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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在幼儿行为特征分析基础上，对引导型幼儿家具进行设计研究。方法方法 通过设计流程的

确定，从幼儿的感知行为、认知行为、动作技能、社交行为4个方面，对幼儿行为特征进行分析，在此基

础上展开行为引导型幼儿家具设计实践，并深入分析在设计中引导功能的实现方式。结论结论 当代幼儿

家具设计应以幼儿身心发展为设计基础，使幼儿家具能够在幼儿成长过程中对幼儿健康和智力发展

起到积极地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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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researches the guided preschool children furniture desig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reschool-children′s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By determining the design process，based on analyzing the preschool children′s four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perception behavior，cognitive behavior，motor skills and social behavior，it carries on the
behavioral guided preschool children′s furniture design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guided functions in
preschool children furniture design.Childhood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should be the basis of contemporary
preschool children furniture design，so that preschool children furniture can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guiding child health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children gr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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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幼儿家具市场量产已经满足了社会所

需，但是千篇一律都是成人家具的缩小版，鲜有真正

从幼儿身心发展角度出发而进行的家具设计；另外，

家长作为家具的购买者，对儿童家具的选择往往是趋

于自己的消费观念，完全忽略了幼儿自身使用的特点

和身心需求。儿童是特殊的受众群体，他们的身心特

征和兴趣爱好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方式与成年人的大

相径庭

[1]

。儿童心理学家蔡春美认为，影响儿童行为

表现的一个很大因素是环境的设计与空间的规划，环

境对人的行为具有强烈的“暗示”与“引导”作用

[2]

。幼

儿家具作为场所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影响着空

间的功能定位，而且是幼儿行为活动的重要辅助设

施。基于此，针对3~6岁幼儿这一特殊群体而提出行

为引导型幼儿家具概念，其目的是在幼儿认识和感知

周边事物的过程中，从幼儿行为特征出发，利用家具

的设计引导，帮助他们有效地展开行为活动，为幼儿

健康成长和智力发展以及习惯的养成提供有效服务。

1 引导型家具设计原则

首先，站在幼儿的角度，以符合幼儿身心发展需

求为目标，综合探索幼儿行为特征及其对家具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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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需求、功能需求、审美需求、安全需求、心理需求

和成长需求。

第二，以引导幼儿良好的行为方式为设计宗旨，拟

定幼儿家具的行为引导方向，传达幼儿家具设计的真

正意义所在，这也是儿童家具设计流程的核心环节。

第三，对所要设计的幼儿家具的功能要素、形态、

色彩、材质、工艺、情感等多方面要素，通过创造性设

计思维进行整合，创造出新的视觉形象。

最后，在设计过程中运用自我评价手法，思考幼

儿家具视觉形象是否符合幼儿审美需求，是否与环境

空间、用途相一致，是否具有良好的功能性和行为方

式引导为设计评判标准，使幼儿家具设计程序更为科

学与合理，避免设计主题性缺乏、趣味性低、适用性

差、不能满足儿童行为需求和创新意识薄弱的现象

[3]

。

2 幼儿行为特征

2.1 感知行为特征

感知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开始，也是行为发展的基

础。感知行为是指幼儿通过看、听、触摸等方式，获取

事物信息（颜色、形状、声音、肌理等）的认识过程。虽

然幼儿在这一时期真正意义上的智力活动很少，但是

现代大脑研究者和心理学研究证实，外界的感官刺激

对人类的智能发展活动起着重要作用

[4]

。它是幼儿观

察力、思维发展、想象力等认知活动展开的基础。在不

同的事物刺激下，幼儿的感知敏感性会有所差异，并表

现出不同的行为差异，如幼儿对表面柔软的玩具兴趣

大于表面坚硬的玩具。家具形状、色彩、材料等方面是

幼儿认识和接触家具的首要因素，在设计中增强对幼

儿感知器官的刺激，有利于幼儿感知能力的发展。

2.2 认知行为特征

对事物的认知是建立在感知基础上，幼儿的认知

行为发展主要体现在脑部活动中，如记忆能力、思维

能力、推理能力等方面。3~6岁的幼儿理解性记忆和

思维能力增强，在形状上有较强的敏感性，能够将具

象的物体转化为抽象的图形符号。如隧道口会被幼

儿描述为半圆形；看到圆形会想像成皮球或是太阳。

基于这样的思维方式，幼儿归类能力也开始显现：车

轮是可以滚动的物体，在幼儿的眼里凡是具有圆形的

物体如茶杯、珠子等，他们就会当成玩具……这些生

活中随意的行为表象，却是幼儿在接触以往事物的经

验中，主动学习能力的体现。皮亚杰认为，认知的发

展不是由内部成熟或外部教学支配的，而是一个积极

主动的构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儿童通过他们自己

的结构（外显的物体操作和内隐的智力活动），逐步建

立分化和理解认知结构

[5]

