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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对儿童成长过程中生理及心理发育的特点，以及玩具对儿童成长的影响进行研究。方法方法

通过与儿童家长交谈和观察不同年龄段儿童对玩具的喜好程度等研究方法来收集有关资料，结合不

同年龄段儿童的生理发育特征，运用玩具设计理论知识进行分析。结论结论 提出了以仿生自然形态、生

活形态、动漫元素和传统文化要素为素材的4种提升儿童玩具造型生命力的方法，在其指导下使儿童

玩具产品带有情感化的元素，这将会是现代化社会中人们最迫切需要的。通过对叙述性造型方法的

研究，能够为设计领域的设计师和学生的设计实践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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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It studi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children′s growth，and the influences of toys on children′s growth. Methods By talking with parents and children at

different ages on the degree of be fond of toys，such as research methods to collect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combined with

the feature of different age children′s physical development，it analyzed the theory of toy design knowledge. Conclusion
It offered to bionic natural form, life form, anime elements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of material of 4 kinds of method

of vitality for ascending children toy modelling.Through the study of narrative modelling method，it is able to design

students and designers in the field of design practice to offer help，so as to gradually establish a design culture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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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成长就是从玩耍开始的，在玩耍的过程中

不断的学习，形成自己的个性特征、行为习惯等。玩

具每天都在随时随地的陪伴着他们，儿童大部分时间

都在琢磨他们各种玩具的玩法，并从中获得乐趣。儿

童大脑的发育，创造力的开发，观察力、记忆力的提

高，挑战精神、团结协作精神的培养以及身体各部分

的健康成长都离不开玩具的帮助。

玩具是他们最初的玩伴，也是他们的第一本教科书。

对于家长来说，玩具既是与孩子沟通、交流的媒介，又

是培养孩子情趣、挖掘孩子智能和潜能的最好工具，

因此好的玩具有助于孩子们更好的成长和发展。这

里根据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发育特征对玩具设计的影

响提出玩具的4种叙述性造型方法，更加满足这一群

体的需要，使儿童玩具设计更具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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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儿童的生理发育特征对玩具设计的影响

