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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亲子玩具是满足儿童情感诉求的产物。基于情感化设计理念围绕亲子间爱与陪伴进行亲子

玩具设计，旨在创新玩具产品及对现有的优秀亲子玩具产品进行分析评价的同时，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

增进父母与孩子的情感交流。方法 对亲子玩具的现状进行分析，剖析儿童与家长对亲子玩具的心理需

求，运用情感化设计理念重点研究亲子玩具的材料、形态、色彩与交互，从中归纳出设计原则提出设计

思路对现有的优秀的亲子玩具产品进行案例分析与设计实践。结论 从材料、形态、颜色、交互 4 方面

分析评价亲子互动玩具情感化设计方法，深化亲子玩具的感性功能。通过儿童与玩具、家长与玩具、家

长与儿童 3 方相互影响，满足孩子与父母情感需求，促进双方的交流与互动。有助于家庭的和谐与孩子

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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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arent-child Toys Based on Emotional Design 

ZHANG Zong-deng1,2, TAN Ru-jie1 
(1.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2.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Nanjing 210013, China) 

ABSTRACT: Parent-child toys are the product of satisfying children's spiritual and emotional appeals. Based on the 
emotional design concept, the parent-child toy design is based on the love and compan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
dren. It aims at innovating toy products, 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the product design process, promoting children's healthy 
growth and enhancing the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The current status of parent-child toys 
was analyzed. The psychological needs of children and parents for parent-child toys were explored. The emotional design 
concept was applied to analyze  material, shape, color and interaction of parent-child toys. The design principles were 
concluded on this basis to analyze cases and design practice of excellent parent-child toys. The emotional design of par-
ent-child interactive toys is analyzed from material, shape, color and interaction. The perceptual functions of parent-child 
toy are deepened. Through mutual effect between child and toy, parent and toy as well as parent and child, it meets the 
emotional needs and accompanies of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and promotes the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It is helpful  harmony of family and healthy growth of children. 
KEY WORDS: parent-child toys; companionship; emotion; interaction 

玩具是孩提时代的重要玩伴，一直贯穿着童年的

始终。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可掌控的资源与财富日益

丰富，加之国家对工业设计的大力支持与“中国制造

2025”制造强国战略的实施，玩具市场呈现大繁荣局

面。现代社会对儿童的各方面都表现出了高度关注。

儿童玩具早已不只具有供儿童玩乐的单一功能，更多

的是通过它来培养儿童动手能力，健全儿童心智等。

在与玩具的交互过程中，儿童利用感官能动性、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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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与联想得到行为体验，从玩具中获得愉悦感受的

