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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视角下的儿童家具安全感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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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仿生视角下儿童家具设计中安全感的构建问题。方法方法 主要采用比较分析法以及列

举法，分析了构建主观安全感的主要设计元素及仿生设计在情感表达方面的优势。在此基础上对儿

童家具的色彩、肌理、造型等与情感表达密切相关的元素进行仿生设计分析。结论结论 仿生设计对于提

升安全感有重要意义，也是构建儿童家具安全感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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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Children Furniture Security in the View of Bionics

WANG Xi-bin
（Zhaoqing University，Zhaoqing 52606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security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 furniture design in the view of bionics.

Methods Mainly adopting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enumeration method, it analyzed the main design elements to

construct subjective security sense，and then analyzed the bionic design′s advantage of emotional expression.Based on this，

it made a bionic design analysis about children furniture′s color，texture，shape and other factors which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emotional expression. Conclusion Bionic design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security sense，is also an

effective method to construct security sense of children furn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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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以来，中国的家具产业经历了跨越式的发

展，但是儿童家具的设计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当

前市场上的儿童家具中有相当部分是成人家具的缩

小版，单纯缩小产品的尺寸并不能设计出优秀的儿童

家具，因为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差异性不仅仅体现在身

体的尺度上，更多的是体现在心理的层面，特别是对

危险因素的判断能力以及承受能力，因此，在设计儿

童家具时，安全性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1]。

1 客观安全与主观安全感之辩

中国首个儿童家具的强制性安全标准《儿童家具

通用技术条件》于2012年8月正式生效，该规定从结

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阻燃性能等方面构筑起了一

道安全的屏障，对提升儿童家具的安全性有着积极的

促进作用。该规定实质上是以家具的物理以及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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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来衡量安全性的，主要着眼于客观安全，基本不

