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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关爱儿童健康成长角度，提出适合儿童的玩具产品设计方法与应用。方法 采用文献

查阅、用户调研、实地观察等方法，基于儿童身心成长特点，分析中国玩具市场的现状和存在的问

题，并进行实证案例分析。结论 以促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为目标，具有安全性、功能性、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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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put forward the design method and application of toy products suitable for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ealthy growth of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user research, field 

observation and other method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growth, it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China's toy market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empirical case analysis. In order to promote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y growth as the goal, the safety, function, time, fun and color for children need toys product design me-

thod and design case study,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children's toy desig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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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少年儿童人数已超过

3.8 亿人，其中独生子女占 34 %。家长由于工作生

活等压力疏于陪伴孩子，玩具成了孩子成长过程中

重要的伙伴。由于玩具对儿童身体，创造力，智

力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玩具设计师必须

了解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身心成长需求的的特点及

规律，并以此为依据设计开发适应儿童身心健康成

长的玩具产品，以儿童为导向，尊重儿童身心发展

为前提，创造具有新玩法、新功能、吸引力的儿童

玩具产品。这里基于现有儿童玩具产品存在的问

题，例如安全质量不过关、功能不够完善、玩具实

效性短等问题，分析了儿童成长发育过程中生理和

心理变化以及儿童的喜好，研究了玩具中所需要的

功能、玩法、创新、材质、结构、色彩等方面的特

殊要求，为儿童玩具设计提供了具体的方向，并展

开了儿童玩具相机的具体案例研究，对国产儿童玩

具品质内涵的提升和儿童教育培养起到了积极深

远的作用[1]。 

1  玩具设计要符合儿童成长需求 

儿童的身心发展具有年龄阶段性的特征，不同

阶段有不同的心理需求。玩具设计师需有针对性、

目的性地根据儿童不同年龄段的需求来设计玩具。

纵观儿童对玩具的需求，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不同阶

段的玩具有很大的不同。按照儿童心理发展矛盾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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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特点和主导活动的变化，儿童的心智发展可分

为婴儿期、幼儿期、童年期 3 个阶段。 

婴儿期的儿童，听力、视觉和触觉都处于初成

长阶段，相对比较弱，肌肉动作发展和大脑注意力

都比较低，这个时期的玩具设计要求颜色、声音、

形状的对比相对强烈，通过玩玩具来刺激婴儿的成

长发展很重要。随着年龄和心智的成长，幼儿期的

儿童玩具设计需要注重思维和动作发展、语言认知

能力等的培养。童年期的儿童已经逐步走入学校，

心智、意识、情感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提高，

因此对玩具的期望玩法要求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个

时期男孩女孩的喜好开始有了明显的差别，男孩子

开始喜欢冒险、刺激的玩具，例如车、玩具枪等；

女孩子多喜欢家家酒、毛绒等比较柔和的玩具，因

此玩具设计中 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针对性，要适

应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需要[2]。玩具设计除了研

究新颖的玩法，还需要设计师更多的研究儿童的身

心成长问题，儿童身心成长特点见表 1。 

表 1  儿童身心成长特点 
Tab.1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growth 

身心发展 
年龄分期 

1~3岁婴儿期 3~6岁幼儿期 6~12岁儿童期 

生理需求 
不断变化、不稳定时期 

视觉、听觉、触觉逐步发展 
借助肢体表达 

好奇心强
语言敏感期 

理解能力发展期 
性格形成期

个性、爱好已经比较突出 
英雄情结 
从众心理 

心理认知 动作思维 形象思维 形象逻辑思维 

 

