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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分析儿童用品包装中的色彩与图形设计对儿童消费行为的影响。方法方法 把儿童生长发育

分为3个时期——幼儿期、学龄前期和少儿期，通过对这3个阶段儿童的生理、心理及认知特点进行分

析，总结出各年龄段对商品包装色彩和图形的感知反应，用比较的方法对比市场中儿童用品包装的现

象。结论结论 提出了儿童用品包装中色彩和图形设计的思路与方法，主张使用民族原创设计元素，增强

儿童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感，提高儿童用品包装的设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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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and Graphic Design in the Packaging of Children's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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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s of color and graphic design in children′s products packaging on

children′s consumption behavior. Methods The children′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s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early

childhood，preschool，children′s stage，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se three stages of the child′s physical，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it summarized all ages on commodity packaging color and graphics perception reaction，compared

with the comparative method in children′s products packaging market phenomenon. Conclusion It proposed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color and graphic design in children′s products packaging，to use the children′s national original design

elements，promot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enhance children′s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to improve children′s products

packaging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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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岁之前，儿童的生长发育可以分为3个阶

段，即3岁之前的幼儿期、3~6岁的学龄前期和6~12岁

的少儿期。不同时期的儿童对事物的感知和需求有

着不同的特点，儿童用品的生产和包装，如能根据不

同年龄段儿童的身心发育特点来设计和制作，对商家

和消费者来说将会是双赢的。

好的商品要有一个好的包装，才能得到消费者的

认可。美国著名的包装设计公司普里莫安得有这样

一段座右铭：儿童消费者一般都不分产品与包装。对

多数产品来说，产品即包装，包装即产品[1]。好的商品

指的不是高档、豪华而是适合，优秀的儿童用品包装

不仅能够拓展儿童消费市场，还能够满足儿童各方面

的需求，促进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结合市场上儿童

用品包装中的一些现象，针对儿童用品包装中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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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图形问题进行讨论。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

