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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儿童智能产品设计研究中儿童用户参与度低的问题，应用感性工学的设计方法进行探

究，使儿童智能产品的设计更能满足儿童及其父母的需求。方法 将儿童智能产品和儿童用户进行相应

的分类。以儿童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获取儿童和父母在选择不同儿童智能产品时的决策权重

数据。结论 针对儿童参与式的儿童智能产品设计提出了设计流程，包括选择产品设计域、儿童数据获

取及计算、感性数据获取方法、结合权重比的感性测量数据计算、定性定量分析及方案设计 5 个步骤。

通过以学龄儿童为用户的儿童智能手表设计对设计方法进行验证。实践证明，应用该方法能够有效提高

儿童在设计过程中的参与度和用户对产品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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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Method of Children Participatory Intellectual Products  
Based on Kansei Engineering 

XU Xiao-yun, XIE Qiu-rui, ZHANG Shu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with the design method based on Kansei engineering, to enable the design of 
children intellectual products 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regarding the problem of low partici-
pation of children users in the design and research of children intellectual products. Children intellectual products and 
children users were classified accordingly. With children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
ducted to obtain the decision weight data of children and parents in selecting different children intellectual products and 
the product design method combined with Kansei Engineering. A design process is proposed for the design of children 
participatory intellectual products, which includes five steps: selection of product design domain, acquisition and calcula-
tion of children data, acquisition method of perceptual data, calculation of perceptual measurement data combined with 
weight ratio a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scheme design. The design method is verified through the design 
of children intellectual watches with school-age children as users.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design process and users' satisfaction with the product. 
KEY WORDS: children intellectual product; Kansei engineering; participatory design; decision weight 

随着科技发展，智能化、信息化的产品逐渐融入

了人们的生活，无论是移动设备还是家用产品都向着

智能化方向发展，并且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和工作方式。儿童产品智能化是一种必然趋势，针对

儿童智能产品的设计研究成为业界学者日益关注的

话题。学者们通常以儿童在认知、心理、生理方面的

共性特征作为主要研究依据，并从通用化的关怀、情

感层面出发，对儿童智能产品进行设计研究。然而该

类方法存在明显不足，作为产品真实使用者的儿童，

参与程度明显不高。本文在阅读、分析大量儿童相关

方面论文的基础上，以购买儿童产品时儿童会参与购

买过程和具有一定的选择决定权为依据，运用感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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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对儿童智能产品进行儿童用户参与式设计方法探

究，并通过以学龄儿童为目标用户的儿童智能手表设

计对设计方法进行验证。 

1  儿童智能产品设计问题的提出 

1.1  儿童智能产品的类别 

儿童产品通常是按照感官发育、运动健身、逻辑

想象等功能类型分类，或者按照塑料、玻璃、毛绒等

材质类型分类。为体现儿童智能产品在功能和用户需

求上的差异，可将儿童智能产品分为以下 3 类。 
1）亲娱乐性智能产品。主要是指为满足儿童娱

乐需求的智能产品，例如变形机器人、遥感赛车、体

感游戏机等以娱乐为目的的智能产品。游戏是儿童的

天性，几乎所有的儿童都是在游戏中成长起来的，亲

娱乐性的智能产品不仅能满足儿童玩的需求，而且还

能使儿童在多方面都能得到发展。 
2）亲教育性智能产品。主要是指满足儿童学习

需求的智能产品，例如学生用平板电脑、点读机、电

子词典等都是以辅助儿童学习为目的的智能产品。随

着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日益重视，亲教育性智能产品的

市场和前景也将更加广阔。 
3）亲看护性智能产品。主要是指满足儿童健康、

安全需求的智能产品，例如智能手表、智能定位鞋、

定位手机等以保护儿童安全和呵护儿童健康为目的

的智能产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信息的飞速传

播，家庭和社会对儿童的健康和安全愈加重视，儿童

拥有健康和安全的童年是全社会所期望的。儿童智能

产品类别，见图 1。 

 

 
 

图 1  儿童智能产品类别示例 
Fig.1  Example of children intellectual product category 

 

