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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儿童公共空间内满足儿童生活需求的导视交互设计。方法 通过对城市儿童公共空间的

观察、访谈和实际生存体验，分析儿童的生理特征、认知特征和行为特征，探索儿童生活需求，对人与

人之间或人与物之间的交互设计进行有效分析。结论 儿童是不可忽视的行动主体，通过对公共空间内

儿童导视系统设计的深入研究与分析，用体验设计、交互设计等方式体现社会生活的人本关怀，让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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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ge and Wayfinding System Design Based on Group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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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Tianjin 300222,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visual interactive design satisfying children's life demands in children's public 

spaces. Through observation of urban children's public spaces, interviews and actual living experiences, children's 

physiological feature,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were analyzed, their life demands were ex-

plored, and the effective analysis o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ve design and person-object interactive design was conducted. 

Children as the subjects of act should not be ignored. Through an in-depth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children's signage and 

wayfinding system design in public spaces, the human-oriented concern from social life was manifested in forms of ex-

perience design and interactive deign, so as to help children obtain self-concern and self-development through the signage 

and wayfinding syste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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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面二胎政策的施行，据国家卫计委预测，

2024 年我国儿童人口将达 2.65 亿。儿童群体的迅速

增长，使社会对儿童早期教育的关注度大幅提高，国

内出现了不少新兴的儿童公共空间，特别是新兴的儿

童互动式体验空间。 

导视即采用信息组合的方式，通过明确的信息表

述，帮助人们解决寻址问路的问题。导视系统是用来

指明方向的信息载体设计系统，是社会经济发展中设

施建设需求的产物，是信息交流的工具。导视系统是

利用各种图形元素和方法，有效传递方向、位置、安

全等信息，帮助人们了解从此地到彼地的信息路线的

媒介系统。导视系统引导人们的出行，规范社会公共

秩序，是基于人们“寻找”需求基础之上的信息设计

系统，是结合了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建立的信息界

面系统。因此，针对社会不同年龄层次的需求，导视

系统的使用也不尽相同。 

本文通过对上海儿童博物馆、中国儿童活动中心

老牛探索馆等两家儿童公共空间的 4 名工作人员进

行抽样访谈以及对上海市儿童医院连续两天的随机

观察可以发现，空间活动群体具有多样性，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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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中，3~6 岁的学龄前儿童使用频率最高；同时，此

阶段儿童对危险的预见及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足。很多

父母和监护人都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孩子领路，却忽视

了儿童自身有一定的方向感和寻路能力。导视系统引

导人们的出行并规范社会人群的出行秩序，儿童作为

人格主体和权利主体，儿童公共空间导视系统应以儿

童的视角观察和理解问题。儿童导视系统的广泛应用

可以极大地调动儿童关注自我、发展自我、挑战自我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且进一步在实践中强化儿童的

