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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基于儿童敏感期理论的玩具设计。方法方法 引入儿童敏感期概念，依据儿童敏感期规

律，对乳儿期、婴儿期和幼儿期所经历的不同的敏感期规律与特征进行深入分析，依据敏感期规律对

儿童玩具进行设计审核与调整，进行功能与造型的创新，并根据螺旋状敏感期发展规律开发成长性儿

童玩具。结论结论 通过把握各个阶段儿童敏感期的特点，总结出符合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的玩具创新设计

思路，为促进智商和情商共同发展的玩具设计提出一种新的策略与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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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udy of toy design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hildren′s sensitive period. It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children′s sensitive period，with deeply analysis，according to children′s character during sensitive period of different ex⁃
periences of suckling period，infancy and childhood. It illustrates how to review and adjust current toy design，and innovate
on function and design for children according to the sensitive period. Through the various stages of childre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nsitive period，it sums up the toy design ide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of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develop⁃
ment，puts forward a new strategy and research direction for the toy design practice and promote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IQ and 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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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玩具制造国、出口国，但是中

国的玩具行业仍然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状态，缺

乏产品设计和研发优势[1]。建立自主玩具品牌、加强

产品研发能力、挖掘玩具设计题材，玩具产业的创新

升级显得十分急切。孙瑞雪女士率先将国际育儿教

育的先进理念“蒙氏教育”引入了中国，并提出了成长

敏感期的概念。如果没有经历或者错过成长敏感期，

将出现成长滞后，甚至自闭的心理问题，由此可见，帮

助孩子顺利地体验和度过每一个敏感期对于儿童的

成长尤为重要。儿童玩具是现代儿童成长过程中不

可或缺的产品，对儿童身心的健康成长发挥着重要作

用，因此研究符合儿童敏感期规律、帮助儿童更好地

度过儿童敏感期的玩具设计便成为了我国玩具创新

设计的突破口。

1 儿童敏感期规律阐释

所谓的儿童敏感期，是指在0~6岁的成长过程中，

儿童受内在生命力的驱使，在某个时间段内，专心吸

收环境中某个事物的特质，并不断重复实践的过程[2]。

顺利通过一个敏感期后，儿童的心智水平便从一个层

面上升到另一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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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中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界定，儿童可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从出生到1

岁为乳儿期，2~3岁为婴儿期，4~6岁为幼儿期，6~12

岁为童年期[3]。而儿童敏感期主要是乳儿期、婴儿期

和幼儿期的成长规律。儿童玩具则是供儿童玩耍时

使用的产品，儿童不仅能从玩具中得到乐趣，同时也

能开发他们的心智，锻炼儿童的行为能力。利用玩具

来帮助儿童度过敏感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目前大部分玩具设计忽略了儿童的感官和情感

