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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引入用户体验设计的方法即人物角色法，对上海中产家庭儿童家具进行设计调研和设计

开发。方法方法 以人种志方法采集真实用户的家庭数据，分析出多用户的需求、目标、行为、观点等。结结

论论 综合考虑了家庭结构、环境因素、教育观念等诸多因素对儿童家具设计的影响，以人物角色法构建

出了4种多用户的儿童家具用户细分模型，并提供了相应的儿童家具设计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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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ethods of user experience design that is persona are introduced to design investigate and develop for

kids furniture in Shanghai middle-class family.The needs，purpose，behavior and viewpoints of multi-users a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of family data of real user through Ethnography. With many factors such as family structure，environ⁃

mental factor and educational notion taken into account，it constructs four multi-users kids furniture user segmentation mod⁃

el in terms of persona and accordingly gives suggestions on kids furnitur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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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设计研讨

据报告，中国16岁以下儿童有3亿多，占全国人

口的1/4[1]。而中国约有40%家庭的孩子已经有了自己

的单间居室和家具，儿童家具市场巨大，特别是以上

海为代表的大中城市，用户以中等阶层家庭为主。目

前，中国的儿童家具设计尚处于以不同装饰风格为分

类的初级水平，无法科学地呈现真实的复杂市场，这

里希望通过引入人类学和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方法来

进行解析。研究以人种志方法采集数据，运用聚类等

分析方法，最终以人物角色来构建中国儿童家具的市

场细分和产品设计导则。

1 方法与流程

1999年，Alan Cooper正式提出了“人物角色”这一

方法[2]。目前，此方法主要在中国的互联网产品开发领

域进行应用[3]。这里将此方法引入家具设计中，研究分

为3个步骤，即案头研究、人种志调研和设计分析。

1.1 案头研究

目前，中国儿童家具设计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包 装 工 程

PACKAGING ENGINEERING

第 36 卷 第16期

2015 年8月 117



包 装 工 程 2015年8月

不同儿童年龄段生理尺寸、正确的操作方式与身体发

育成长、儿童安全性、儿童色彩认知能力与家具装饰、

环保以及趣味性粗放式分类[4]。然而，诸多研究都表

明，研究儿童的整体家居环境与家庭教育理念都对儿

童的身心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精神病学家孟尼格尔

认为：心理健康是指人们对于环境及相互之间具有最

高效率以及快乐的适应情况。黄柏青、洪峻峰、许晴红

的研究认为，在环境因素中，家庭是（儿童）个性发展和

形成的主要场所。由于（儿童）个性的形成、社会行为

的获得，其最关键的几年是在家庭中度过的[5]。综上所

述，中国儿童家具设计研究需要提升到针对不同的生

活方式、不同教育观念等社会学意义上的产品细分。

1.2 人种志调研

这里选取8个有独立儿童房的上海家庭，选址横

跨了上海6个不同的区县，根据不同年龄、职业、家庭

结构等各种因素全覆盖多样化地招募用户。研究要

求被试家庭的住宅面积在100 m2以上，独立儿童房面

积在9 m2以上。根据中国科学研究院划定的中国中

产阶层，要求三口之家的家庭年收入在15~30万之间。

本研究在长达一年时间的人种志调研中，跟踪观

察和实地采访这些家庭的生活。邀请被试拍摄其家

庭生活，要求照片内容覆盖家里所有与儿童相关的活

动和事物，并写下对活动的描述。同时，研究人员定

期上门实地采访，实地拍摄照片，要求用户和其子女

解释其记录的活动的操作流程、态度和观点，从中了

解其生活方式以及教育观念[6]。

1.3 设计分析

针对大量的人种志调研数据，通过聚类分析，听取

家具设计师、家具营销人员的建议。本研究发现，家庭

环境、家庭人员、成员社会关系、生活理念、教育观、购

买和使用等因素直接与用户数据相关。结合案头研究

的资料，将诸多因素根据主客观分化，并提取其中影响

较广泛的因素，最后聚类为以下4个主要因素。

1）环境因素。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儿童都使用

家庭各处空间，客厅是目前儿童使用最多的公共空

间，餐厅是儿童最想使用的公共空间，儿童家具应提

高到全家居设计层面。家庭住宅面积的大小、儿童房

的选址会直接影响儿童家具的设计。

2）家庭结构。家庭的人口数量和构成关系，决定

了谁照管儿童和怎样照管儿童。三口之家的核心家

庭仍然是上海中产家庭儿童家具用户群的主体，同时

需要考虑祖父母和保姆。

3）教育和观念。传统的望子成龙和严父慈母的

教育方式仍然比较常见。西方民主教育和追求自然

本真的方式正在逐步增多。

4）使用与购买。总体来说，儿童参与购买决策的