训，探索儿童用品包装中色彩和造型的作用及意义，

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促进儿童用品市场的繁

荣，使儿童能够更加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幼儿期

3岁之前的幼儿期，儿童的活动范围不大，更多依

赖成人的保护和引导，对于这一时期的儿童来说，最主

要的用品就是玩具和食品用具。由于这一时期儿童的

自主性较弱，食品用具的选择主要是以家长的眼光来

判断的。古希腊哲学家热农曾这样说过：色彩是物质

最初的现象形式[2]。在家长眼里此时期的儿童犹如一

滴晨露，光鲜、娇柔，在生活用品的色彩选择上，主要以

明度高、纯度低的颜色为主，明快、鲜艳、柔和，没有强

烈的对比和尖锐的形象，一切都以柔软为前提。

几个月的婴儿对颜色就能作出反应[3]。斯梯布尔

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在婴儿面前放置两个亮度相

等的圆盘，测量其注视时间，3个月的婴儿视觉停留在

彩色圆盘上的时间大约是灰色圆盘的2倍[4]，这说明婴

儿对饱和度高的颜色更感兴趣。幼儿期的儿童没有

太多的自主性，但能表现出明显的好恶，此时的儿童

对于玩具的内容并不十分关心，他们选择玩具的动机

主要是从色彩和图形两个方面来进行的，包装形象简

单、色彩饱和度高的玩具更能赢得这一年龄段儿童的

青睐。幼儿期儿童对色彩的认知主要是红、黄、蓝等

纯色，他们的视野较窄，熟悉的图形主要是方、圆等简

单基本形，用品上的图案多是简单醒目的动植物或人

物形象。儿童从心理安全的角度出发，选择自己能

“控制”的玩具，并在有安全感的前提下，形成对玩具

伙伴的依赖性，因此幼儿期儿童更愿意选择他们熟悉

的玩具。婴幼儿玩具益智叮当球见图1（图片摘自百

度），婴幼儿玩具布书见图2（图片摘自百度）。

合理地调配色彩明度、色相和纯度之间的关系，

满足儿童的生理和心理需要，这也是设计色彩的重要

课题之一[5]。市场上大多数幼儿期用品的包装色彩纯

净、图形简单可爱，但也有部分产品包装色彩过于强

烈、图形设计过于复杂。如一些益智类的拼版玩具，

除了方、圆等基本形外，还有大量复杂的动物形，甚至

不规则形，拼版的颜色五花八门，这些产品看似很吸

引人，实际上并不适合幼儿期儿童。

2 学龄前期

相对于幼儿期，学龄前期的儿童活动范围扩大，

对事物的认识也进一步提高，对物品选择的自主性也

进一步加强，使用的物品种类也更加丰富。这一时期

儿童的消费心理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1）有较

强的从众心理，活动范围的扩大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到

更多的人和事，特别是儿童之间，别人的东西一定是

好的，别人有的他也一定要有。他们渴望和别人保持

一致，来证明自己是群体中的一员，这是此阶段儿童

社会性的一种体现。（2）好奇心强，和幼儿期不同的

是，学龄前期的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胆子也越来越

大，对客观事物有强烈的探知欲，喜欢刨根问底，愿意

接受新鲜事物，对没见过、没玩过的东西特别感兴

趣。（3）兴趣点多，兴趣转移速度快，由于儿童的生理、

心理状态还未成熟，他们的购买行为主要受情感动机

的影响，表现出冲动性、非理性和不稳定性[6]，他们对

商品的需求，往往是即兴的，没有计划，看到了就想

要，有时买的时候有兴趣，回到家就放在一边。

图1 婴幼儿玩具益智叮当球

Fig.1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toy puzzle jingle ball

图2 婴幼儿玩具布书

Fig.2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toys cloth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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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学龄前期家长的调查中，90%的家长表示，孩