1.2  儿童智能产品设计存在的问题 

通过分析儿童智能产品设计相关研究发现，在以

儿童为目标用户进行产品设计时，通常会以儿童自身

心理、认知、情感发育不完全为由，极少应用儿童参

与设计的方式进行相关研究，而是以产品的成年购买

者作为用户研究的对象，让其进行参与式设计。相关

学者在对儿童的可穿戴产品[1]、学习用品[2]、网站界

面[3]等的设计研究时，以父母、老师等成年人参与设

计的方式进行研究，对儿童仅仅进行了认知、心理等

共性特征的研究分析。然而儿童在选择购买自己使用

或者家庭成员共同使用的产品时，是具备一定程度决 

策力的，儿童的意见能够对其父母选择商品产生影响，

尤其是在父母为儿童购买产品时这种影响会更加明显。 
目前儿童智能产品设计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针对

儿童智能产品设计的研究方法尚不完善，二是在进行

儿童智能产品设计研究时儿童用户参与度很低。针对

上述问题，结合儿童参与式设计和感性工学进行儿童

智能产品设计的方法探究。 

2  感性工学理论及研究框架 

2.1  感性工学理论及应用 

感性工学是 20 世纪 70 年代起源于日本的一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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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方法。长町三生将感性工学定义为将用户对产品的

感觉意愿转化为设计师可用于产品设计的物理特性

设计要素的技术[4]。感性工学研究的是用户的感性意

象，通过定性、定量分析将感觉转化为明确的设计要

素形式，从而使设计满足用户的需求并超出用户的期

待。感性工学在传统以工程方法解决产品设计问题的基

础上，融入了用户的情感需求，使产品更符合用户喜好，

让之前过于理性化或过于感性化的设计方法得以修正。 
感性工学经过 40 多年的研究，在产品设计、平

面设计、机械产品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在

我国，苏建宁等[5]通过对用户意象偏好调查并采用定

性、定量的型态分解描述来对用户感性意象和产品造

型建立对应关系。杜鹤民[6]将感性工学与模糊层次分

析法进行结合建立模糊评价矩阵，实现对产品的量化

评价。宋章通等[7]将感性工学与互联网产品设计思维

相结合用于对语义空间和设计要素的提取。 

2.2  研究框架及设计流程 

2.2.1  研究框架 

将应用感性工学的儿童参与式智能产品设计方

法研究分为选择产品设计域、儿童数据获取及计算、

感性数据获取方法、结合权重比的感性测量数据计

算、定性定量分析及方案设计 5 个部分。 
1）选择产品设计域。根据想要设计的儿童智能

产品，从亲娱乐性、亲教育性、亲看护性三种智能产

品分类中选择适当的产品设计域。 
2）儿童数据的获取及计算。首先要确定儿童用

户类型。在儿童的划分上，研究者们通过不同的标准

对儿童进行过多种形式的划分。虽然父母是儿童智能

产品的真实购买者，但儿童作为产品的真实使用者在

购买产品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且经济学者认为儿童

在家庭购买产品中的影响力与儿童自身因素和家庭

消费决策方式有关[8]，儿童在消费决策上有以父母决

策为主、以儿童决策为主和父母与儿童共同决策 3 种

形式。因此在儿童智能产品设计中，以儿童消费心理

学为基础，结合儿童生理、心理、认知等因素，将儿

童划分为 3 种类别，见图 2。 
 

 
 

图 2  儿童智能产品的用户划分 
Fig.2  The user division of children intellectual product 

 
在确定儿童用户类型及决策模式后，需要获取儿

童与父母在购买某一类别儿童智能产品中所占决策

权重比，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根据张

卓苗[9]、丁婉琳[10]、王雪[11]等学者关于儿童是否具有

表达真实观点能力的研究验证，非自主型儿童基本不

具备准确的表达能力和判断能力，半自主型儿童在接

受教育的程度和时长上明显不同于非自主型儿童，思

维、认知等相较于非自主型儿童有明显发展，但又不

能像自主型儿童和成年人一样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

和理解能力。因此在对非自主型儿童进行设计时，要

以父母为主要调研对象；对半自主型儿童进行设计

时，要将儿童和父母同时作为调研对象；对自主型儿

童进行设计时，主要将儿童作为调研对象。在问卷设

计时，需要使问卷的语句、问题设计符合对应用户的

认知和学习能力，让用户在问卷调查中能够表达自己

真实观点的能力，更具效度和信度。 
通过问卷调查获取儿童与父母决策权重占比数

据后，针对不同产品域的儿童智能产品，可以结合权

重比的感性测量数据进行计算。以亲娱乐性智能产品

为例，权重比计算公式见图 3。同理可得亲教育性和

亲看护性智能产品的感性测量数据。 
 

 
 