考虑儿童的主观心理感受。

儿童作为一个尚未发育成熟的群体有自己的身

心特征[2]。除了客观安全的保障以外，还需要为儿童

的主观精神世界提供周全的呵护，因为他们的主观意

识是非常脆弱的，面对大量的陌生事物，他们普遍缺

乏归属感和安全感。在设计上可以通过家具的色彩、

肌理、外观形态以及造型语言等造型要素，在家具的

观赏及使用过程中激发人的联想，产生共鸣，从而给

儿童传递出一种心理上的主观安全，可信任可依赖的

感觉。这些心理效应层面的主观安全可以称之为儿

童家具的主观安全感。客观安全是建立于数据分析

的基础之上的，而主观安全感则是以人的感官体验为

前提的；因此相对于家具的客观安全性能而言，家具

的主观安全感更为直观，可以让儿童直接感受得到，

有利于建立自身的安全感，这对儿童身心的健康成长

尤为重要。

2 仿生设计对于构建安全感的作用意义

2.1 仿生设计要素的取舍

仿生设计学是仿生学的一个研究分支，是仿生学

与设计学相互交叉、渗透而结合成的一门边缘学科。

仿生设计学以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形”、“色”、“功能”、

“结构”等为主要研究对象[3]。

仿生设计学所涉及的很多方面都可为儿童家具

的安全性设计提供帮助，其中功能、结构方面侧重于

理化数据的研究，相应的给客观安全设计提供参考，

而色彩、肌理、造型等方面更多侧重于主观感受的研

究，可以给主观安全感设计以更多的启发，因此，在研

究仿生与儿童家具的安全感构建问题时，主要研究的

就是这些直接影响感官，能引起人的心理体验的因

素。可供仿生设计参考的自然色彩、肌理和造型信息

来源非常丰富，很多信息来源是为人们喜闻乐见的，

能带给人们愉悦的身心感受，适合用于安全感的构

建，但也有不少自然界的信息来源是会引起人们不安

情绪的，会妨碍安全感的构建，因此应根据儿童的身

心发展特点选择恰当的仿生信息来源，运用适当的设

计方法对其进行优化组合，才能设计出富有安全感的

儿童家具。

2.2 仿生设计的情感表达优势

安全感是建立在人对周边环境等客观事物所传

递出来的信息进行综合感知和判断的基础之上的，是

人的一种主观情感反映，因此安全感的设计应属于情

感化设计的范畴。情感设计是更人性化的设计，讲究

的是以情动人，它使人对产品的外观、肌理或触觉产

生美的体验或使产品具有人情味，它真正从使用者的

感受出发，细心观察与呵护使用者的情感，并以良好

的沟通作为基础[4]。

决定产品情感表达是否成功的重要条件在于产品

的设计是否能触动消费者的内心世界，取得情感上的

共鸣。人类来源于自然，对自然界的客观事物有着天

生的认同感，而且不受地域文化以及种族宗教的影响，

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特征，因此，世界各地的启蒙教

育都会以自然事物作为最初的、最重要的切入点，如日

语星辰、花鸟虫鱼等，这些元素也就成为了儿童认知世

界的第一批“朋友”。在儿童的心目中，自然界的一切

事物都是美好而亲密的伙伴，以此为基础的仿生设计

在情感的认同上占据了先入为主的位置，因此相对于

其他设计手法而言，仿生设计手法可以设计出具有亲

和力的产品，缩短家具与儿童之间的情感距离。

3 仿生条件下安全感的构建途径

3.1 色彩仿生与儿童家具的安全感

1）色彩仿生的感官特征。色彩是最为复杂的感

知元素，色彩产生的情感语义来源于色光对眼睛的视

觉刺激以及生理反应，并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基于生

活经验的联想以及基于文化因素的象征意义。红色

是血与火的颜色，能与危险、火灾相联系，红色还是热

烈、热情的象征，常常被用于与此相关的设计中，色彩

的这种情感、形象在信息社会中很重要[5]。这是色彩

给人带来的心理体验，也正是色彩仿生发挥功效的直

接证明。在自然界中存在的千姿百态的色彩组合中，

探索和发现它们独特的色彩规则，将它们表现出的和

谐与统一、对比与调和关系运用于色彩设计中即色彩

仿生设计[6]。

2）儿童对色彩语言认知的特殊性。对于儿童而

言，由于生活经验的局限性，他们面对同一种配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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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心理效应与成年人不一样。在成人的色彩观

