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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儿童心理学中的认知模式理论为依据，论述了4个成长阶段的儿童所体现出来的不同认知水平。并结合例

证，从形象认知、色彩认知、几何形状认知3个方面阐述了各个年龄阶段儿童的认知特征，提出了儿童食品包装设计

必须从儿童认知模式出发，为不同年龄定位的儿童食品选择与之相对应的图形、色彩等视觉形象，使儿童食品包装

设计更能适应儿童消费者，从而增加相应食品在同类商品中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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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the cognitive pattern of child psychology as a theoretical basis, it expounded different cognitive levels
of children at four growth stages, elaborates with examples the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in all age groups from
image cognition, color cognition and geometry cognition, and proposed that when performing infant foods packaging
design, we must proceed from children′s cognitive pattern and select the corresponding graphs, colors and other visual
images relative to the infant foods for children of different ages to make infant foods packaging design more adaptive to
child consumers, thus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relevant foods in similar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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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放式购物模式的影响下，儿童食品的包装设

计不仅要关注成人对儿童食品的消费心理，还要对食

品的最终消费者——儿童的购物心理有更多的了

解。今天，各种信息充斥着人们的生活，这使如今的

儿童所掌握的信息量比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儿童要多

得多，他们在认知水平、意识独立性方面显现出了令

人惊讶的成熟性，因此，在进行儿童食品包装设计的

时候，应该关注儿童的认知特征，从儿童自身的特点

出发来进行食品包装设计，从而适应儿童自主选购商

品的消费趋势。

1 儿童食品的消费受众分析

儿童食品的消费受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成

人消费者。因为 0~12岁的儿童尚未完全具备独立行

事的能力，所以在生活的许多方面都需要在成人的指

导或监督下进行[1]，包括儿童对食品的选择在一定程

度上也是由成人来完成的。从这一方面来看，儿童食

品的包装设计方向是基于成人所理解的儿童喜好来

确定的。另一类是儿童消费者。在开放式购物模式

的影响下，儿童能根据自己的解读来挑选商品。与成

人不同的是，儿童并不完全是以食品的类别来认知

的，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对食品包装上的信息有不同

的认知结果。因为成人消费者和儿童消费者在挑选

食品时的认知判断不同，所以在设计儿童食品包装的

时候，应该明确区分这两类消费群体的特点，设计出

更符合各自认知的包装。这里仅围绕儿童消费者的

特点来探讨食品包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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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儿童认知特征分析