子的玩具非常多，要求再买新玩具的频率极高，但实际

上孩子真正喜爱并且经常玩的玩具就只有三五个。儿

童对玩具的选择几乎没有什么目的性，除了一些系列

性产品外，只要是没见过的都是他们选择的对象。幼

儿期用品的包装设计应根据此阶段儿童的心理特点，

提高包装的信息传达功能，达到促销商品的目的。

在包装的诸多因素中色彩是儿童商品包装的第一

因素，设计师借助色彩与色彩的亲和与对比关系，能够

设计出充满迷惑力的作品[7]。儿童消费的非理性特点

决定了他们在选择商品时，只是以自己喜欢或不喜欢

作为唯一的标准，包装的其他因素对于此时期的儿童

来说形同虚设，他们不关心材料、质地、品质等因素，因

此，包装色彩在此时是影响儿童消费心理的重要因素。

人们通过视觉来传递形象与色彩，且色彩在视觉传

达中优于形象[8]。根据学龄前期儿童的特点，商品包装

的色彩宜采用较强烈的对比色，对比强烈的色彩便于儿

童在众多商品中发现产品，根据先入为主的行为习惯，

最先发现的就是最好的，儿童会产生强烈的拥有感，继

而诱发购买行为。这一时期的儿童喜欢求新，喜欢与众

不同，在色彩的使用上，除了对比强烈之外，还可以突破

一些传统用色上的禁忌，大胆使用新的色彩关系，创造

一种非我莫属的情感氛围引导其进行消费。如英国

Trunki儿童行李拉杆箱，获得了多项国际设计大奖，集

功能性和实用性于一体，箱体采用大面积的纯色，局部

配以大胆的对比色，瞬间吸引儿童的眼球，箱体的两个

手柄类似动物的触角，可供儿童骑行时作为扶手使用，

在造型、色彩、功能上都堪称完美，见图3。

在图形图案的选择上，学龄前期儿童能够接受一

些较为复杂的形象，但他们更愿意接受自己熟悉的形

象。现代儿童受电视、动画影响较多，电视上流行的

卡通形象最受他们的拥护，如迪斯尼卡通形象、哆啦A

梦、喜洋洋与灰太狼等。

3 少儿期

少儿期时间跨度比较大，包括从小学到初中的全

过程。少儿期儿童和外部世界的联系进一步紧密，使

用物品更加丰富，自主性更强，这一时期的儿童除食

品、玩具外，增加了服饰、文具两大类消费。相较食品

和玩具，服饰和文具的消费支出，随着年龄的增长比

例越来越大，此时期儿童自主意识更加明显，叛逆性

较强，他们愿意在各个方面表现出自己的与众不同，

在商品选择上趋向求新、求异。在这种前提下，包装

就成为学龄期儿童选择商品的最重要的因素。从信

息论的角度来讲，包装色彩的应用，一是迅速传递产

品信息，二是要防止市场上的信息干扰[9]。在超级市

场和仓储式商场琳琅满目的货架上，各种商品争奇斗

艳，有调查显示，儿童用于观察每种商品的时间在

0.25 s左右，这一瞥决定了商品是否能吸引儿童消费

者的注意。包装要用色彩来吸引顾客的注意力，但并

不是一味地加强色彩的对比就能成功，设计者必须根

据商品的用途和特点来使用色彩。

在包装图形的运用上，米老鼠、唐老鸭、喜羊羊、

灰太狼等形象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需要更

“酷”更“炫”的形象以彰显个人风格。男孩更喜欢战

斗王、火影忍者、造梦西游等形象，女孩喜欢美少女战

士、巴拉拉小魔仙等。电视播出的儿童竞技类动画片

跟他们的游戏世界更接近，厂家花费巨资打造动画

片，其真正目的是在于推广动画片的衍生品——动画

玩具产品，厂家根据少儿期儿童的特点，设计动画片

中的形象和情节，在此基础上打造相应的产品吸引儿

童，以达到销售的目的。

4 当前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在选择商品时有不同的喜好

和特点。作为儿童商品的包装设计人员，首先要做到

的就是适应和满足儿童的需求。当前儿童用品市场

种类繁多，包装设计水平也有了进步，但就包装色彩

和图形设计来说，还存在一些问题。

在包装色彩上，童年期包装设计首先就是要关注

色感的变化，不能单一地认为儿童喜欢色彩明快、对

图3 英国Trunki儿童行李拉杆箱

Fig.3 The British Trunki children′s luggage tro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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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度强烈的颜色，把所有的包装色彩都以色彩鲜艳作

为衡量准则[10]。有些不考虑色彩关系本身，主观武断

地把商品包装设计得很花哨、炫目，以为只要颜色多，

对比强就能吸引儿童的关注，其实不然。美感和习惯

的需要在儿童对色彩的选择上还是起到了相当重要

的作用。

从市场层面上，生产厂家应有一种危机意识，儿

童用品市场的广阔前景且不说，单从企业的发展和品

牌培养来说，儿童用品生产厂家在做好产品质量的同

时，应该把包装的色彩和形象设计提高到战略的高

度，找准产品定位，认真研究各年龄段儿童的心理和

行为习惯，从企业的整体发展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来进

行产品的包装设计，避免短视行为。

国家从政策和导向上也应给企业以辅助，可以设

立专项的儿童用品包装和形象设计评比或比赛，或对

现有儿童用品的包装和形象设计进行分类和评级，对

原创的、环保的、积极向上的、健康乐观的产品形象和

包装给予奖励并通过媒体大力宣传，形成氛围和舆论

导向，形成长效机制，迫使企业重视产品包装设计，认

真研究包装设计，使产品质量和包装形成一个有机的

整体，共同发展。

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强执法力度，对于涉及侵犯知

识产权，随意使用他人现有形象的商品，要严加查

处。对于使用一些不健康形象，哗众取宠的商品要坚

决取缔，这样才能保护儿童，使儿童健康成长，使儿童

用品包装健康发展。

5 结语

儿童产品包装设计还应当有前瞻性和引导性。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有关其成长的方方面面，都应当

引起足够的重视，包装在满足和适应儿童需求的基础

上，不应一味地迎合，而是要适度地引导。如果包装

形象多为简单摹仿、借用国外卡通形象，这会使儿童

在认知上形成国外产品优于本国产品的印象。在儿

童用品生产开发上大力发展民族企业，大规模推广自

己的原创形象，在儿童生活、学习的各个方面培养其

民族意识与认同感，这样对企业、儿童都会有莫大的

好处。希望设计师和生产商一起树立民族意识和品

牌观念，根据儿童商品的包装特点，把商品的设计、生

产、包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更多深受中国儿

童喜爱、适合中国儿童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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