2  我国儿童玩具市场分析 

2.1  儿童人口现状 

我国 2014 年的出生人口比 2013 年增加 47 万

人，逼近 2001 年 1702 万人的高点。2015 年中共

18 届 5 中全会公报宣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

育两个孩子政策后，有专家预测在 2017 年可能出

现生育高峰，每年带来的新增人口在 300~800 万，

估计中值为 500 万。如此庞大的用户人群，为玩具

市场提供了沃土。 

2.2  玩具市场分析 

据市场调查公司 Euromonitor 资料显示：中国

玩具及游戏市场的零售总额由 2010 年的 463 亿元

上升至 2014 年的 744 亿元，平均每年的增长幅度

12.6 %，预计 2017 年突破 1000 亿元。目前新生儿

和幼儿的父母基本上是 80 后这个阶段，比起老一

辈父母，这个阶段的父母受过高等教育，更加注重

健康的寓教于乐，愿意给孩子买玩具，且接受新鲜

东西的能力较强；另一方面这个阶段的父母，可收

入资金也相对老一辈父母较多，可分配的资金也会

相对充裕，这些方面为将来的玩具市场提供了更大

的增值空间。年轻的父母对玩具新玩法、新功能的

认同是玩具设计师的一大动力[3]。 

2.3  我国现有儿童玩具产品存在的问题 

我国儿童玩具设计现处于发展阶段，通过对玩

具市场以及儿童对玩具的体验反馈，发现了我国现

有儿童玩具存在的问题见图 1。 

2.3.1  安全性问题 

我国现有厂商为了玩具产品能够快速上市，对

玩具的安全问题的缺乏专业研究，导致出现玩具结

构设计欠合理：结构繁琐、小零件多，结构强度和

耐用性不够，零部件的缺损易导致玩具无法实现零

部件更换而使得玩具不完美，孔洞设置不合理，有

明显的尖角；玩具使用非环保材料：使用回收材料，

预热变形，含有重金属；玩具涉及内容不健康：设

计上过度追求标新立异，寻求视觉感官刺激，涉及

到恐怖内容或者不健康的内容对儿童的心理健康

产生危害。 

近几年由于玩具的安全性问题危害到儿童健

康的问题屡见不鲜，例如磁石玩具误吞，当细小的

强力磁铁被分别误吞，将会透过肠内壁相吸而产生

穿孔、感染或死亡。自从 2005 年夏季以来，至少

有 11 个儿童肠道穿孔的事件是因为玩具的磁石引

起的。安全问题是每个玩具设计不容疏忽的大问

题。 

2.3.2  功能性问题 

玩具的功能性是玩具的灵魂，现有的儿童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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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表现的问题主要有 3 个：（1）玩具玩法雷同，

市场上出现很多大同小异，玩法雷同的玩具，缺乏

创新；（2）玩具互动欠缺，很多玩具都是针对个体

把玩，缺少儿童之间的互动体验；（3）玩具跨越年

龄；部分市场上的玩具出现功能不适龄的现象，功

能超龄或者低龄。 

我国由于专利意识和保护力度还不够，现有玩

具市场上雷同产品很多，厂家大打价格战，材料越

来越省，这很容易导致市场恶性竞争，出现偷工减

料、质量不过关等现象，这些产品流入市场对儿童

的伤害甚大。 

2.3.3  时效性问题 

纵观我国的玩具市场，众多玩具产品存在以下

3 个问题：（1）玩具寿命短，对儿童吸引不够，产

品本身可变性不强，导致玩具玩的寿命短淘汰快；

（2）流行趋势慢，跟不上流行趋势的潮流，变化

更新慢；（3）缺拓展延伸，玩具本身玩法功能设计

单一，功能后期体现拓展性不强。 

玩具的时效性是玩具的生命，时效性取决于儿

童喜欢的程度以及市场的流行趋势。玩具流行周期

的时效性相对较短。儿童玩具的时效性包括玩具寿

命、流行趋势、拓展延伸。 

在儿童成长过程中，随着年龄的成长变化，对

玩具本身的需求、兴趣就会不断转移变化。时效性

是玩具设计的难题也是众多玩具厂家的瓶颈，市面

上有众多紧跟时代流行的玩具产品，但寿命都很

短，有的玩具犹如昙花一现，虽然可以为企业一笔

赚丰厚利润，但是难以维持长久。玩具本身的拓展

性很小，导致了淘汰快、时效短等问题。 

2.3.4  趣味性的问题 

儿童玩具的趣味性问题主要有 3 个：（1）趣味

点无针对性，玩具产品有趣味的体现，但没有趣味

的发散拓展性；（2）不符合儿童心理，趣味点设置

没有研究儿童心理成长需求；（3）趣味点设计不足，

有些玩具一味追求教育性，失去了玩具的本质。 

玩具的趣味性设计需要符合儿童心理，生理的

成长发展需要。每个年龄段儿童对趣味的理解和需

求是不同的。例如设计儿童时期的玩具，如果玩具

趣味点低，玩法简单，很容易使儿童产生厌倦；设

计幼儿玩具，如果趣味玩法设计过于复杂又容易让

其产生挫败感，还有一些市面上的玩具幽默感和童

趣感均不足。 

2.3.5  色彩性问题 

市场上的玩具色彩为了引起儿童的注意采用

高亮度，高饱和度，对比度的彩色导致出现了以下

3 个问题：（1）色彩指意表达歧义，过于追求绚彩，

误导儿童；（2）色彩不够引人注意，色彩很鲜明，

但没有应用合理的色彩表达，所用色彩激发不起儿

童对玩具产品注意；(3）色彩年龄划分不清,色彩应

用没有没考虑到每个年龄段儿童的需求和喜好，导

致选用色彩年龄混淆、影响儿童发展。 

玩具设计师必须深入的了解每个阶段的儿童

发展对颜色的要求和喜好，设计具有合理的年龄针

对性，设计玩具色彩应适应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合

理的色彩可以强化儿童的认知能力，提高儿童的记

忆力，让儿童乐于在玩具中收获快乐与知识。  

 

