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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化设计在婴幼儿餐盘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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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将情感化设计的思维方法应用于婴幼儿餐盘设计中,设计一款能够打动人心的产品。方法

婴幼儿餐盘的情感化设计主要体现在本能层面的好看和行为层面的好用上，在反思层面上对婴幼儿餐

盘进行创意设计,旨在通过设计理念引导婴幼儿建立良好的行为习惯。结论 情感化设计理念应用于婴

幼儿产品具有重要意义，婴幼儿产品的设计不仅需要富有趣味的造型和安全易用的使用方式，而且还

可以从反思层面探索更多新颖与有趣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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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motional Design in the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Plate

JIANG Wen, NIE Rui, CHENG Ra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75, China)

ABSTRACT: The thinking methods of emotional design are applied to the infant and young children plate design, the design of

a moving product. Emotional design of infant plate is mainly reflected on the aspect of instinct of good-looking and behavioral

dimensions of good, on the level of reflection on infant and young children plate of creative design, to guide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establish good habits by design ideas. The emotional design applied to the infant and young children produc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fant and young children products design not only requires interesting shape and safe and easy to use, but

also can explore more innovative and interesting form from the reflec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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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产品的生命周期，通常会经历以功能开发

为主的“有用”期，以性能提升为主的“好用”期，

以情感价值为主的“体验”期。在 21世纪，人类社

会已步入“右脑时代”。人们不再简单地满足于产品

的有用和好用，而是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能够丰富

消费者情感体验的产品上。

人使用产品,就会与产品发生联系，发生联系的

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情感的出现。情感就是人对客观

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态度体验

[1]
。

当这种需求和期望得到满足时就会产生愉悦与喜爱

的情感。生活中常发现，美好的物品更好用，这是

因为美好的物品会给人带来美好的情绪，甚至能够

影响人们对于产品功能的判断和感受。情感化设计

就是以用户内心的情感诉求为出发点，将产品打造

成用户情感寄托的容器的创意思维方法。唐纳德·诺

曼在《情感化设计》中将设计划分为 3 个层次，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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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层、行为层和反思层

[2]

。随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的实施，独生子女逐渐增多，致使儿童在家庭和社

会上的地位特殊，据相关统计，儿童在家庭消费的

总开支中约占 40%，因此针对儿童专门设计的产品会

越来越受消费者重视

[3]

。就目前婴幼儿餐盘的情感化

设计而言，主要体现在本能层面的好看和行为层面

的好用上，而这里将在反思层面上对婴幼儿餐盘进

行创意设计。

1 婴幼儿餐盘设计中的情感化层次

1.1 基于本能层的设计

本能水平的设计涉及人的一些生理特征，如视

觉、触觉、听觉，它与人类最原始、最本能的生理

反应相关

[4]