寻路能力[1]。 

儿童导视系统中很多设施缺乏实用性，人化面孔

严重；不少儿童空间标示混乱，警示标识没有采用国

家规定的标准图案和图形；有些儿童空间随意粘贴卡

通人物，缺乏系统规划和统一感。因此在儿童公共空

间导视系统中，针对儿童的设计应该被重点考虑并得

到完善和加强。 

1  儿童群体特征分析 

1.1  儿童生理特征 

儿童通过触觉、视觉、听觉等感官认知世界。3~6

岁儿童身体的基本动作比较自如，手脚协调能力增

强，攀爬能力增强，喜欢玩具器械，对危险的预见及

自我保护意识严重不足[2]。 

色彩是儿童最重要的感知因素，3~6 岁儿童的视

觉还处于发育阶段，对色彩的认知源于简单的三原

色，通常喜欢纯度和明度较高的原色，喜欢活泼鲜艳

的色彩，偏好多种颜色混合，不喜欢无色彩或纯度亮

度过低的颜色[3]。图形方面，儿童更喜欢简单圆润的

曲线线条，喜欢具象化的卡通图形，不具备完全辨识

复杂图形的能力。 

1.2  儿童认知特征 

1.2.1  自我中心思维模式 

儿童普遍具有“自我中心思维”。基于 J·皮亚

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的观点，3~6 岁的儿童处于前运思

期，在这个时期，儿童的表征能力增强，自我中心主

义开始凸显，只能注意单一维度，很难从别人的角度

理解事物。 

1.2.2  空间认知能力 

3~12 岁的儿童，空间认知能力一直稳步增长。

儿童往往只能辨别自己所在周遭的左和右、上和下的

单独水平方位能力，尝试运用空间方位经验解决问

题，不具有在空间中辨别相对方位的能力[4]。 

1.2.3  归类认知能力 

归类认知能力是人的基本认知能力，贯穿儿童成

长的始终，并逐步成熟和发展。3 岁以上的儿童已经

具有了分类能力，分类的标准正在建立。由于视觉特

征比抽象特征更为明显，儿童倾向于按照视觉特征或

功能关系进行分类。类别线索作为回忆线索，能够提

高儿童的回忆成绩。 

1.2.4  记忆能力 

儿童的记忆时间较婴儿时期逐渐增长，但他们的

记忆大都是无意识的。儿童通过无意识记忆获取技

能，可以自然而然地记住一些简单的生活经验。被记

忆的事物通常是直观、形象、能激起兴趣与情感的事

物[5]。机械记忆发达，能记起不是很重要、成人常常

不注意的事情。外界刺激可以唤起儿童原有的记忆并

巩固记忆。 

1.3  儿童行为特征 

儿童思维活跃，好奇心重，对世界充满探索精神，

喜欢参与较难的活动，许多意想不到的事物都可以被

他们当成玩具。儿童在认知其他主体和解释事物的因

果关系上，带有浓厚的非理性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色

彩，在面对自然万物时，更愿意将自己的思想和意愿

附着于客体身上，把一些事物看作是有生命、有意识

的东西，这就是儿童在思维过程中的“泛灵论”特征。

在很多儿童的语言表达和绘画作品中，经常可以发现

如“月亮姑娘”、“青蛙王子”、“大树爷爷”等一

系列“拟人”的表现方式。 

2  基于儿童群体特征需求的导视系统设计 

2.1  儿童生理身高与导视系统设计 

人最重要的视觉是水平方向的，人站立时，左右

可看到各 90 度范围内的物体，上下所看范围相对狭

小。导视系统的视觉形态是通过眼睛来感受的，小型

标识牌的视距为 1~2 m，标识牌设置的高度应与人眼

视线的高度相一致，视线夹角最好低于 15。3~6 岁

的儿童的正常身高为 90~130 cm，因此儿童公共空间

的标识牌的高度应当在 160 cm 以下为宜。目前导视

系统中的标识牌高度都是基于成年人的标准设定，为

1.5~2.5 m，远高于儿童的视觉感知范围。 

除了关注儿童的有效视觉高度，还要关注导视设

计中标牌的尺寸，清楚明确的导视识别是十分重要

的。图 1 为新加坡动物园导视系统设计案例。此导视

系统的设计高度充分考虑到儿童在使用导视系统过

程中的便利性，设计高度符合儿童身高范围。在图形

上，运用与儿童亲和度最高的动物图形，色彩明快，

图形新颖，可谓动物园导视系统设计的典范。 

2.2  儿童色彩图形认知与导视系统设计 

由儿童色彩感知特征可知，儿童导视系统设计应

尽量选择儿童喜爱的色彩，少用或弃用儿童没有反应

或讨厌的色彩，颜色之间的搭配要协调柔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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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加坡动物园标识设计 
Fig.1 Logo design of Singapore zoo 

 

