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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设计在儿童药品包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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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改善儿童药品包装设计，帮助患儿克服用药困难。方法 儿童是药品消费的特殊群体，通过

对患儿用药心理分析及儿童药品包装现状的研究，将以人为本的交互设计理念导入儿童药品包装设计

中，分别从游戏行为交互、多感官交互和情感交互等方面提出具体的设计方法。结论 在儿童药品包装

中应用交互设计，能有效避免患儿产生先入为主的抵触心理，解决因其排斥用药造成的系列问题，同时

也对未来儿童药品包装设计提出了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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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teractive Design in Medicine Packaging for the Children 

GAO Fei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improve the medicine packaging design for the children and help children to overcome the psy-

chological exclusion. Considering the children as a special consumer group for medicine, the idea of human oriented in-

teractive design into the design of drug packaging for children is introduced. The specific design methods are proposed 

from the aspects of interaction of the game behavior, multi sensory interaction and emotional interaction. The idea of in-

teractive design for the children's drug packaging can efficiently avoid those resistance psychology of the children during 

their medicine use, meanwhile giving advice for the children's medicine packaging desig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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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身心健康一直都是家庭和社会关注的焦

点。儿童药品与儿童的身心健康息息相关。关于儿童

用药，我国业界通常比较关注的是药品的安全性和药

品规格不全等问题。而对于患儿家长来说，更常见的

是患儿拒绝用药，从而导致用药剂量不足、耽误病况、

药品浪费等问题，甚至因强制灌药造成意外伤害，不

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帮助儿童克服用药心理障碍，是

对这一特殊弱势群体的人性关怀。要做到这一点，药

品生产商除了需要在药品的剂型配方和口感上做出

调整外，药品包装设计上的改进也非常重要。 

1  儿童药品包装现状 

目前，许多发达国家都已经完成了针对儿童患者

的药品包装市场化的细分。相关企业通过用户调研，

对患儿在用药时的心理和行为模式有深刻的认识，并

能针对性地加强儿童药品包装与患儿间的互动，使患

儿在用药过程中体验到包装的可参与性、趣味性、人

性化的特点，使其短时间内能对药品产生兴趣，避免

了先入为主的抵触心理。这样不但促进了患儿用药过

程的顺利完成，也附带减轻了患儿家庭在此过程中的

精神压力。 

而我国儿童药品生产企业对药品包装设计的重

要性还认识不足。多数企业以降低成本为首要考虑因

素，将药品包装承包给印刷厂设计制作，致使儿童药

品包装长期沿用陈旧的样式，或盲目模仿而致相似度

越来越高。市面常见的儿童药品包装普遍存在面貌单

一、平淡刻板等问题；忽视了药品包装对患儿的心理

影响，无法调动儿童用药积极性。 

因此，我国未来儿童药品包装该如何发展，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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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突破传统，以儿童用户为中心进行人性化设计