。本能水平的设计通过作用于人的感觉器

官，带给人愉悦的情感体验。这样的情感体验是人

脑最简单的反应，符合婴幼儿的认知特征，因此，

很多婴幼儿产品的设计都是在本能层上展开的。

正面的情感体验需要正面、积极、美好的事物才

能激发出来，本能层的正面情感正是源于那些可以提

供安全、舒适、有趣情感的事物。婴幼儿对事物的认

识主要由直观刺激引起，他们对产品的兴趣主要来自

于产品所带来的直观感受

[5]
，主要表现在造型方面，

如圆润平滑的形态，明亮饱和的颜色，温暖舒适的触

感等都能引起人本能的情感愉悦

[6]
。通常婴幼儿的抽

象逻辑思维能力发展水平较低，形象生动的具象形态

更容易让他们理解，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因此在设计

中可以将自然界中已存在的物体形态很好地融入，比

如以各种花草树木、动物等为原型进行的造型设计，

这些生动、活泼、有趣的自然造型能够满足婴幼儿天

真烂漫的情感需求，因此这就要求设计师在进行儿童

产品的创意设计时，有意地将产品的外在形态通过内

化的情感化因素，表现出更为独特和更为合适的美学

特性与审美价值，让人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最终达到

与人心灵层面的高度契合

[7]
。风景画儿童餐盘见图 1

（图片摘自专利之家），Skip Hop 儿童动物餐盘见图 2
（图 2—3 均摘自 Skip Hop 官网）。

1.2 基于行为层的设计

行为水平的设计讲究的是效用，促进产品易用

性的设计属于行为层的设计。婴幼儿的运动控制系

统发展尚不完善，多动，好动，就进餐行为而言，

能够帮助婴幼儿顺利进餐是婴幼儿餐具设计的一个

重要出发点。正因为婴幼儿进餐多动，好动，所以

通常给婴幼儿设计的餐具在材料上首先考虑选择食

品级塑料,这种材料制成的餐具防摔，耐摔，但是放

在桌上很容易滑动。尤其对于婴幼儿而言，他们不

会一只手乖乖地端着饭碗，另一只手拿勺子进餐；

也不会一只手乖乖地扶着餐盘，另一只手拿勺子进

餐。最常见的场景就是餐盘放在桌上，宝宝一只手

用勺子笨拙地挖着饭菜往嘴里送，这样一来餐盘受

力不均造成在桌上左右移动，最终影响宝宝的顺畅

进餐。考虑到婴幼儿进餐行为的特殊性，为了改善

婴幼儿餐盘的易用性，就有了防滑儿童餐盘的出现，

在餐盘的下面设计了一个防滑垫。Skip Hop 笑脸防

滑餐盘见图 3。

图 3 Skip Hop 笑脸防滑餐盘

Fig.3 Skip Hop′s smiling face antiskid plate

1.3 基于反思层的设计

反思水平的设计与物品的意义有关，这种意义

可以表现为理念的呈现或文化上的认同。设计师通

过观察，将使用者的“无意识行为”物化，让消费

者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似曾

相识”的感觉。这种无意识设计所倡导的就是将使

用者自己可能都没有注意到的无意识行为，收集起

来转化为设计元素，因此这样的产品能够直击用户

内心，给他们带来感动。这种意义可以表现在消费

者的身份认同上，消费者在挑选一件产品时，总是

图 2 Skip Hop 儿童动物餐

盘

Fig.2 Skip Hop′s children

tableware with animal shape

图 1 风景画儿童餐盘

Fig.1 Landscape painting plates

for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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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自觉地将这件产品与其自身形象及产品可能传

递给他人的信息建立起联系，当产品所传达的信息

契合消费者自身形象时，就会引发购买行为，并且

给消费者带来愉悦的情感体验。这种意义还可以表

现在文化的反映上，设计还具有文化属性，任何一

个设计产品都反映着一定时期一定范围的文化特

征，这些一定时期一定范围的文化特征，可能会使

设计产品带有一定的排他性，但只要这种文化特征

能够被共同文化圈的消费者识别并认同，就能在消

费者的内心深处引发情感共鸣。

21 世纪，随着感性消费时代的到来，情感化设

计一直在反复被提，基于 3 种层次设计的情感化产

品也很多，但是，目前将反思层的设计应用到婴幼

儿餐盘的设计还是比较少见。

2 反思层设计在婴幼儿餐盘中的应用

当反思层的设计落脚在身份认同与文化映射时，

婴幼儿因其自身认知的局限，还不能体会这样深层

的涵义，但当反思层设计落脚在理念的呈现与观念

的传达上时，可以利用产品设计所传达的观念促进

在行为层的活动，帮助婴幼儿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

众所周知，婴幼儿时期是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关键

时期，婴幼儿的行为在这一时期的可塑性很大，家

长只需注意教育方式加以引导，就可以帮助孩子养

成好的行为习惯而受益终身，因此反思层设计应用

于婴幼儿产品的设计上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婴幼儿是婴儿和幼儿的统称，一般指 0～3 岁的