儿童公共区域应具备一套完整的导视标识系统，

并确保导视系统色彩和风格的统一规划。强制安全标

识应采用标准颜色、图形和图案，符合我国安全标准，

其余标识可根据主体色进行设计。不同区域可在主体

文字、图形、色块上有所区分，色块整体鲜艳明快，

整体对比明确；空间导视牌统一、系统、完整，符合

视觉心理的一致性，便于记忆。 

儿童的识字能力有限，缺乏立体思维，在空间信

息的表达上，应尽量选择儿童擅长解读的平面图形来

表示，图形突出现实中事物常规特性，要求构图简单、

线条流畅，避免造型呆板，避免采用复杂图形。如箭

头符号，直接明了，指示性强，在儿童公共空间里也

可以对箭头进行颜色或形态上的变化，不仅可以满足

儿童公共空间的导视功能，还可避免呆板，与环境相

协调[7]。 

儿童医疗空间是针对儿童进行医疗救治的特殊

医疗单位，以儿童知识背景和审美视角设计的导视系

统，可以有效地缓解儿童面对复杂环境的焦虑心理和

就医时的消极态度。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的

导视系统设计，是功能性和艺术性的统一，用色大胆、

活泼、醒目，见图 2。通常医院导视系统的设计偏冷

静，代表医疗的蓝色是最多用色。我国一些基础条件

好的儿童医院，在色彩的设计上大多为单一的粉红色

或粉蓝色。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的空间色彩和导视色

彩以医院院标中的几种色彩为主色调，相互映衬。色

彩的纯度和对比度较高，变化丰富，可以极大地激发

儿童的视觉感官[8]。和谐的多样色彩组织成各种画面

场景，绿色森林、蓝色海洋、棕色农场、紫色飞鸟，

这些画面缓解了儿童就医的心理压力。在指路问题上

利用色块区分区域，巧妙地缓解了人流去向。 
 

 
 

 
 

 
 
 

图 2  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的导视系统设计 
Fig.2 Signage and wayfinding system design of Royal  

Children's Hospital in Melbourne 
 

2.3  儿童行为特性与导视系统设计 

2.3.1  儿童导视系统的安全性要求 

针对儿童好动的特征，为儿童设计导视系统时，

应注意系统的安全性问题。标识边缘应取缔直角的设

计，采用安全环保的标识材质等，如抑菌材质、智能

涂料、光触媒创新性建筑材料、天然木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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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儿童导视系统的功用性和准确性 