。在幼儿认知引导上，作为

日常用品的家具有着特殊性，在设计中提高家具的行

为性引导，对幼儿认知能力的发展可以起到潜移默化

的作用。

2.3 动作技能特征

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思维是从动手开始

的，切断了动作与思维的联系，思维就得不到发展

[6]

。

幼儿时期动作技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全

身运动技能，3~6岁，运动器官逐渐成熟，肢体的敏捷

度等方面有了很大变化，同时运动量和运动技能也得

到了增强；另一方面是精细运动技能，通过对手部运

动和手指关节在物体操作的过程中体现出了手眼的

协调性。幼儿在3~4岁，手部动作的技巧和灵活度也

有了较大的发展，能够独立完成握笔、使用筷子、搭积

木等较为精细的动作；5~6岁能够较好地运用自己的

感官，动手拆卸和搭建较复杂的造型

[7]

。家具应随着

幼儿不同的发展阶段，提出相应的行为辅助平台，以

适应动作技能和思维发展的需求。

2.4 社会行为特征

幼儿社会性行为是指在幼儿与人交往和参与社

会活动时的情感、态度、交往方式等方面的表现，并影

响幼儿的集体观、情感表达方式以及交往技能和角色

定位等方面的经验积累

[8]

。对3~6岁的幼儿社会行为

发展而言，他们一方面渴望与人交流；另一方面缺乏

与人交流的经验，不知怎么相处。为幼儿提供良好的

与人交往的平台（如通过家长与孩子共同使用的家具

来加强亲子关系，提供幼儿共同玩耍的家具促使幼儿

交流与合作等），将对幼儿人品的养成、沟通能力的培

养、责任感的树立等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

3 幼儿行为特征下的引导型家具设计应用

基于引导型家具设计原则和幼儿行为特征分析，

幼儿家具设计必须以幼儿为中心，并通过设计来引导

幼儿行为朝健康和积极的方向发展。以下为笔者在

研究该方向中的设计实践案列。

3.1 认知行为特征下的引导功能体现

幼儿在3~6岁的认知行为是建立在获取外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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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所展开的基础性智力活动。引导幼儿积极

主动地参与到认知的行为活动中，是幼儿获得认知经

验的关键所在。

1）想象力引导。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

在《幼儿认知发展》中指出：儿童的幻想与想象力的游

戏对他们的认知发展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9]

。3~6岁的

幼儿，他们对于世界充满着好奇与幻想，童话故事和

卡通形象是孩子最好的导师，由于认知的模糊性，对

于现实和梦想世界有时难以区分，常将自己作为故事

中的某个人物，非常沉醉地在现实中认真扮演着特定

的角色。梦幻城堡儿童家具系列见图1（图1-2均由

笔者绘制），运用儿童的记忆和联想思维，以童话中的

城堡为主要造型元素，满足幼儿的王子梦和公主梦，

让梦想世界融入到现实生活中来。在绘画桌底的四

周可以加挂布帘，在里面他们可以任意地进行天马行

空的想象而不被打扰。

2）分类能力引导。在幼儿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知

觉的分类与辨别能力长期以来贯穿于所有认知活动

中。梦幻城堡儿童家具的双人绘图桌见图2，桌面上

方以椭圆、圆为设计元素，作为容纳幼儿绘制工具和

零碎物品的放置地，相同形状通过大小的变化和不同

形状孔洞的分类设置，来实现幼儿使用中对物体的特

征和属性的把握，促进其对同类物品的归类整理，无

形中拓展幼儿的认知经验。

3.2 感知行为特征下的引导功能体现

利用触觉肌理的变化和材料的搭配来刺激触觉的

感知力，利用丰富的色彩搭配和有趣生动的造型来刺

激视觉感知等，以提高和保障幼儿感知能力的发展。

1）视觉感知引导。形状和色彩是最刺激儿童视

觉神经发展的有效途径。从造型视觉引导方面看，幼

儿对已知的事物有着特殊的情感，梦幻城堡幼儿家具

视觉形象上利用这样的心理情感，用模拟的设计方式

再现故事中的城堡造型，以激发幼儿的联想。书柜与

双人绘图桌可以自由组合与分解，通过多变的造型方

式，来满足儿童学习、娱乐、玩耍的需要，以此带给儿

童新鲜感；从色彩的视觉引导看，艳丽的色彩最为吸

引幼儿的眼球，并能调动幼儿的积极情绪

[10]