图 1  我国现有儿童玩具存在的问题 
 Fig.1 China's existing problems of children's toys 

3  儿童玩具的设计策略 

3.1  儿童玩具设计的安全性策略     

为了保证儿童的健康，玩具的安全问题是第一

位。玩具设计师除了拥有设计的热情，还要熟悉各

国玩具安全标准，设计的玩具需要经过严格的安全

检测，为了保证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成长需要，玩具

的适用要有明确的年龄标志。 

设计选用安全无毒的、无异味、无污染、不含

有重金属、有 3C 认证的材料。合理的结构设计可

以有效减少玩具对儿童的伤害。玩具结构的操作界

面要符合人机工程学，符合儿童操作的健康习惯，

帮助儿童更好更快地培养良好的习惯。首先，玩具

文化内容健康安全；其次，玩具主题适龄问题，不

同的主题玩具适合不同年龄层的儿童。设计师应该

根据不同年龄儿童身心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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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地去设计不同种类的玩具。 

3.2  儿童玩具设计的功能性策略 

玩具的功能是玩具设计的核心所在，随着时代

的进步，儿童生活在高信息化的时代，传统玩具的

功能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儿童的需求，他们更倾心于

有科技含量的现代玩具。玩具设计须紧跟时代的潮

流，把科技元素融入到玩具中，让玩具在儿童游戏

过程中拥有更长的使用寿命，把被动玩玩具转换成

主动、互动，可以使玩具更长久陪伴服务儿童，才

是设计师需要研究的设计方向。 

玩具设计师需要具有把握市场，以及洞察国际

流行时尚的敏锐思维能力，要培养跨界的设计思

维，开发儿童喜爱的、具有新时代感的玩具。 

3.3  儿童玩具设计的时效性策略 

 玩具设计师不只是设计师，还是变化玩具玩

法功能的魔术师。为了迎合孩子的成长，需要和内

心需求，设计师需要全方位的整合玩法、创新玩法

功能，只有让玩具玩法丰富可变，才能 大限度地

发挥玩具的时效性。 

乐高积木是史上 不过时的玩具，具有很强的

时效性，无穷无尽的玩法为乐高赢得了长久的时效

性。它为各个年龄段的儿童开发了不同规格的乐高

玩具，例如为 3~5 个月的婴儿设计的防止婴儿误

食的积木，大小是正常积木的 8 倍。乐高玩具以启

迪儿童创造力为目的，设计了不同流行主题场景系

列玩具，利用积木拼搭玩法无限创造，以及可自由

拓展的体验式玩法，在 6~12 岁儿童的积木玩具市

场中取得了核心地位。目前，乐高在全球 120 个国

家占有巨大的市场份额，据统计，有超过 3 亿儿童

拥有乐高玩具，儿童每年花在乐高积木上的时间总

计约为 50 亿小时。 

3.4  儿童玩具设计的趣味性设计策略 

一款玩具是否有趣是儿童选择玩具与否的重

要原因。玩具设计师需要认真研究儿童的成长心理

变化，研发出深受儿童喜欢的有趣的玩具。玩具的

趣味性设计也是玩具设计组成中不可缺少的一个

设计环节，趣味设计可以为孩子创造一种快乐愉悦

的娱乐体验。玩具设计的趣味点要符合儿童的心智

成长发展，造型可爱、诙谐幽默，这种新鲜的刺激

总能触到家长及儿童的神经。设计表达可以从形态

趣味化、结构灵活化、表情拟人化、装饰趣味性等

方面入手。 例如由意大利设计师 Elena nunziata 设

计的 Paddy 系列儿童家具见图 2，每样物品都在讲

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PADDY 收纳箱长着一双

可旋转的按钮“眼睛”，一直专注地为主人讲着故

事，矮衣帽架便于孩子通过调节挂棒，选择适合自

己的使用角度。查理是出了名的“脏衣服消化桶”，

它的莱卡麻袋肚子总是撑得饱饱的。孩子们喜欢给

它塞饱的感觉，也学会了该何时和父母一起洗干净

这些衣服。达尔文这个很神奇的床头柜是一件很实

用的家具，上面的床头灯可以满足孩子的阅读要

求，灯上的“保护神”可以整晚守护着孩子。在这个

系列的家具中我们可以看到渗透其中的幽默感和

童趣，相信在潜移默化下也会使孩子活泼、快乐地

成长[4]。 

  

 