由于儿童的抽象思维能力还未形成，因此儿童公

共场所标识，如安全标识、交通标识等，首先要易懂，

符合儿童认识心理和认识能力；其次，儿童想象力较

为丰富，因此必须要传达准确含义，让儿童在短时间

内准确领会导视系统所传达的信息，避免意料之外的

误解。 

交通标识中，由于认知地图、规划路线等活动需

要大量抽象思维，12 岁以下儿童还无法完全胜任。

因此路牌和标识，构成了学龄前儿童导视系统的主要

内容。在路牌设计上，应当尽可能地保证路牌和标识

表述信息的单一性，简化细节，突出重点，使用具体

化的图形和图画辅助理解。在方向导向方面，为了把

方向信息从环境其他信息中区分出来，应使用醒目的

箭头等图形。 

对于导视系统中的禁止类标识，其图案和文字要

严格执行国内和国际统一标准，不得擅自变更。因为

儿童的记忆为机械记忆，所以规范的禁止类标识便于

儿童的学习和记忆。可以做到适度设计，但不要离开

儿童的识别范围。 

在儿童公共空间导视设计上应格外注重消防设

备、防火疏散通道以及其它警示标识位置分布的设

计[9]。儿童的空间认知能力有限，不能辨别相对方位。

在儿童公共空间中可以借鉴飞机上的逃生标识，采用

绿色的方向性闪烁指引灯建立逃生通道，闪烁可以很

好地描绘出逃生通道的方向和宽度，能让儿童更好地

理解并快速找到正确的方向逃生。 

2.3.3  儿童导视系统的互动性和趣味性要求 

导视在指路的同时，要尽量引起儿童的共鸣，可

欣赏，可触摸，可与受众产生最大限度的交流。设计

导视系统时，对符号图形和图案的设计可以更多加入

动物主题，或是进行事物的拟人化处理。导视系统的

表达方式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事物表达方式，也可以考

虑将声音类的听觉导视、触感导视、嗅觉导视运用在

儿童公共空间中，增加系统的层次性和互动性。 

现代动物园不仅是供公众观赏野生动物并进行

科普宣传和科学研究的场所，还根据儿童的游乐天

性，增加了娱乐休息的功能。美国明苏尼达动物园的

导视设计，把方向感与动物形象相结合，通过符号的

延展性设计，既保留了符号的本质特征，又体现了动

物生趣盎然的动作形态，个性趣味又不失空间主题

性，令儿童简单易懂又印象深刻，见图 3。通过儿童

导视系统的建立，可以使儿童最大限度的了解周围陌

生的环境，增加心理安全感，并通过自身的寻路过程

产生类似“寻宝”的神秘感和乐趣，增加互动性。RIO

商场导视系统，见图 4，将真实的植物嵌入导视标识

中，人们在寻路过程中可以与导视系统产生互动，观

察或触碰导视中的植物，让人身在商场也可感受自然

的气息[10]。 

 
 

 
 

图 3  美国明苏尼达动物园的导视设计 
Fig.3 Signage and wayfinding design of  

Minnesota Zoo in America 

 

 
 

图 4  RIO 商场导视系统 
Fig.4 Signage and wayfinding system of RIO Shopping Mall 

 

3  儿童导视系统的发展趋势 

3.1  导视系统智能化 

智能设计在未来会大批量地应用到各个领域，智

能型导视系统的多样性和新鲜感符合儿童天生的记

忆特性和特征，儿童的接受度较高。将科技引入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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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视系统中，使导视系统具有“拟人智能”的特性或

功能，提供给儿童更多参与的机会和感官体验。影像

动态媒体、触摸屏系统、幻影成像、增强现实等多媒

体技术，可大大增加导视系统的丰富性和互动性。手

机的 App 应用也为儿童等特殊群体提供了新的导视

手段[11]。 

需要说明的是，导视系统的本质是信息的传递，
导视系统的智能化只是手段的丰富。多方位的感官体
验和炫目特效虽然可以丰富导视系统的“表情”语言，
但都只是导视系统的辅助设施，应避免形式上的多样
化与复杂化影响信息的清晰读取。 

3.2  导视系统的环保性 

环保是中国当前的大问题，因此环保材料在导视
系统设计中的应用必然成为重要议题。导视系统设计
的环保性不仅避免了儿童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隐患，
还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儿童的环保意识。环保的导
视系统的材料可回收、可循环利用，并且随着科技水
平的进步，环保的导视系统材料也能延续传统材料的
坚硬或具有亲和力的特点。导视材料最好可以从当地
获取，以此减少生产运输中的能源消耗。例如，2005
年德国慕尼黑 BUGA 园艺博览会场的导视信息被印
刷在一种大的、可填充的布包上，布包套在植物身上，
材料天然、易安装、拆卸，可循环使用，与博览会环
境相协调，充分体现了环保设计的理念。 

3.3  导视系统与人文生态环境自然融合 

未来的导视系统设计将会实现更加多元化的导
视方式。在不影响导视系统的通识性的基础上，充分
利用导视系统的构成要素进行多元化的设计。因地制
宜的设计会使得自然生态景观和人文景观很好的结
合，加强了儿童对当地文化的感悟和理解[12]，提高了
儿童的旅游体验。英国南部的海滨旅游度假胜地布莱
顿，将真实的故事与城市环境相结合，利用这座城市
真实发生过的 41 个故事为背景进行城市品牌标识的
设计，使游客与行人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共鸣，加深
对城市的了解程度。 

4  结语 

本文在针对儿童群体特征需求研究的前提下，对
儿童导视系统的设计和设计趋势提出了建议。从儿童
的生理特征和成长特点来看，具象形态和色彩是儿童
导视系统设计中尤为重要的一部分。未来的导视系统
设计在完成基本指路、信息传达功能之外更应该注重
特殊群体的特殊需求，这样才能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
物质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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