，因此，选

择明丽的黄色为家具主色，局部辅以红色进行点缀，

以丰富幼儿视觉感官，提升幼儿对色彩的感知力。

2）触觉感知引导。触感可以让幼儿获取到物体

冷暖、软硬、粗糙与光滑等表面信息，触觉的敏感性影

响大脑对物体的辨识能力、身体的灵活度以及反应能

力。笔者指导学生设计的多功能翘翘椅见图3，在幼

儿座位和靠背部分，选用了皮革进行镶嵌，幼儿可以

根据材质触感和色彩的变化明确安全骑坐的范围，另

外，软的皮革材质不仅可以使幼儿拥有舒适的触觉感

受，而且也增强了座位部分的耐磨性。

3.3 动作技能行为特征下的引导功能体现

幼儿3~6岁处于从无意识的简单动作到有目的的

手脑结合的发展阶段。

1）无意识行为动作引导。幼儿的动作技能发展

是通过各种活动表现出来的，无意识动作（拍打、爬

行、躲藏等）是幼儿最主要的表现。幼儿的这种天性

会让他们把身边的一切都当成是玩耍的工具，如衣柜

可以用来躲猫猫，凳子可以当马来骑，因此，幼儿家具

可以作为儿童游戏的载体，使家具不再单单局限在储

藏、支撑等基本的功能上。如图2，倾斜的操作台面参

考了3~6岁幼儿站立时的平均高度和坐下时的高度。

基于幼儿绘画时随意性姿势尺寸和行为的不持久性，

给幼儿提供了非限制使用方式，既可以满足站姿尺寸

需求又可以满足坐姿尺寸的需求。凳子见图4（图片

由笔者绘制），镂空的方孔可以用作储藏零碎小物件

的入口，例如小弹珠，小糖果等，小孔洞下方大的开口

形状可以容纳幼儿的小手将物品取出，让幼儿的无意

识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可玩性和可行性。

2）目的性技能引导。幼儿动手能力的发展是视

觉经验以及思维能力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一件简

便易操作的可“变形”家具，不仅能够刺激幼儿的动手

能力，促进幼儿的手眼协调发展，而且还可以在每次

的“玩耍”中因为发现新的变化而收获成功的喜悦。

图1 梦幻城堡幼儿家具系列

Fig.1 Dream castle children

furniture

图2 双人绘图桌

Fig.2 Double drawing table

图3 多功能翘翘椅

Fig.3 Multifunctional upturned chairs

图4 凳子

Fig.4 S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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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指导学生设计的多功能木马椅见

图5，用多变的功能满足和诱导幼儿动手能力的发

展。该设计由木材与塑料拼插组成，通过坐面的方向

性调整来实现从摇摇木马到放置玩具的拖车的功能

变化。针对幼儿肢体敏捷性锻炼的多功能翘翘椅，如

图3b，通过家具底部的可拆卸部件，实现了家具功能

的转化，赋予了家具游戏的功能，锻炼了幼儿肢体的

灵活性，使家具成为了幼儿的玩伴。

3.4 社交行为特征下的引导功能体现

互动行为引导。幼儿间的游戏是幼儿社会性行

为的最主要方式，许多重要的学习游戏是一种有目

的、有系统的社会性活动，游戏是促使儿童心理发展

的一种最好的活动形式。现代单元楼的出现和视频

影像技术的广泛应用，完美地将幼儿孤立了起来，同

伴间交往的机会减少，使幼儿丧失了较多的社会交往

和社会适应的机会。如图3a，让幼儿家具作为幼儿交

流的桥梁，通过共同玩耍，促进幼儿间的协作与交

流。翘翘椅占地小，功能多变，可适应场所广泛，例如

单元住宅的楼道和室内客厅，拓展了玩耍的方式。

4 结语

幼儿阶段既是人一生中最需要保护的阶段，又是

各方面能力最具开发潜力的阶段。从幼儿的角度出

发，为幼儿提供适宜的家具，幼儿也将展现给人们他

们最好的一面。基于幼儿行为方式的家具设计，不但

可以为幼儿健康发展提供助力的效果，而且也为幼儿

家具自身的发展找到了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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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多功能木马椅

Fig.5 Multifun ctional trojan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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