同时，为儿童身心发展提供条件进而促进儿童德、智、

体、美的全面发展。亲子玩具是儿童玩具的细分，它

更注重家庭的陪伴，孩子的生理需求与心理需求并

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高端前沿的的新技术、新材

料的注入拓展了儿童玩具的使用性与功能，同时更加

考虑儿童精神层面的心理需要，使产品充分满足儿童

的情感诉求。 

1  亲子玩具基本概况 

亲子玩具是满足儿童情感诉求的产物。它脱胎于

亲子教育，亲子教育是一种新型家庭教育模式，以血

缘关系为纽带，旨在爱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全面开发

各项潜能，是培养孩子个性化、健全独立人格的一种

早期教育。更为重要的是亲子教育能有效提高家人间

的情感与责任[1]。亲子玩具是亲子教育施行的重要载

体，强调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它把亲子教育所涵盖的

知识教育、能力素质培养、社会修养的供给与性格情

感的塑造都汇聚其中[2]。亲子玩具成为了父母与孩子

间情感沟通交流的纽带，在玩耍过程中给双方带来欢

乐之余的同时，还增强了亲子之间的情感互动，提高

了家庭默契度，促进了家庭和谐。父母的陪伴、家庭

间其乐融融，对孩子和父母都好，享受这甜蜜的负担。

亲子玩具秉承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

人生的第一所学校”这一亲子理念，为父母与孩子间

架起了一道交互的桥梁[3]。它不仅是儿童们的玩具，

而且是家长们进行日常生活感性教育的工具。 

1.1  亲子玩具现状概述 

21 世纪是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各种科技

的驱动使得高科技玩具开始抢占传统玩具市场。随着

人们收入提高、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内地居民对玩

具的需求已经开始从传统、低端、简易的玩具转向功

能型、科技型玩具及高端的纺织纤维材料玩具。智能

化儿童玩具受到人们的追捧，成为玩具中的大热门。

众所周知，中国是个人口大国。16 岁以下的少年儿

童及婴幼儿人口就已占全国人口的 1/4。是一个庞大

的玩具消费群体。近年来家庭收入普遍得到大幅提

升，用来培养孩子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儿童得到了更

多的重视，给孩子买玩具，不仅是为了给他们带来欢

乐、表达爱意和关怀，而且也是为了开拓他们的能动

性，这样的市场需求促进了儿童玩具行业在中国这一

大市场的蓬勃发展。 
亲子玩具不仅具备一般玩具的功能属性，而且更

注重父母与孩子交互的体验及情感的培养，逐渐得到

了家长的认可与市场的青睐。亲子玩具在中国才刚刚

起步，发展前景广阔。市场上大多的亲子玩具或利用

智能设备将父母与孩子连接在一起或只是父母单纯

地守护在孩子面前看他们与玩具互动，缺乏家长更深

层次的参与，使得亲子玩具的功能属性与情感体验没

有得到更好地发挥，双方能深刻互动的亲子玩具更能

把握孩子的生理需要与情感需求。 

1.2  亲子玩具的特征 

一般玩具以儿童为消费核心，父母只是玩具的购

买者，使用者是儿童，这使购买者与用户分离[4]。而

亲子玩具使购买者也参与到游玩的过程中与孩子一

同玩乐，这时，家长既是购买者也是使用者。在考虑

玩具的安全性和趣味性的同时，也要把自身的体验感

受纳入购买标准中，亲子玩具兼具大人与小孩的审美

特性，玩具的操作注重双方的互动性和家长、儿童、

玩具 3 方相互影响的情感体验。儿童对玩具的互动需

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各不相同。亲子玩具必须考虑到

孩子的发展变化，应具备成长的阶段性功能体验。例

如 2 岁至 3 岁的宝宝们在这时期出现明显的个性特

征，有强烈的独立愿望。而父母利用亲子玩具与这一

阶段孩子的互动玩耍，给儿童带来欢乐排遣孤独感的

同时，还能锻炼他的社交能力，培养想象力。 

1.3  亲子玩具发展前景 

我国的儿童玩具产业发展迅猛，国家对工业设计

愈发重视，加之国家开放“二胎”政策，使得市场的

需求扩大。近年来技术的革新和设计行业的迅猛发

展，新型情感交互式玩具受到市场的青睐，注重于培

养孩子们益智的玩具成为发展趋势，玩具行业得到了

飞速地提升。以前的传统类型玩具被赋予智能化的特

性，增加了交互体验，给玩具注入了活力，增加了市

场弹性。亲子玩具重在利用人与物、人与人的交流互

动，把握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体验，使儿童的行为需

求和精神需求得到双重满足。 

2  亲子玩具的情感化设计方法 

情感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积极反映和态度。情感

需求是一种情感上的满足，是一种心理上的认同。马

克思说：“人生而孤独，却不甘寂。”我们都是独立而

孤独的个体[5]。正是因为如此，陪伴这一情感需求才

能让人从心理上得到慰藉，情感上得到满足。父母的

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爱，这份爱的情感需求对双方都

弥足珍贵。相互陪伴使得家长与孩子都得到了成长，

父母更懂得如何去教育孩子与他沟通相处，有利于和

谐家庭环境的建立。儿童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下身心自

然健康。 
情感化设计由美国认知心理学家唐纳德·A·诺曼

提出，并揭示了本能、行为、反思 3 种设计水平[6]。

在产品设计中，本能层面的设计是对产品外观形态的

直接把握，行为层面的设计是产品的功能效率的内在

行为。反思层面的设计与人们对其产品的评价相关，

受外部因素的影响。根据情感化设计的方法，围绕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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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间爱与陪伴为主题，运用情感化设计方法对亲子玩