 图 2  Paddy 系列儿童家具             
Fig.2 Paddy series of children's furniture 

3.5  儿童玩具设计的色彩性设计策略 

色彩是儿童玩具的重要设计语言和因素，通过

色彩的应用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帮助儿童增长知

识、启发智力、了解外部世界。通过查阅儿童心智

发展的资料得出：0~4 个月是视觉发育的黑白期。

在这段时间，婴幼儿看到的只是黑白两色，而且视

物距离只有 20~ 30 cm。4~12 个月，幼儿会迎来视

觉的色彩期，这个时期，幼儿的视觉神经对彩色的

东西非常敏感，视觉范围也扩大到了 1~2 m。1 岁

以上儿童已不满足于简单的色彩了，已经可以感知

介乎中性的颜色类似草绿、浅蓝、宝石蓝这些颜色

了，2~ 6 岁期间的儿童可以充分感受大自然五光十

色、万紫千红的世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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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儿童对色彩的认知规律和过程，从儿童健

康成长的视角出发，充分了解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

色彩心理，尊重他们的喜好，设计适合并有助于儿

童成长需要的玩具。 

4  儿童玩具相机的案例设计 

4.1  案例背景与设计概念 

本案例基于企业项目的实际案例—互动式儿

童玩具相机设计，设计出发点以适应儿童健康成长

为基本，应用对象选定 6~12 岁的儿童为目标设计

群，从安全性，功能性，时效性，趣味性，色彩性

5 个方面展开实例设计[6]。 

该年龄段的儿童爱好、个性比较突出。已经出

现从众心理，他们渴望自己像成人一样使用相机，

当前的数码相机产品对于儿童来说：安全方面的设

计并不适应儿童，因为小零件多且有尖角；功能上

操控复杂、易坏、多耗材；在时效上，面对如此复

杂的电子产品，儿童并没有太多的耐心去把玩，很

快便会失去兴趣；在趣味性上，由于数码相机的定

位多在摄影功能上，因此并没有附加过多的趣味；

在色彩上，数码相机多为成人使用服务，因此色彩

并不便于儿童识别和记忆[7]。另外，家长出于安全

和经济考虑，不会为儿童购买相机作为玩具使用，

因此，设计一款适合儿童身心成长的专用玩具相机

很能迎合市场需求。 

结合这里所述的设计策略，采用 5W 的设计方法

为儿童量身定做，从使用材料安全、功能操作简单、

拍摄玩法有趣、时效主题新颖、色彩识别力强 5 方

面入手设计出了一款适合儿童玩的相机玩具[8]，儿童

玩具相机设计概念见图 3。 

 

图 3  儿童玩具相机设计概念 
Fig.3 The map of children's toys design concept  

4.2  案例设计展示与分析 

面向健康成长需求的儿童玩具相机设计见图

4，就玩具的安全、功能、趣味、时效、色彩运用

等 5 个侧面，在目标用户群体中进行定向方案评

价，采集评价意见如下。 

在玩具的使用安全方面，采用了环保塑料作为

相机外观的主要材料，替代了传统的塑料制品，

模具热压成型。选材环保，环保塑料手感舒适，

抗摔、耐磨，无毒无味；在功能操作方面，采用

了整体模块化设计，将相机主体分为上中下 3 部

分，利于操控，且消除了小部件可能对儿童使用

安全产生危害。操控按键结构采用圆角设计，识

别度高，增加了安全性的同时减少了误操作的机

会[9]；在主题方面，设计了不同类型的主题，满足

了儿童独自操控和多人互动体验，时效长，玩法

多变，增加了儿童之间互动的体验趣味拓展功能

和创新玩法，利用相片贴纸的设计，随时置换新

款，不但能增加玩具本身的时效性，而且能满足

儿童好奇心和求新欲；在色彩识别方面，使用了

符合性别特点的冷色系和暖色系的色彩组合，避

免了单调、充满了活力。功能按键颜色设计对比

强、识别度高、方便儿童操作[10—13]。 

 

图 4  面向健康成长需求的儿童玩具相机设计 
Fig.4 Design of children's toy camera for healthy growth             

5  结语 

童年是人生的重要时期，是建构积极的性格、

开发智力的 佳时期，玩具则是伴随儿童成长的良

师益友。从关爱儿童身心健康成长角度出发，以促

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为目标，对儿童玩具产品进行

了设计研究，提出了安全性、功能性、时效性、主

体性、趣味性、色彩性等方面适合儿童需要的玩具

产品设计策略，通过儿童玩具相机案例设计，探讨

儿童玩具在设计时简单结构模块化和拓展功能性

的设计方法，遵循功能易操作、玩法可拓展的创意

原则，合理设计玩具产品，满足儿童对玩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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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新元素、新材料是未来玩具设计发展的新趋

势，以上各项策略的运用体现了设计儿童玩具对儿

童身心健康成长的关爱，为儿童玩具设计开发提供

了良好的借鉴[14—15]。设计师应通过深入了解儿童

的身心需要，设计、生产出受儿童青睐的当代儿童

玩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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