需求[4]，也较少考虑产品的个性化需求。研究儿童成

长敏感期的特点，能够更好地把握儿童的心理成长特

征，儿童心理成长规律与智力以及行为成长规律相结

合，能够更好地设计出符合儿童成长规律、促进儿童

智商与情商共同发展的玩具产品。

2 现有儿童玩具的设计审核与调整

2.1 功能的删减与重新设计

乳儿期儿童将经历视觉敏感期、口的敏感期和手

的敏感期，因此针对该年龄段的儿童玩具应提供口、

舌、牙的多种尝试和手指的感知与抓握训练，并辅以

黑白与明暗对比强烈的视觉刺激。多余的功能与不

符合该年龄特征的设计将会对乳儿期儿童产生安全

隐患，并增加产品成本。如电子声光、音乐故事的功

能对于乳儿期儿童就是有害而无益的，乳儿在进行口

手感知时，会有漏电隐患，同时也会因此增加产品重

量，产生砸伤危害。

乳儿期儿童玩具的设计，需注意产品材料的无毒

安全性，避免掉毛、掉色、掉部件的情况发生。乳儿期

儿童玩具需提供尽量丰富逼真的材质肌理感受、多重

变化的形状特征、对比强烈的明暗色调，以促进乳儿

期儿童视觉、口、手的尝试与感知，可增加一些特殊材

质，吸引儿童去翻、掀、开、折、添、咬等尝试，如欧瑞安

娜·拉勒曼德的《世界上最神奇的香味书》，见图1[5]。

2.2 色彩、造型、材质与结构的改良

婴儿期儿童随着成长将逐渐经历走的敏感期、空

间敏感期、细小事物敏感期、秩序敏感期、模仿敏感

期、自我意识敏感期等11个敏感期。

玩具的色彩、造型、材质和结构应贴近儿童的生

活，反映儿童的需要[6]，避免细小的孔洞和缝隙，以防止

对细小事物敏感的婴儿期儿童不慎卡住手指的情况发

生。由多个玩具组合而成的组合型玩具（如过家家厨

房玩具套装）应设计出每个单体玩具的固定使用和收

纳位置，帮助婴儿期儿童营造一个精确而具有秩序的

环境，以促进婴儿期儿童的秩序敏感期的顺利度过。

婴儿期儿童以自我为中心，并希望以否定和反抗

来感受“你、我、他”的区别，因此，对于婴儿期儿童，合

作型的玩具几乎派不上用场，而应以独自玩耍，或以

一人为主一人为辅的玩具形式进行设计。

3 儿童玩具功能与造型的创新

儿童敏感期规律不仅可作为现有玩具设计审核

与调整的导则，同时更可为如今缺乏自主创新的我国

玩具产业带来新的设计方向。

3.1 根据儿童敏感期需求进行设计

幼儿期儿童将逐一经历交换敏感期、婚姻敏感

期、审美敏感期等14个敏感期。这些敏感期均可成为

该时期儿童玩具设计的首选开发方向。

处于出生敏感期的幼儿期儿童，开始想知道自己

从何处来？这是儿童安全感最早的来源。而由于我

国传统家长们往往羞于告诉儿童真实的答案，导致很

大部分儿童被告知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石头缝里蹦

出来的等等，以至于影响安全感的建立。对此，儿童

心理学家早有定论，弗洛姆认为，人感到孤独、无助、

缺乏安全感，首先是来自于人同自然界的基本联系的

丧失。如今儿童绘本与书籍中早已能够坦然地揭开

生命产生的面纱，幼儿期儿童玩具也可开发出相关的

玩具，如公仔妈妈的肚子会变大，肚子里可以取出一

个公仔宝宝，这样既可以帮助儿童更好地度过此敏感

期，建立最初的安全感，同时也能够让儿童体会到怀

胎十月的不易，加深亲子感情。

处于交换敏感期的幼儿期儿童，他们开始明白“别

人的东西不可以拿；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东西给不给

别人；拿别人的东西要征得别人的同意”等儿童交往的

主要原则。幼儿期儿童玩具均可增加名字贴或个性的

图1 《世界上最神奇的香味书》

Fig.1 "The World's Most Amazing Flavor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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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符号的制作位置，以示明玩具主人，因此在共同