按照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

看，儿童的认知发展可以划分为 4个阶段。第一，感

觉运动阶段（0~2岁）。此阶段的儿童依靠感官和动

作来学习和理解他们的环境。到了此阶段的后期，

活动才开始内化，形成代表具体事物的表征符号。

此阶段儿童的行为和认知还处于形成期，即客体永

久性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因此他们还不能成为消费

者。第二，前运算阶段（2~7岁）。此阶段的儿童能使

用符号来理解世界，能以自我为中心进行思维。如

果将儿童置于游戏环境中，他们就能清楚地分辨出

现实与游戏虚拟的区别。在此阶段的后期，儿童能

在认知过程中考虑他人的观点。第三，具体运算阶

段（7~11岁）。这一阶段的儿童获得了大量的心理操

作能力，他们在具有这些能力后，能够以不同的方式

操作形象符号。同时，逻辑思维也在此阶段逐渐形

成。第四，形式运算阶段（11岁以后）。这一阶段的

儿童在心理成熟度和认知能力上有了较大的提高，

此时的儿童能够进行包括抽象和逻辑推理在内的思

维活动。因为抽象思维和逻辑能力的提高，所以儿

童不必经过实际操作就能设想出大量的解决方案，

他们能在完全假定的情境中通过自己的思考来理解

概念、解决问题 [2]。儿童在这 4个成长阶段中体现出

了不同的心理水平和认知能力。设计师可以将对不

同阶段的儿童特征的了解作为调整儿童食品包装设

计的依据。

3 基于儿童认知特征的食品包装中的导向性

元素分析

3.1 形象认知元素

由于处于感觉运动阶段的儿童还没有形成外化

的认知能力，所以此阶段的儿童认知特征不在儿童食

品包装设计的研究范围内。这里将从儿童认知发展

的第2个阶段开始分析。

在儿童认知发展的前运算阶段，儿童的认知能力

相比感觉运动阶段发生了很大变化。到 2岁末，儿童

能够进行符号思维，并且不局限于生活场景中的现实

符号，此时的儿童对形象的理解也已经显现出了想象

的空间。皮亚杰通过一系列的游戏实验发现，前运算

阶段的儿童想象力十分丰富，但他们的认知依然以自

我为中心，也就是说此阶段的儿童只能从自己的角度

和已知的形象去理解事物。皮亚杰的三山实验的结

果是：儿童对山的认识仅限于已熟悉的正面山体的形

象。针对这样一种认知特征，设计师应该在包装上呈

现儿童熟悉的形象，如他们熟悉的猫、狗、鸟、卡通人

物等，同时也要采用常规的视角来呈现图像[3]。

在儿童认知发展的具体运算阶段，儿童的智力发

生了另一个质的变化，他们开始进行系统推理，具有

了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逻辑

推理能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

方式将逐渐被放弃。这种认知上的变化主要体现在

儿童不再被外界的方式所束缚，思考开始变得更为灵

活。按照皮亚杰实验中的结论，此阶段的儿童具有一

定程度的比较和运算能力，同时也有一定的数的概

念。根据这一阶段的儿童认知特点，设计师可以在食

品包装中引入更为独特的形体，只要这些形体中有一

个方面符合已有的视觉经验和认知体验就行了。例

如，在一个儿童食品包装上要出现兔子的形象，那么

可以针对此阶段的儿童认知特征，选择较为新颖的兔

子造型，只要符合长耳朵、大门牙就可以了，至于身上

的衣着装饰、颜色等元素都可以随意变化。

在儿童认知发展的形式运算阶段，儿童达到了思

维的高级阶段，此时的儿童具有了处理纯假设命题和

抽象概念的能力，他们可以根据一般的前提，沿着“如

果……那么……”的思路推断出结果。皮亚杰认为，

处于此阶段的儿童能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他们的认

知水平更接近成人，他们会在进行决定之前作出各种

假设，以假设来推断出不同的结果。针对处于此阶段

的儿童所设计的食品包装，可以使用更加符合食品成

分、口味、价格等方面的图像，甚至可以在包装上出现

有关食品安全的文字或图形。

3.2 色彩认知元素

丁祖荫、哈咏梅在对幼儿辨色能力的研究中得

出的结论是：幼儿正确辨认颜色的能力是随着年龄

的增长而提高的，但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教育会使

得幼儿辨认色彩的能力有所差别。3~4岁的儿童能

初步辨认红、橙、黄、绿、蓝等基本色，但在辨认混合

色和近似色时会显得比较困难。大多数 4~5岁的儿

童能认识原色和间色，并且具有一定程度的分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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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色的能力。5~6岁的儿童不仅能认识颜色，准确说

出颜色的名称，而且能学会运用几种颜色调出需要

的另一种颜色。

在进行儿童食品包装设计的时候，对于消费对象

为 7岁以下的儿童，他们的食品包装应该尽量做到色

彩简洁、明确，在色彩明度和纯度上也尽量避免较大

的变化。具有简洁色彩的食品包装更能在短时间内

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如果食品的消费对象是 7~11岁

的儿童，那么在食品包装上可以出现更为复杂以及纯

度、明度变化更为丰富的色彩。因为 7岁以后的儿童

的教育程度有所提高，具有更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所

以在接受客观对象时也更具有个性化的特点。12岁

以上的儿童，其认知色彩的能力等同于成人。针对此

阶段的儿童，设计师可以引入色彩联想、近似色等色

彩设计的手法，使得食品包装显得更加绚丽和具有趣

味性[4]，例如红色让人联想到辣椒、番茄之类的食物的

味道，橙色会让人联想到桔子味道，而彩色又会让人

有味道丰富多变的感觉[5]。

3.3 几何形状认知元素

儿童对形状的认知感觉，是依靠运动觉和视觉的

协同活动而完成的一种行为。儿童的形状认知能力

发展得很快，通常年龄达到 3岁的儿童就已经能区分

一些几何图形。4岁是儿童辨认几何形体正确率增长

最快的一个年龄阶段。5岁之后，儿童基本可以正确

地辨别各种几何图形。由此可见，年龄是影响儿童图

形辨识能力的重要因素[6]。现在市场上有些儿童食品

的包装采用了长方体之外的几何形体，这些特殊形体

的包装能在众多的食品包装中脱颖而出，但是如果该

食品的目标消费者年龄偏小，那么特殊的包装外形只

能让他们感到陌生，而并不利于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如果目标消费者的年龄达到 7岁以上，那么采用特殊

的包装外形或许能达到预计的销售效果。

4 儿童食品包装实例分析

旺仔小馒头包装见图1。这款儿童食品是少数婴

幼儿（2岁左右）也可以食用的零食，正是因为产品的

这种特质，所以设计师在对该产品进行包装设计的时

候非常注意幼儿的认知感受。首先，包装的主色采用

红色，因为红色是幼儿最早能识别的颜色之一。其

次，产品上的标志性卡通人物结构简单、姿态单纯，具

有头大、眼大、嘴大的特点，并且以人物的头部为主要

呈现部分，这个卡通形象符合了此阶段儿童认知发展

的特征。

格力高旗下的可珑柔心香脆卷包装见图2。这款

儿童食品将主要消费对象定位在 7岁以上的儿童。7

岁是儿童认知发展的第三阶段，其逻辑思维的能力大

大加强，并且有了丰富的推理能力。在该产品的包装

上可以看到许多符合第三阶段儿童认知特征的视觉

语言，如在包装上用黄色作为背景色表示食品的口味

是香蕉，正面有小兔子的形象等。包装的背面还有趣

味益智小游戏，能让儿童充分发挥自己的逻辑思维能

力和判断能力。格力高公司的这款可珑柔心香脆卷

的包装定位是非常准确和出色的。

5 结语

在人类智慧不断发展的今天，不能将儿童看作是

未成熟、不懂事、无思想的小人儿，应该更加关注他

（下转第 20页）

图1 旺仔小馒头包装

Fig.1 Wangzai small steamed bun packaging

图2 可珑柔心香脆卷包装

Fig.2 Collon cream-stuffed crispy roll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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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原有民族特色和文化精髓的基础上进行，使民族

传统文化真正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当代人的生活质量

和实现人生体验，这也是相关从业者在今后较长一段

时间中都需要时刻谨记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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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尊重他们。对儿童食品包装的研究不仅是为了获

得更大的商业利润，还是认识人的自身发展的需要。

儿童认知在食品包装上的应用只是包装设计细分之

后的一部分，希望借此能抛砖引玉，激发设计师对人

的心理层面的关注，并将这份关注运用在其他的设计

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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