小龄儿童。婴儿期（0～1 岁）的主食以奶粉为主，

还不会吃饭，不需要餐具，因此一般婴幼儿餐盘针

对的主要人群是幼儿期到学龄前的儿童，主要是 2～
6 岁的儿童。这一阶段是儿童开始由父母喂食逐步到

学会自己吃饭的主要阶段，也是儿童身体成长和智

力发育的重要阶段，存在很大的可塑性

[8]
。在追求人

性化化设计的今天，产品设计如何有利地促进婴幼

儿的健康成长，是设计师需要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9]
。

2.1 婴幼儿就餐行为分析

通过对婴幼儿就餐场景的观察，发现在婴幼儿

就餐行为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普遍现象：（1）好

动，注意力不集中；（2）挑食严重；（3）在家吃饭

拖拉，边吃边玩；（4）在幼儿园吃饭或者有同伴一

起吃饭时，吃饭速度普遍提高。

这一现象并非个例，有研究者调查发现：52.4%

的儿童在幼儿园里进餐比在家进餐表现好

[10]
。那么，

同样一个孩子的行为，为什么在不同的情境中表现

出了如此大的差异性？有心理学研究表明，一般情

况下，人都具有“从众效应”，心理学家梅耶将其定

义为，个体在由于真实的或想象的团体压力下改变

行为与信念的倾向

[11]
。在群体中，孩子受到别的孩

子“吃饭快”的无形压力，在吃饭行为中表现出趋

同的倾向。这种具有积极意义的从众正效应对幼儿

的进餐行为起到即时的促进作用。如果将这种效应

利用到婴幼儿餐盘设计中，就可以通过设计有效地

解决孩子吃饭难吃饭慢的问题，帮助孩子从小建立

一个好的行为习惯。

2.2 产品概念

现如今的家庭，基本以独生子女为主，孩子在家

吃饭不可能一直有同伴去比赛去竞争，但是可以给孩

子构建一个虚拟的竞争对手，告诉孩子有人在和他比

赛吃饭。基于以上思路，设计出来了一个产品方案，

婴幼儿趣味餐盘见图 4（图 4—6 均由笔者绘制）。整

个产品由 1 个托盘，3 个餐盒和 1 个小鸡吃米装置组

成。产品材质选择食品级塑料，安全健康且耐摔，色

彩上选择颜色鲜亮的黄绿色，轻松愉悦且能引发儿童

对大自然的向往。小鸡吃米装置是一个提供给婴幼儿

吃饭比赛的虚拟竞争装置。首先，小鸡的造型可爱，

运用大色块的亮色可以更加容易吸引幼儿的注意。其

次，小鸡吃米装置的结构比较简单，由小鸡和餐盘构

成。小鸡结构见图 5，鸡身通过穿插的连接方式与翅

膀和腿相连，这样一来，腿部固定，鸡身灵活自如。

利用重心的原理，静止时可使鸡身保持平衡，一旦遇

到外力，鸡身会前后摇晃，实现小鸡点头的动作，造

成小鸡点头的假象。小鸡食盘见图 6，用来装米，食

盘中间有一个孔，而且食盘的设计本身有一个弧度，

便于米粒更好地滑落到导管，下漏到托盘中，造成小

鸡食米的假象。要想通过这一设计理念慢慢改变幼儿

吃饭难和吃饭慢的问题，除了产品本身外，还有一个

必不可少的环节，即家长的正确引导。家长不仅需要

额外地给鸡身施加一个外力，让小鸡实现点头的动

作，而且还需要在孩子吃饭时告诉孩子，小鸡在和他

比赛，不要输给小鸡了。改变孩子吃饭慢的问题是一

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家长可以通过小鸡食盘上米粒的

多少来适度控制米粒掉落的速度，从而正确引导宝宝

与小鸡的吃饭比赛。产品的设计方案很好地实现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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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婴幼儿趣味餐盘

Fig.4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interest plates

长与孩子的互动，能够帮助家长正确地引导孩子养成

良好的饭习惯。

2.3 产品情感分析

（1）具象的小鸡形象，明亮饱和的产品色彩，在

本能层对婴幼儿产生吸引；（2）良好的情绪也会对婴

幼儿的就餐行为产生积极影响，通过虚拟竞争对手的

设计，可以激发婴幼儿的比较思维，帮助其获得成就

感和满足感；（3）婴幼儿生性好动，进餐的过程中不

仅易于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注意力分散，而且也十

分容易受到食物本身的影响，边吃边玩食物。通过和

小鸡比赛制造的适度紧张，可以使婴幼儿的大脑聚焦

于吃饭这件事上，很好地避免了注意力的分散，再通

过家长在旁边的正确引导，就可以培养孩子良好的习

惯，促进行为的改善；（4）通过设计理念建立起来的

温馨亲子互动，帮助家长将其对孩子满满的爱有一个

健康的表达途径，收获孩子健康成长的喜悦。

3 结语

该婴幼儿餐盘方案的情感化设计不仅在本能

层、行为层上有所体现，而且还能够在反思层上帮

助婴幼儿获得成就感，帮助家长获得孩子健康成长

的喜悦，与此同时还能促进婴幼儿在行为层上的活

动。由此也可以看出，将情感化设计理念应用于婴

幼儿产品中的重要意义，婴幼儿产品的设计不仅需

要富有趣味性的造型和安全易用的使用方式，而且

还可以探索更多新颖与有趣的形式，去引导婴幼儿

从小建立好的行为习惯，从而更好地体现出对婴幼

儿这一群体的人性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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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小鸡食盘

Fig.6 The chicken plate

图 5 小鸡结构

Fig.5 Structure of the chick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