玩耍时，更加能够体会自主权与玩具交换的感受。

处于动植物实验敏感期的幼儿期儿童对自然界

的认识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程度，而对于生命界的敏感

度也大大高于物质界。对于这个阶段的儿童来说，能

够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然、了解生命的科学玩具会

对他们的成长大有益处。如可帮助儿童简单而便捷

地制作动、植物标本的科学玩具，可用来观察动植物、

可拍照并进行资料对比以增加对动植物的认知的科

学玩具，便于儿童照顾和喂养小动物的科学玩具等都

是不错的幼儿期儿童玩具功能的拓展方向，在此方

面，动植物养殖游戏机[7]和水力科学玩具都是不错的

尝试，见图2-3。此外，中国传统玩具的改良设计也有

助于儿童更好地了解就地取材的智慧，丰富儿童的视

觉、听觉、触觉、味觉体验[8]，如糖糖绘，见图4。

3.2 根据儿童敏感期特点进行设计

儿童敏感期背后暗藏着儿童心理成长与心理构

建的需要。如何理解儿童的行为，把儿童的要求当作

关乎成长、关乎品质形成的机会，尽可能用心去体察

儿童，设计师就能寻求到正确的儿童玩具设计方向。

乳儿期儿童在走的敏感期中是一个自由而活跃

的个体，度过了这个敏感期，他对空间的把握能力便

从此跨出了一大步。这个时期，儿童的玩具设计便

可依据儿童喜好爬高上低、凹凸不平的特征，而与传

统的安全设计进行反向设计，如冯鸣设计的互动游

戏垫[9]，见图5。

儿童处于空间敏感期时，喜爱爬、抓、移动、钻进

物体等行为，不断进行垒高、推倒、从高处往下跳等动

作[10]，儿童在不停地用多种方式来感知三维空间。儿

童玩具设计也应该依据该敏感期规律进行反向设计，

如提供给处于空间敏感期的幼儿塞小球和塞手指的

空间感受功能，在儿童屋、儿童书架的设计中，也要特

别考虑儿童钻、跳、爬的空间敏感期需求。

4 按螺旋状敏感期发展规律开发成长性儿童

玩具

儿童敏感期若顺利度过便不再会出现，如占有敏

感期，剪、贴、涂敏感期，模仿敏感期等；有些儿童敏感

期是错过了便错过了，如视觉敏感期、细小事物敏感

期、出生敏感期、数学敏感期等；有些儿童敏感期如错

过了，还会再次出现，如口的敏感期、走的敏感期等；

而有些敏感期是呈螺旋状上升发展的，如秩序敏感期

和绘画敏感期。

儿童从出生几个月一直到6岁左右，其秩序敏感

期是呈螺旋状上升发展的，儿童需要一个具有秩序的

环境与习惯，最初是儿童在构建自己的内在秩序，然

后是用内在秩序来检测环境和修正环境。这就要求

设计师在进行玩具设计时要特别注意秩序敏感期的

图2 动植物养殖游戏机

Fig.2 Animal and plant breeding game

图3 水力科学玩具

Fig.3 Hydraulic science toys

图4 糖糖绘

Fig.4 Sugar sugar painted

图5 互动游戏垫

Fig.5 Interactive game 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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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状发展规律。

在最初的内在秩序构建阶段，玩具的设计要帮助

儿童进行内在秩序的构建，如小火车只能在轨道里行

驶，每节车厢的顺序也依据数字从小到大进行固定排

列，小火车上的乘客也是按秩序地乘坐，小火车行驶

到幼儿园和每个乘客的家的路线也是唯一的；在秩序

维护的第二个阶段，可以从轨道里取出小火车，打散

车厢和乘客，训练儿童的秩序维护能力；在秩序敏感

期的最后一个阶段，儿童几乎因为秩序而达到了执拗

的状态，儿童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在玩具规则设定区

域规定游戏规则，以督促其他人也必须遵照此规则来

进行玩耍。

儿童的绘画敏感期也是呈螺旋状发展的，对于儿

童的绘画类玩具也可因此进行成长性设计。在第1个

阶段中，儿童痴迷于画线状团，这时可以提供足够大

的绘板空间任由孩子用手指或笔进行绘画；在第2个

阶段中，儿童发现自己能力有限，希望通过观察来绘

画，绘画板可以提供自动绘画的功能，为儿童演示绘

画的过程；在第3个阶段，儿童重新开始自己动手绘

画，此时绘画板可提供多种笔、颜色、背景和边框的选

择，并可存储并复制出儿童的绘画，以便用于儿童绘

画的保存与展示，进一步激发其绘画的热情。如

Draw it儿童绘画板，见图6。

5 结语

儿童敏感期是儿童生理、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

满足儿童敏感期的需求后儿童将会表现出天才的创

作智慧，无与伦比的热情、兴趣和意志力，迅速发展的

认知能力和技能，得到满足后人格状态的宁静、和谐

和顺从，并构建出巨大的潜力。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早期教育理念也在迅速发展，作为儿童玩耍和教

育的重要物品——玩具的设计，需把握各个敏感期的

特点，设计更加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以及促进智商

和情商协调发展的玩具设计，从而使儿童受益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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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Draw it 儿童绘画板

Fig.6 Draw it child painting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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