中代表着成熟、稳重、富有安全感的浊黑色并不能给

儿童带来同样的心理体验。面对浊黑色，儿童更多的

可能是联想到黑暗的夜晚，那是一个儿童的自主能力

最弱，最需要保护的场景，容易带给他们恐惧感，因此

一般儿童都比较抗拒深色的食物和黑色的衣服。相

反，在很多儿童的心目中，自然界是美好而安全的，因

此自然的缤纷色彩也就是有安全感的，甚至包括一些

源于警告色的仿生配色。由此可见，儿童世界的色彩

安全标准与成人是不一致的。

3）儿童家具色彩安全感的表述。设计师不能将

成人世界的色彩观直接套用到儿童家具的设计中去，

而应该根据儿童的认知特点，有针对性的运用色彩语

言，才能设计出富有安全感的家具配色。

在设计实践中，应尽量避免使用黑色、铁灰等冷

漠的浊黑色，多采用儿童所熟知的，易于理解和接受

的自然色彩，如Kathryn Semolic设计的Children's high

chair，见图1。如果儿童家具采用的是自然材质，那就

尽可能保持自然材质的原色，例如是木材就应该上清

漆以保存原木色。如果采用的是人造材质，配色应尽

可能地仿照自然物的色彩，如果是塑料材质，可充分

利用其着色能力强的特点，模拟香蕉、苹果、芒果等儿

童喜爱的自然色彩；如果是布艺材质，则可利用印染、

拼缝等丰富的后期处理工艺，模拟西瓜、蝴蝶、花朵等

更为复杂的自然配色，从而为儿童打造一个童话般的

充满安全感的仿生家具色彩。

3.2 肌理仿生与儿童家具的安全感

1）肌理仿生的感官特征。在自然界里，肌理指的

是物体表面的质感和纹理感。人、动物、植物和各种

各样的物体都有不同形式的肌理，肌理的自然形成反

映了世间万物在自然界中的存在方式[7]。通过仿造自

然事物表面的组织结构、形态、纹理以及触感等要素，

传递自然事物的表面肌理信息的过程，可称之为肌理

仿生。肌理仿生与人的交互除了视觉以外信息，还涉

及到触觉信息，是一种多渠道的沟通传递形式。由于

前文已经从色彩方面论述了仿生对安全感的影响，在

此侧重论述肌理仿生在触觉方面对儿童家具安全感

的影响。

2）儿童家具肌理安全感的表述。在家具的制作

材料中，与仿生技术关系较为密切的主要有人造皮

革、皮草、塑料、布艺等类型，它们通过模拟不同的肌

理特征，传达各种具有亲和力的视觉或者触觉信息，

从而构建起使用者的安全感。人造皮革是家具的主

要蒙面材料之一，也是最为常见的仿生材料。以仿羔

羊皮为例，它所传达出来的是一种柔软温润的质感，

与人体肌肤的亲和力很强，坐卧在这种材料制作的家

具上面就如同置身于妈妈的怀抱之中，给儿童传递出

如母亲般的呵护感和安全感。另外一种常用作家具

蒙面的材料就是仿生皮草，具有动物毛发的肌理。Ji

Lujin设计的童趣沙发见图2，用细绒布制作的儿童沙

发给人以毛茸茸的温暖感，配合适当的仿生造型设计

就可以达到更加微妙微俏的效果，给儿童传达出一用

熟识而有趣的安全感。

可见肌理仿生所带来的安全感主要是依靠视觉

以及触觉的方式建立的，一般首先是通过视觉信息给

人传递熟识的材质形象，拉近物与人之间的情感距

离，然后通过舒适而亲密无间的触觉体验，传达仿生

材料对人体无微不至的保护和包容，构建出身心舒展

的安全感。

3.3 造型仿生与儿童家具的安全感

任何事物都有其外在的表现形式，也就是形态，

它包含了事物的外部物质形状和使人们产生心理感

受的情感形式两方面[8]。生物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

所表现出的生存的状态和过程称为生物形态，同时，

自然环境、时间、功能和结构都会对生物形态造成影

响[9]。在对生物形态进行研究的基础之上，模仿生物

的形态，传达它们的造型、状态特征的过程可称之为

造型仿生。造型仿生可以分为造型语言以及外观形

象两个层面，两者是局部与整体、途径与结果的关系。

1）造型语言与安全感。由点线面等造型元素所表

图1 儿童高椅

Fig.1 Children′s high chair

图2 童趣沙发

Fig.2 Childhood pleasure s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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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出来的造型语言就如人的口头语言一样，可以表达

出各种丰富的情感。有的造型语言机械冷峻，缺乏人

情味；有的造型语言坚硬锋利，富于攻击性，这都不适

合于表述安全感。一般而言富有张力、灵动、柔性的有

机线条以及动植物的外轮廓为代表的造型语言比较适

合于塑造充满安全感的产品造型。将这些造型语言归

纳提炼以后，会发现它们共通特征就是趋于“圆”形。

仿生设计界的大师卢吉·科拉尼表示：“地球是圆的，所

有的星际物体都是圆的，而且在圆形或椭圆形的轨道

上运动，甚至连我们自身也是从圆形的物种细胞中繁

衍出来的，我将追随伽利略的信条：我的世界也是圆

的。”可见，圆形在人们的认知世界中具有很强的甚至

是与生俱来的亲和力。当然这里所说的“圆”与数学语

义上的圆形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仿生意义上的圆更多

的容纳了生物的形体线条，在外观形式上变得更加自

然灵动，甚至可以演化为一系列充满柔性美的线条，如

波浪线、不规则弧线等。Gaetano Pesce设计的充气悠

闲椅见图3，David Burry设计的花型椅见图4，De Pas设

计的PVC悠闲椅见图5。从这3个案例可以看出，仿生

曲线有着很高的造型自由度，能很好地表达设计师的

设计情感，由此构建的仿生造型更容易获得人们的认

同，也更易于塑造富于安全感的儿童家具。

2）外观形像仿生与安全感。在产品设计的研究

领域，一般常用的表述是产品的“造型”，而“形象”更

多的是用于人物形象或者卡通形象等角色描述，其背

后蕴含着的是丰富人物情感和故事情节。造型仿生

与形象仿生也是有所区别的，前者主要是指在产品的

造型语言以及外观轮廓等方面对自然事物进行借用

和模仿；而后者除了具备以上这些特征以外，更重要

的是形象角色的代入。如果说造型语言所传达出来

的安全感对于儿童来说过于抽象，那么外观形象所传

达出来的信息就直观得多，因为它通过角色代入的手

法直接把产品与儿童最亲密的形象角色联系在一

起。在孩子的心目中，卡通形象就是他们最真诚的伙

伴，能生活在卡通故事一样的空间中，是孩子们的梦

想[10]。形象角色的代入使产品有了个性、喜好、情感、

故事等通常只有人类才具有的特征，因此可将此理解

为产品设计方法中的“拟人法”。将此设计方法运用

于设计中，可让家具产品通晓人性，善解人意，由此与

儿童建立起情感的互动关系；甚至可以加入智能化电

子设备，进一步加强家具与儿童的交互性，使家具成

为儿童的亲密伙伴，因此，巧妙地将儿童所喜爱的外

观形象融合到家具产品之中，可有效地塑造亲和力，

提升儿童家具的安全感，这对改善独生子女的生存现

状，排除他们的孤独感，增加归属感和安全感等方面

都有很好的作用和意义。

4 结语

儿童是一个对安全要求很高的群体，儿童家具的

安全指标不应仅仅停留在生理需求的层面，而应提升

到心理需求的层面。家具作为室内外环境最主要的

组成部分，对儿童的身心发育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

充满安全感的儿童家具对于塑造舒适愉悦、安全感强

的儿童成长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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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充气悠闲椅

Fig.3 Inflatable leisure

chair

图4 花型椅

Fig.4 Flower

type chair

图5 PVC悠闲椅

Fig.5 PVC

leisure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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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定位方法完全遵从于我国CCS色彩色相环结构、

色彩搭配原则等学术理论基础，因此而建立了更为科

学、理性、便捷、有效地信息化设计通道即色彩设计全

局与局部概念模型，为进一步将概念模型应用于现实

中具体分类色彩设计实践的青少年服装、产品、包装、

环境色彩设计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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