儿童的骨骼的化学成分与成年人不同，儿童骨内

无机物含量不足2/3，有机物含量超过1/3，导致骨的弹

性大而硬度小，柔韧易变形和不易骨折，因此，儿童的

玩具要保证孩子正确的身体姿势，避免骨骼发育变形

和损伤。儿童的肌肉比成年人的柔软，含水分、蛋白

质、无机盐和脂肪少，力量小、耐力差、易疲劳，但是恢

复的也较快，因此，玩具的重量要轻，能适合孩子的年

龄段，能够被牢牢地握住或抓住，不会在玩的过程中

导致过于疲劳。扭力、拉力、压力的标准见表1，其目

表1 物理及机械强度安全测试规格

Tab.1 Mechanical and physical safety test parameters

测试项目

扭力测试

拉力测试

压力测试

适用年龄

（月）

0~18

18~36

36~96

0~18

18~36

36~96

0~18

18~36

36~96

ASTM F963

（美国）

2.2in.lbf（0.25 N.m）

3.2in.lbf（0.36N.m）

4.2in.lbf（0.47 N.m）

10.5lbf（46.7 N）

12.5lbf（55.6 N）

15.5lbf（68.9 N）

20.5lbf（91.2 N）

25.5lbf（113.4 N）

30.5lbf（138.7 N）

EN71（欧洲）

0.34 N.m

最大可触及尺寸

≤6 mm：50±2 N

>6 mm：90±2 N

110±5 N

GB 6675-2003

0.45±0.02 N.m

70±2 N

114±2 N

136±2 N

的旨在杜绝和减少玩具在设计和制造生产过程中由

于外观、结构等对儿童可能造成的伤害。儿童的神经

系统与成年人相比，对外界的刺激更加敏感，反应更

为强烈，因此容易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注意力

不容易集中或集中的时间较短，年龄越小这种控制能

力越差。在设计儿童产品时要用色彩艳丽、明度和纯

度较高的颜色和夸张的造型，以更多的吸引儿童的注

意力；儿童的皮肤发育也是不完全的，缺乏弹性且较

薄，容易被刮伤和磨破，在设计儿童产品时要注意材

料的选择，结构上避免有尖锐的棱角，常用的材料有

塑料类和纺织类。

2 儿童的心理发育特征对玩具设计的影响

儿童有强烈的好奇心，并且有很强的动手能力。

他们渴望探索，乐于研究，喜欢联想；他们的思维活

跃，思想不受任何限制，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新

奇有趣的创造力，因此，应该设计出一些具有创造性

玩法的益智玩具，将传统的玩具赋予新的玩娱方式来

活跃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儿童

还具有极强的模仿能力，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是从模仿

开始的。通过模仿大人的行为和声音，他们开始学会

动作和语言[1]。这样就可以设计一种模仿类的玩具，

帮助儿童们模仿各种声音、动作等，为他们创造一个

丰富多彩的有声世界。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玩伴越

来越多，已不仅仅只限于家人之间了。他们喜欢在和

同龄的小朋友玩耍的过程中找到合作和沟通的乐趣，

因此，更多的协同完成类的玩具产品需要被设计，从

而培养孩子的合作能力。

3 儿童玩具的叙述性造型方法

综合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发育特征对玩具设计的

影响，这里提出叙述性造型方法以辅助儿童玩具的创

新设计。叙述性设计是指：设计作品除了满足所谓的

使用功能以外，也要满足“设计的某些表达功能”[2]。

换句话说，设计并不是只考虑机能问题的解决，更要

考虑一个作品能不能表达一些深刻的“意涵”（或肤浅

的、嘲讽的意涵），同时也要考虑一个作品能不能像文

学作品一样，通过说故事的方法感动消费者。一个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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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就是一个故事，在使用过程就是在讲述一个故事，