成为了儿童药品包装设计领域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2  患儿用药心理和行为分析 

儿童的身体和心智都处在生长发育初级阶段，患病

期间其生理反应和心理感受也有别于成年人。生病时儿

童会变得敏感、恐惧焦虑、情绪波动大；用药过程中对

于味苦、口感不佳的药品，易表现出挣扎和拒绝用药的

行为。研究表明，儿童在生气或哭闹时，大脑的语言中

枢就不愿接受太多的语言信息，家长的言辞往往无效，

而强行喂药只会让儿童抗拒，并形成心理阴影。 

目前，很多儿童药剂都会加入香甜的味道或包上

糖衣，目的就是减缓孩子这种抗拒心理[1]。从包装设

计角度来看，设计师也需充分了解患儿用药的行为和

心理，设计出更为人性化的药品包装，帮助患儿克服

负面情绪，使其自觉积极地接受用药。 

3  交互设计 

交互设计又称互动设计。 初产生于用户和计算

机界面的信息传递互动领域，其出发点是研究交流过

程中人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并在此研究基础上，设计

交互方式。简言之，交互设计是指人和人、人和物之

间能够进行信息的沟通和交流的产品设计[2]。 

信息时代的商品包装设计，不仅要为消费者提供使

用产品的便利，还应满足消费者精神层面的心理需求。

交互设计以满足用户需求为目标，能高度与用户需要保

持一致，用户能从中获得满意且稳定的交互体验[3]。 

4  交互设计在儿童药品包装中的应用 

4.1  游戏行为交互设计 

儿童的天性是喜爱游戏的。在儿童药品包装中融

入游戏元素，能传递愉悦情绪，排遣用药压力。据统

计，在服药过程中加入游戏环节，对于来缓解患儿服

药困难的问题，其有效率约为 30 %。游戏行为交互

设计在儿童药品包装中应用，可以分别从包装结构和

辅助构件两方面入手。 

4.1.1  包装结构的游戏交互 

包装结构是包装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

作用的技术手段。包装结构互动是指通过折叠、伸缩、

扭曲、拼插等手法对原有包装形态进行改变，以增强

其视觉效果或拓广其功能，从而实现感官交互或功能

交互的包装设计手法[4]。儿童药品包装结构与患儿进

行游戏交互的前提是包装结构除了方便使用外，还具

有可参与、可改变性。如设计师 Kim yeji 等人设计的

Dr. joy 儿童药品包装见图 1。整板药片是 3 只可爱的

小猪造型，小猪鼻孔和手掌以药丸代替。只需沿小猪

身体轮廓虚线抠开即可形成支架让小猪站立在桌面

上。“三只小猪”是儿童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服药后

患儿还可以把包装作为故事游戏的道具，获得快乐的

心理体验。 

 

图 1  Dr. joy 儿童药品包装 
Fig.1 Dr. joy medicine packaging for the children 

4.1.2  包装辅助构件的游戏交互 

辅助构件是一种依附于包装主体、不可独立存在

的包装元素，是包装的辅助与延伸[5]。在儿童药品包

装中添加一定的辅助构件，能使原本普通的包装焕发

新意，增加患儿与包装的互动机会，体验药品包装带

来的游戏快乐。如日本大木制药出品的 Hello Kitty 儿

童复合多维元素片包装见图 2。药盒内有附赠的 30

枚色彩缤纷、活泼可爱的 Hello Kitty 主题贴纸。儿童

每吃一颗药丸，便可撕下一枚贴纸作为奖励；贴纸旁

对应的数字既能让儿童和家长知道已服药的天数，对

儿童也是十分有吸引力的互动。 

 

图 2  Hello Kitty 儿童复合多维元素片包装 
Fig.2 Hello Kitty compound vitamin packaging for the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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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多感官交互设计 

多感官一词较早出现在传播和教育领域，指突破

以视觉要素整合为中心的观点，突破单纯的视觉传播

方式所带来的局限，重视人类感官的生理特点，从人

类感官的视、听、味、嗅、触感入手，多方面、多层

次地开发消费者的感官机能，重点开发视觉外的诸多

敏感、本能的感官效用的观点和理念[7]。 

多感官交互设计是一种综合的设计方法，将其应用

在儿童药品包装设计中，不单可以使包装信息传递更加

生动、全面，还可以吸引患儿注意，满足其心理需求。 

4.2.1  视觉交互 

研究表明：人在获取外界信息时,83 %的印象来

自眼睛,11 %来自听觉，3.5 %来自嗅觉，1.5 %来自触

觉[8]。儿童药品包装通过图形、文字、色彩等视觉元

素传递信息,这些信息是否能被儿童理解接受，是否

能引发他们的情感共鸣和兴趣，是儿童药品包装设计

成功与否的关键。如日本池田模范堂出品面包超人系

列儿童感冒药水的包装设计见图 3。面包超人是日本

长盛不衰的人气动画片，主要卡通形象面包超人健康

的外形、正义勇敢的人格备受儿童喜爱。该包装借助

面包超人卡通形象既激发了患儿不怕困难，与疾病作

战的积极情绪，同时也树立了患儿对品牌的信心和认

同感。药盒内专配的小量杯底部也印有可爱的面包超

人头像，借图形魅力为患儿服药增添了乐趣，生动地

传达了品牌诉求。 

 