具材料、形态、色彩、交互进行分析并提出设计思路

进行设计实践。 

2.1  亲子玩具材料的情感表达 

材料本身的物理属性就含有情感的表述，木制材
料的亲近，朴实，自然；纺织纤维材料的柔软，坚韧，
温暖；金属的科技，冷峻；玻璃的透明，开放；塑料
的轻巧，易变，这些都给赋予了玩具情感感受，玩具
材料的结构形态给予儿童最直观的视觉形象，材料的
肌理影响儿童的触觉体验，这两种感官体验得来的感
性信息能激发并促进孩子们精神层次的情感。亲子玩
具的材料运用是孩子与玩具材质情感的互通，更拓展
为父母与材料、父母与孩子 3 者之间的情感传递[7]，
能更快速有效地传达真情实感。设计师忠实于材料的
固有情感属性加之对材料的独到见解，努力为 3 方创 
 

造开发普适性、互通的精神需要，让家长与儿童因其
材质的附加情感在玩具中得到心理与生理的双重享受。 

例如国外设计师设计的一款特别的亲子玩具—

—趣味游戏 T 恤见图 1，这是纺织纤维材料在玩具中

的一次别出心裁的设计运用。以棉纺织材料做成的衣

物为重要载体，充分利用了材料的物理属性与赋予价

值。在 T 恤背面印有玩具车跑道，孩子们以此来进行

游戏。家长们穿上 T 恤，便可轻易和孩子进行有效的

互动。趣味游戏 T 恤充分地照顾了家长的感受，不需

花费过多的精力陪玩，趴着休息便可让孩子开展游

戏。儿童拿着卡通玩具车通过背上的跑道进行玩耍，

在获得乐趣的同时，还能达到给家长按摩的效果，缓

解其工作疲劳。设计师通过对材料独特的设计运用，

使家长与儿童都能亲密地参与到游戏中来，亲子玩具

得到了更优化的功能体验和更高层次的身心满足。 

 

 
 

图 1  趣味游戏 T 恤 
Fig.1 T-shirt of Funny games 

 

2.2  亲子玩具形态的情感表达 

当前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国家对制造强

国的提倡与对科技创新的重视，使设计行业迎来了前

作未有的发展机遇。人们对产品的需求越来越旺盛，

使得产品形式和功能越来越多样化。在各式各样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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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中寻求着情感的平衡，玩具形态亦如此。产品形态

追随着功能，它表达着使用目的、操作等人机因素的

语意，具有感受、体验、情感等反应，同时又体现心

理、社会、文化象征价值的内涵。有“造型之父”之称

的后印象派画家塞尚认为任何物体都能用圆、柱等几

何形组成。几何图形的物体形态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抽

象简化而来，是从具象到抽象形的演变[8]。亲子玩具

可选用简单几何图形再现日常直观形态，帮助孩子们

刻画错综复杂的世界。 
形态同时也追随着情感，不同几何造型的组合有

着不同的情感表达，展现了设计师的别样情感。如毛

绒动物形态的玩具，造型逼真可爱、触感柔软让儿童

感到舒适，有安全感。拼图造型的玩具，充分开发了

儿童的智力，带给他们拼装完成的成就感等。玩具形

态的多变性可增强趣味性提高玩具对孩子们的吸引

力。利用几何形态的变化与组合进行亲子玩具的设

计，通过视觉、听觉、触觉、通感以及各种心理认知

等情感的体现方式来训练儿童的各种感官，不仅丰富

了感性认识，而且有助于巩固他们在生活中获得的印

象[9]。 
例如意大利米兰 DesignLibero 设计工作室设计

的 Animaze 模块化儿童家具式玩具见图 2。以猫咪、

棕熊、章鱼、大象和小鸭子为原型，提取外部轮廓并

简化成几何形体表达。每种动物都是由泡沫垫和圆形

木框架构成，外观可爱，兼具安全性与趣味性，充分

考虑了孩子与父母的情感需求。父母可陪同孩子一起

装配，并通过不同的动物外形任意组合搭配形成不同

的外观。在与游戏的互动中，不仅有利于开发儿童的

逻辑思维能力、丰富其想象力，而且促进了亲子间的

情感沟通与信息交流。 
 

 
 

图 2  Animaze 模块化儿童家具式玩具 
Fig.2 Animaze modular furniture toy for children 

 

2.3  亲子玩具色彩的情感表达 

人类是视觉性的动物，通过视觉感官来感知和认

识周遭的一切事物来获取各种信息。颜色是视觉传达

信息的重要途径。色彩的运用和搭配也是产品设计的

重要构成因素。在亲子玩具中，色彩可以间接影响儿

童性格的形成，在不同的情况下合适的颜色可以刺激

儿童大脑皮层的发育和增强儿童早期的智力发展[10]。

具有审美性的色彩有助于儿童美学观的形成。不同颜

色的相互搭配能给儿童带来丰富的精神感受与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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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亲子玩具对于色彩的运用在考虑孩子情感诉求