比例比较低，但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增高和受西方

民主观念的影响，孩子的参与度正在明显增长。

2 人物角色模型

首先通过案头研究、实地调研采集真实的用户行

为和观点，对调研数据进行聚类处理，根据用户行为、

观点、动机以及人口统计学等因素，对所有的数据进行

标注和归类。然后依据分析得出的4个重要因素，即家

庭结构、教育观念、住宅环境以及使用与购买，按照不

同因素的匹配度，最终聚类出4类家庭角色定位。通过

对用户的回访，邀请他们评估，完成4类家庭角色的修

正。最后据此建立细致的人物角色模型。创建人物角

色需要对人物角色进行故事写作，包括每个家庭成员

的设定，住宅情况的介绍，家庭生活形态和价值观、教

育观的勾勒，并通过具体的情景描述来生动地呈现用

户家庭中儿童家具的使用过程及用户态度。

研究得到的4类家庭人物角色模型为：（1）精英、

等级型家庭（见图1）；（2）托管、自我实现型家庭（见图

2）；（3）民主、理性型家庭（见图3）；（4）随性、自由型家

庭（见图4）。

3 设计导则

针对家庭人物角色模型，儿童家具设计的导则将

图1 精英、等级型家庭

Fig.1 Elite and hierarchical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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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托管、自我实现型家庭

Fig.2 Trusteeship and self-achievement family

综合考虑环境因素、家庭结构、教育和观念、使用与购

买等多个方面内容，分别从以下几个方向建议：儿童

家具的购买决策者、整体家居特点、儿童家具设计要

点并提供设计示意图片。

3.1 精英、等级型家庭

儿童家具的购买完全由父母主导。父母具有精英

思想，追求品牌和品质，整体家居风格偏好西式古典。

对儿童家具的选择也以古典配合成人家具，强调单件

家具的功能独一性，注重展示效果，有较多的储藏空间

分门别类地收纳各种物品，讲求用料的名贵、精工。古

典风格的儿童家具见图5（图片摘自美丽家网）。

3.2 托管、自我实现型家庭

在这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儿童家具的购买取

决于父母，可能受祖父母的影响，整体家居理性实用，

注重功能，追求性价比。由于人口多，而上海住房户

型比较小，与其配套的家具也应在尽量保证体积不变

的情况下通过合理的设计将功能附加，可以有效节省

空间[7]，因此多功能的家具会较多出现在这类家庭

中。会选择实用、耐用、可调节、可多年使用的家具，

以北欧风格为主，风格中庸、质朴，材质常为板式，也

可以是实惠的清水面漆的松木。北欧风格的儿童家

具见图6（图片摘自家天下网）。

3.3 民主、理性型家庭

这类家庭的儿童家具购买是由父母和孩子协商

决定的，既注重与整体家居的统一，也尊重儿童的个

人喜好，家庭整体风格多元。在儿童家具上，通常既

有孩子喜欢的童趣元素，如帐篷、滑梯等，也有益智、

培养孩子独立能力的设计。分类家具见图7（图片摘

自Training Dresser)。以模块化来设计非常合适他们，

可以随着孩子的年龄进行更换或增减。一些能引发

孩子探究思考的科技元素、机械组合的结构、有益身

心健康成长的设计，也会吸引家长和孩子。此类设计

图3 民主、理性型家庭

Fig.3 Democratic and rational family

图4 随性、自由型家庭

Fig.4 Emotional and unrestrained family

图5 古典风格的儿童家具

Fig.5 Classical kids furniture

图6 北欧风格的儿童家具

Fig.6 scandinavian Style

kids furn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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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结合一些智能玩具设计的元素，比如使设计带有

意图，能够帮助孩子实现目标，激发他们的兴趣，从而

渴望拥有[8]。

3.4 随性、自由型家庭

这类家庭比较随性自由，很少会一次性买齐一套

家具，儿童的家具很可能是看到喜欢的就买了来。整

个家居风格会出现混搭，功能模糊，儿童家具也同样

如此。父母会更愿意让孩子做主。因为孩子的审美

属于一种“自我”的，既非现实又不是非现实的审美世

界的直觉性感受[9]，所以他们会喜欢那些充满童趣、色

彩鲜艳、具象的或有时下流行的影视元素的家具。其

中，卡通形象因其自身特有的幽默和趣味，深受孩子

所喜爱[10]。父母对儿童家具的基础要求是牢固耐用，

安全健康，其他就随孩子喜欢就好。软体家具见图8

（图片摘自爱嘀咕网）。

4 结语

传统的儿童家具设计只是跟随技术和材料的变

革，设计最多只是关心到儿童生理尺度和安全性，其

结果导致产品同质化和恶劣的市场竞争。这里基于

人种志调研，让设计师充分地看到用户群的复杂性，

用人物角色法刻画出的用户细分模型，使得设计师和

企业能真正地把握市场，不仅更准确地设计产品，而

且拓展至其产品购买和营销传播方式等战略定位。

由于这里以人种志为调研方法，虽然样本数量有

限，但是选取时注重广度和多样性，能够较好地获得

人类学和社会学数据，从而支撑人物角色模型的建

立。同时，这里将互联网的研究方法引入到家具设计

行业，会给儿童家具市场竞争带来新的商机。信息时

代已经到来，只有更深入地研究用户和更多元交叉的

设计，才能使得企业在未来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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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分类家具

Fig.7 Kids furniture for sorting

图8 软体家具

Fig.8 Soft furn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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