图 3  面包超人系列儿童感冒药水包装 
Fig.3 Anpanmancold medicine packaging for the children 

将药品说明、用药指南等信息通过简单易懂、形

象生动的图形元素展示出来，相比枯燥的文字说明更

能吸引儿童视线，形成情感沟通。如这里所例图 2，

包装正面用 hello kitty 怀抱大草莓的图形提示药品的

香甜口味；包装背面以 3 幅具有故事情景的画面生动

有趣地说明了药品服用的功效。包装通过简洁的图

形、清新的色彩传递出亲切、抚慰、安宁的信息，使

患儿对药品产生积极、美好、健康的联想。 

4.2.2  听觉交互 

悦耳的音律有助于缓解人的紧张情绪，而特定的

声音也能让人形成记忆定式，进而诱发情感联动。药

品包装中采用听觉互动设计能刺激并带动患儿听觉

联想，实现心灵层面的交流和共鸣。借助包装材料领

域的新技术，使包装发出特定的声音甚至音乐已经成

为可能。以此吸引患儿的注意力，是包装与患儿之间

形成有效交互的一种方式。 

4.2.3  触觉交互与嗅觉交互 

触觉是儿童探索世界、感知事物的主要手段。嗅

觉则具有情感特性，能唤起记忆力。通过包装造型与

材料的巧妙结合形成有趣的包装，可以吸引患儿参与

触觉体验，从中得到情绪上的放松；通过药品包装散

发出美好气味来刺激患儿嗅觉，可以使其产生愉悦的

情感反应，增加对药品的好感。 

随着包装材料的可选择性与印刷技术的提高，在

儿童食品、生活用品等包装中已有不少应用触觉交

互、嗅觉交互的优秀案例。如日本设计师深泽直人设

计的系列水果饮料包装，运用橡胶材质，模拟各种水

果表皮的真实肌理；日本 NIS-SEKI 公司设计的能释

放水果香味的薄膜，用于包装糖果、饮料等食品。

希望这些对儿童有吸引力的包装方式也能尽快在儿

童药品包装中出现，给具有用药心理障碍的儿童带

来福音。 

4.3  情感交互设计 

情感交互设计是现代设计的一种新趋势，它以满

足用户情感需求为目标，体现了人文关怀思想。应用

在儿童药品包装中，使患儿获得愉悦的情感体验和心

理满足，有利于身心康复。 

情感交互设计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形

态、色彩等视觉形象对人的感官刺激，引起受众的情

感共鸣，这种方法基于格式塔心理学的视知觉理论，

格式塔心理学以“形”为基础，将人的心理及情感孕育

在“形”之中，并指出当外物与艺术形式中体现的力的



44 包 装 工 程 2017 年 9 月 

 

式样与某种人类情感生活包含的式样达到同构对应

时，事物与艺术形式就具备了人类情感的性质[9]。 

设计师 Moon Sun-Hee 设计的花瓣形态的药品包

装见图 4，突破了以往泡罩包装中药片的规律排列方

式，让鲜活的花朵跃然纸上。药片背后的塑料膜也对

应着花的色彩，患儿每服用一片药，包装背面的花朵

便会盛开出一片花瓣。花儿的绽放给予患儿更多的服

药动力，给患儿病情好转带来积极的心理暗示，亦增

强了他们对于药品的信任感。青春痘的药品包装，见

图 5 同样采用了泡罩包装方式，包装背面的铝箔板上

是长着青春痘的脸庞，要想把药片取出，先得挤破一

粒恼人的痘痘。幽默的创意设计，使患者体验了药到

病除的快感。 

 

图 4  花瓣形态的药片包装 
Fig.4 Medicine packaging with petal shape 

 

图 5  青春痘药片包装 
Fig.5 Acne medicine packaging 

情感交互设计的另一种方法是采用人性化设计。

以人为本，在设计过程中全面考虑人的生理结构、心

理情况、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因素确定设计定位，是设

计中的人文关怀，是对人性的尊重[10]。比如止咳糖浆

包装见图 6，国内药品市场上常见的糖浆包装大都采

用瓶装，用药时将糖浆倒入包装内附赠的量杯里。量

杯上的刻度线通常较为细小不易看清，粘稠的糖浆在

倾倒时也很难控制流速，易造成过量或者不足量服

用，这款贴心的设计将糖浆定量分装，看似一板诱人

的棒棒糖，既能引起患儿的服药兴趣，又不用担心用

药剂量问题[11]。 

 

图 6  止咳糖浆包装 
Fig.6 Cough syrup packaging 

5  结语 

儿童药品包装的交互设计还有很多研究与实践

的空间，这里仅对相关概念、现状和问题、以及解决

问题的方法做了研究与探讨，希望能给相关设计人员

带来一些帮助，通过设计思想与方法的改进，使包装

与患儿产生多渠道互动，由此提升包装附加值，增加

药品亲和力，赢得患儿家庭和市场的认可与支持，并

带动整个儿童药品包装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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