的同时，也应关注父母的色彩心理建设。 
例如由设计师 Victor Alemán 所推出的 the Grid 

Game 见图 3。是由 6 组色块任意拼贴组合的多人桌

上游戏，家长能一起与孩子进行游戏互动。The Grid 
Game 是由基本形的六角形砖组成，每个砖块又分成

3 组色块，玩法简单，利用最具视觉识别性的颜色进

行信息传递，通过 6 个边两两拼凑，可随意把相同或

不同的颜色进行组合。孩子们既可以利用自己的想

象，也可无意识地随意摆放创造不同的颜色创意图

形。家长们加入互动，利用玩具颜色基本形组合成现

实中所存在的意像，开发孩子的空间思维能力，有利

于 其 对 色 彩 的 把 握 与 外 观 世 界 的 感 知 。 The Grid 
Game 玩具颜色种类多，组合千变万化，儿童不会对

此产生厌倦感，能时刻保持对事物的好奇心与不断探

索的求知欲。
 

 
 

图 3  The grid game 
Fig.3 The grid game 

  
2.4  亲子玩具交互的情感体验 

交互行为适用于研究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

的一系列关系[11]。传统玩具的交互方式是人和物浅层

次的交互体验，即用来让儿童排除空虚感从而获得愉

悦心理或者用来消磨时光。科技的发展，赋予了玩具

更多的功能，使得玩具产品更加智能，儿童能与玩具

进行更多的互动和更好地交流，带来更多的愉悦感和

新鲜感。亲子玩具是以玩具为媒介，在游戏的过程中，

实现家长与小孩，小孩与玩具，玩具与家长 3 层面多

感知的交互体验。关注于家庭的互动和陪伴，注重孩

子们更深层次的心理感受及父母的情感体验，使亲子

间情感上面得到更多的交流。大人与小孩一起游戏，

以玩具为纽带通过情感的互递，让小朋友和大人进行

更加有爱的沟通，有助于促进家庭的和睦，增进父母

与孩子的感情，让他有个美满幸福的童年。 
例如笔者设计的“月亮船”亲子互动玩具见图 4。

通过对儿童心理的分析、玩具的用户行为、儿童与家 

长的互动这 3 方面的研究，从而挖掘儿童对亲子玩具

的感官体验、行为体验和情感体验。儿童都喜欢摇晃

的运动状态，特别是婴幼儿。月亮船结合了木马的特

性又赋予其跷跷板的功能，在给儿童骑马的即时感的

同时又能更加注重父母与儿童的交互感知体验。跷跷

板与玩具木马这两种功能的整合，使月亮船亲子玩具

具有可变换性，延长了玩具的使用周期，丰富了孩子

们的交互体验。此外，月亮船的座位处是以毛绒纤维

材料编织而成，具有可拆卸性。父母和孩子可根据自

己的喜好共同完成玩具细节部分的编织，丰富月亮船

的外观形态并使其更具情感个性，更有效地促进了家

长与儿童的互动感受。“月亮船”亲子互动玩具，其本

身最直观的情感让人感到舒心踏实。月亮的外形，极

具简洁的审美又增添了孩子们对于童话的想象，使孩

子心理上得到满足。加上有了父母的陪伴，一同与孩

子们玩耍。在“月亮船”的交互体验上，增进了亲子之

间的互动体验，升华了玩的过程中的心理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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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月亮船亲子互动玩具 

Fig.4 Moon boat parent-child interactive toy 
 

3  结语 

爱与陪伴是亲子玩具情感化设计的核心，从玩具

的材料、形态、色彩、交互感知中都体现了产品赋予

的情感因素。孩子的成长之路离不开父母的爱与陪

伴。现如今高科技迅猛发展，这也不可不免地造就了

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感，越来越多的孩子沉迷于手机、

网络游戏，影响着他们的身心健康且疏远了父母与孩

子的距离。亲子玩具的设计与使用就是要消除当今社

会给孩子所带来的孤独感，促进家庭的和谐与内在秩序

的正常。使儿童及其家人的情感诉求都得到充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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