一个掌管平
衡感的器官——半规管。半规管里充满了液
体，漂浮着一个传感器。你的头部只要一动，管
内的液体就会轻微地晃动，传感器就会感知发
生的一切：这正是大多数头晕的起源。

还是那只转椅。如果你尝试在转椅上持续
旋转，耳朵中的液体受力一同旋转，且由于惯性,
在椅子停下来之后也会长时间保持晃动，并通过
那些海藻般的传感器向你的大脑发送信号说，
“我的身体仍在运动之中”。大脑试图校正这种
运动，于是让眼睛颤动，促使身体向一边倾斜,人
就开始东倒西歪了。

花样滑冰运动员并非对这些影响免疫，他们
的内耳和我们的并无区别。没有人能训练那些半
规管液体的流动,让它们不守惯性定律。但他们
对自己的感官表现出了惊人的控制力。

他们战胜旋转时头晕的奥秘就是练习，反复
练习，让内耳和大脑习惯这种快速转动。为了准
备奥运级别的花样滑冰高速旋转，运动员需要适
应一整套感官输入体系。我们可以确定，花样滑
冰运动员为比赛所做的精神训练至少不会比他们
在身体素质上所做的准备少。

精彩的冬奥大戏即将开演，让我们先阅读“趣
赏冬奥系列丛书”，了解冬奥的趣味知识，再搬个
小板凳，一同欣赏，一睹为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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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奇缘——

遇见冰雪赛场和中国榜样》

谢军著

接力出版社

2021年7月

《滑冰技能等级标准》

中国滑冰协会审定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1年7月

《一起去看冬奥会》

新华通讯社、萌伢童书编著

新华出版社、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1年12月

本书介绍了花样滑冰、越野滑

雪、北欧两项、钢架雪车等冬奥会全

部15个运动项目。通过简洁的描述

和直观的插图，读者可以轻松了解每

项运动的形式、特点和历史沿革等信

息。除了基本知识的介绍，本书还特

别设置了三个板块：“冰雪运动在中

国”主要讲述中国各项冰雪运动发展

中所实现的突破；“冬奥奇闻”汇集了

冰雪赛场上的奇闻趣事；“冰雪之星”

则讲述了50名运动员的杰出成就和

动人事迹。这50名运动员中，有的通

过刻苦训练屡获殊荣，有的带伤比赛

而不轻言放弃，还有的怀着对运动的

热情不断超越自我。

中国举办冬奥会正是青少年了

解冰雪运动的契机。希望这本书能让

读者感受到冰雪运动的魅力，从而走

近冰雪运动，爱上冰雪运动；也希望他

们能够感受和学习运动员榜样积极参

与、公平竞争、尊重对手与奋勇拼搏的

精神，并因此受益终身。

力津报 荐

本书是中国滑冰协会以2022年

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推进“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贯彻《全民健身计划纲

要》，具体落实“体育强国”“健康中

国”国家战略和《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等文件

精神，进一步普及和发展滑冰运动，

以规范和提升我国滑冰运动水平而

研究编制的。

本书装帧精美，文字通俗易懂，图

片生动形象，科学规范地描述具体的

等级动作标准和测试方法等内容，同

时还配有直观、形象的测试方法演示

视频，读者可通过中国滑冰协会公众

号扫描书中二维码进行观看和学习。

3个冬奥村，5大冬奥场馆，8

大冬奥主题，15个冬奥项目，数百

个奥运知识点，超200个互动结构零

部件，近千个日夜设计创作；从冰立

方到冰丝带，从入场到观赛，从冬奥

村到高铁站，一书尽知北京冬奥方

方面面。

本书以冬奥会观赛为线索，以

观众的视角真实再现冬奥会在观

赛、服务、便捷、场馆、科技感等各个

方面有趣又新鲜的体验，再通过互

动机关和翻翻页的设置，让读者通

过这一本书，就能获得身临其境的

真实体验。

本书不仅限于介绍冬奥运动相

关知识，还包括进场、观赛、场馆体

验、揭秘奥运村、揭秘运动员备赛饮

食等、京张高铁体验、近距离观察运

动员赛场表现及项目科普、冬奥幕

后工作人员等等，注重科技感、新鲜

的体验和北京冬奥的亮点的展现。

摘自《北

京2022年冬

奥会运动项目

图解》，王瑾

著，中国大百

科全书出版社

2019年12月

出版。

迎接 北京2022冬奥会
带动3亿人上冰雪

北京2022年冬奥会即将开幕，为了更好地普及冬奥

会相关知识，本组图书介绍了15大正式比赛项目，用客观

的数据、细致的笔触引领大家走近北京2022年冬奥会。

以图细述冬奥会

《趣赏冬奥——滑行项目》，仇

亚宾主编、李朝阳副主编；《趣赏冬

奥——冰上项目》，杨占武主编、张

新萍副主编；《趣赏冬奥——雪上项

目》，杨茜主编、田靓副主编；中山大

学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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