将使用者的情感融入这个产品中。喜爱的物品是一

种象征，它建立了一种积极的精神框架，它是快乐往

事的提醒，或者有时是自我展示。而且这一类物品通

常会有一个故事、一段记忆，或者把个人与特定物品、

特定事件联系起来的某些东西[3]。叙述性设计方法是

说服自己同时也说服他人，强调想象力与模拟能力是

叙述性思维模式的重点。基于不同阶段儿童心理及

生理特点，儿童玩具的造型应该充分运用叙述性设计

方法，让玩具记录下儿童成长的过程，讲述着他们成

长中的故事。产品的造型在产品市场成功中扮演重

要角色，是设计师与消费者交流和刺激其反应的重要

方式[4]。这里从自然、生活、动漫、文化4个层面出发，

探讨提升儿童玩具造型生命力的叙述性思维方法，结

合设计案例分析，总结出以仿生自然形态、生活形态、

动漫元素、传统文化要素为素材的4种叙述性造型方

法，追求更具情感性更加合理的产品造型，力图提升

设计师在儿童产品方面的设计能力。

3.1 以仿生自然形态为素材的叙述性造型方法

德国著名设计师路易吉·科拉尼曾说：“设计的基

础应来自诞生与大自然的生命所呈现的真理之中”。

自然对于眼睛来说是有生命力的，人类热爱大自然，

对大自然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充满向往，此类美好的

情感转移到产品设计当中，即产品仿生设计手法[5]。

仿生设计包括模仿生命形态的设计，它不仅可以提炼

生物体的黄金比例和优美造型，以此来优化设计方

案，还可以通过仿造人们熟悉的生物形态来消除人与

产品之间的陌生感，提高工作效率。仿生造型设计以

自然形态为形态设计的创意原点，丰富了形态设计理

论，为人们提供了自然元素的造型法则[6]。在儿童玩

具的叙述性设计中以仿生自然形态为设计的出发点

讲述关于大自然的故事，使故事更加的活泼生动，更

有助于孩子们亲近大自然，了解大自然。从小就让他

们与自然环境建立友好的感情以便长大后更好地保

护环境，保护地球，维护可持续发展。由鹦鹉剪刀、西

瓜浇水附件、蜗牛铲组成为配套的园艺工具，见图1。

3.2 以生活形态为素材的叙述性造型方法

设计来自于生活，艺术的灵感来自生活。用独具

匠心的慧眼观察生活中的每个景致、每件事物、每个

刹那，从生活中获取创作的灵感和养分，将它应用在

儿童玩具的造型中。运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形态作

为创作元素，如交通工具、建筑物等各种儿童不宜接

触到或不易观察清楚的事物按比例缩小、抽象化，提

炼出具有象征性的元素，并通过与艺术的结合将其真

实的展现在儿童面前。让儿童认识和了解现实世界，

进而培养他们良好的习惯、积极的思想，使产品既具

有物质功能又满足其精神功能，丰富设计内涵。飞机

救援模型见图2，劳动场景模型见图3。

图1 园艺工具

Fig.1 Gardening tools

图2 飞机救援模型

Fig.2 Aircraft rescue model

图3 劳动场景模型

Fig.3 Labor scen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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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以动漫元素为素材的叙述性造型方法

动漫已成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传播方式之一，尤

其是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元素。《黑猫警

长》、《葫芦兄弟》、《小龙人》、《猫和老鼠》、《米老鼠和

唐老鸭》、《兔八哥》等经典动画片从20世纪80年代就

开始流行，现在已成为许多人对儿童时代最难忘最美

好的回忆。由于动画片色彩丰富，形象直观，言辞简

短易于理解，情节大胆奇特，故事里充满了奇思妙想，

因此，动画片中那些生动的卡通形象早已深深地印在

了他们的脑海之中。在儿童玩具设计中可以充分借

鉴动漫里的元素，充分提炼动漫元素中的性格、色彩、

造型、功能等并抽象化，将其与叙述性设计相结合，讲

述那些充满奇思妙想的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故事，

给孩子们创造一个可以大胆想象的空间，提高他们的

想象力有助于儿童玩具创新性的发展。海盗船之家

和超人，见图4。

3.4 以传统文化要素为素材的叙述性造型方法

当代玩具的发展离不开对传统玩具的继承与发展，

丰富多彩的传统玩具也为中国当代玩具产业提供了坚

实的基础。我国传统中有许多益智启蒙、具有动态特征

的玩具，如皮影、木偶、陀螺、风车、猴爬竿、竹节蛇等。

传统的民间玩具因地制宜的选择了泥土沙石、竹木草

藤、棉麻革纸、糖面蔬菜等粗糙的材料，这些材料大多取

材方便、价格便宜、环保卫生、便于回收。这与现代造物

的绿色环保要求不谋而合。这种就地取材的做法不但

极大地激发了儿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热情,同时也开

阔了儿童的思维、锻炼了他们动手动脑的能力。与材质

有关的造型审美特征，更重要的表现了民间玩具的感性形

态[7]。两头虎摇摇马见图5，将传统的图案、造型、色彩和

现代的工艺相结合，使这一儿童摇摇马具有古朴典雅的

美，色彩上采用了喜庆、响亮、热烈、欢悦的基调，对比极

为强烈，但又艳而不俗。再加上它精致的工艺，舒适的

材质使其更受儿童们的欢迎。这些要素都是传统文化

的一部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新文

化的建设提供有益的补充。在今后的设计中将传统的

玩娱功能与现代的玩娱方式相结合，创造出新型的玩

具，借鉴这些世代相传的造型和题材讲述着古老的故

事，能真正的弘扬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为树立我国

的文化个性作贡献。

4 结语

这里提出了儿童玩具产品的4种叙述性造型方

法，在其指导下的儿童玩具产品不仅能从各式各样的

儿童产品中脱颖而出，而且能在使用过程中附带引导

性帮助，最重要的是它带有情感化的元素，这将会是

当今物欲横流的现代化社会中人们最迫切的需要。

儿童是未来和希望，为儿童开发设计产品是设计师肩

负的重大的责任。为现在的孩子设计产品等于设计

文化的未来。叙述手法在产品设计中的运用有着广

阔的发展空间。在未来的发展中，叙述性设计必将越

来越受到重视，并在产品设计中担任重要的角色。这

里通过对叙述性造型方法的研究，能够为设计领域的

设计师和学生的设计实践提供帮助，从而逐步建立我

国的设计文化，走出具有特色的设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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