图 3  亲娱乐性智能产品权重比计算公式 
Fig.3  Formula for calculating weight ratio of entertainment intellectual products 

 
3）感性数据获取方法。获取用户感性数据时，首

先要确定感性词汇，其次进行典型产品样本的收集和筛

选，然后让用户对典型产品样本进行评分，最后通过语

义差分量法对典型产品样本和感性词汇进行数据统计。 
对儿童智能产品进行感性数据获取时，需要对父

母和儿童同时进行问卷调查。因此在获取儿童感性数

据时，感性词汇的选择不仅要考虑词汇是否适合所研

究的产品域，更要考虑儿童是否能够正确理解感性词

汇，为使得儿童能够更好的理解感性词汇，可以将感

性词汇所表达的意思用合理的图示进行解释，使得儿

童在不能够很好地理解感性词汇时，能通过图示辅助

其理解，见图 4。 
4）结合权重比的感性测量数据计算。将通过语

义差分法获得儿童和父母对典型产品样本的评分数

据分为儿童数据和父母数据，与儿童和父母的决策权

重比相结合，对感性测量数据进行计算。计算公式为：

感性测量数据=儿童评分平均值×儿童权重比+父母评

分平均值×父母权重比。 
5）定性定量分析及方案设计。对典型产品样本

进行定性、定量分析，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结果，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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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感性词汇及对应图示 
Fig.4  Perceptual vocabulary and corresponding graphic 

 
能使用户产生好感的要素进行整合设计，随后请用户

对设计结果给予评价。 

2.2.2  设计流程 

本设计流程对儿童参与设计的方法进行了研究，

并将这种方法结合到感性工学中。本方法相较于感性

工学一般方法，更适用于儿童智能产品的设计研究，

获得的用户信息也更加合理和全面。应用感性工学的

儿童智能产品设计流程，可以在充分考虑儿童用户的

同时也顾及父母对产品设计的影响，并能够通过数据

进行数量化计算。设计方法流程见图 5。 

 

 
 

图 5  儿童智能产品设计方法流程 
Fig.5  Flow chart of design method of children intellectual product 

 
3  儿童参与性智能产品设计实践 

此次的设计实践以儿童智能手表为例进行，儿童

智能手表在目前市场上以保障儿童安全为主要卖点，

因此将儿童智能手表的设计域列为亲看护性智能产品。 
用户人群设定为 7 至 12 岁的学龄儿童，因此儿 

 

童用户类型为父母与儿童共同决策的半自主型儿童。

将经过设计后的调查问卷随机发放给天津地区的 100
名学龄儿童和 100 名学龄儿童父母，调查问卷的内容

包括在购买儿童智能产品时，父母与儿童分别认为自

己与对方具有多大程度的影响以及一些相关问题。调查

问卷中有关选择儿童智能产品决策权重的数据见表 1。 

表 1  儿童智能产品问卷调查数据 
Tab.1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of children intellectual products 

儿童认为与父母

决策比重 
亲娱乐性智能

产品 
亲教育性智能

产品 
亲看护性智

能产品 
父母认为与儿童

决策比重 
亲娱乐性智能

产品 
亲教育性智能

产品 
亲看护性智能

产品 

儿童 78% 46% 32% 儿童 48% 38% 26% 
父母 22% 54% 68% 父母 52% 62% 74% 

 
通过获取的数据运用权重比计算公式可以计算

出在选择亲看护性儿童智能产品时，儿童决策权重

比为 29%，父母决策权重比为 71%。因此，在选择

亲看护性儿童智能产品时儿童与父母决策权重比为

29∶71。 
对搜集到的多组感性词汇进行筛选，最终确定的

6 组感性词汇分别是：厚重与轻便、复杂与简约、冷

漠与亲和、传统与时尚、难用与易用、危险与安全。

根据学龄儿童认知对词汇进行图示。对儿童智能手表

产品样本进行收集并整理筛选出 20 个典型产品样

本，为避免品牌、色彩等因素对被试用户产生干扰，

需要将典型产品样本进行处理，形成如图 6 所示的线

框图形式。应用语义差分量表法对 20 名学龄儿童和

20 名学龄儿童父母进行调查，获取被试用户对样本

的评分数据。 
运用感性测量数据计算公式得出数据结果，见

表 2。 
对典型产品样本数据进行定性分析，5，10，12，

15 号样本综合评分较高，4，14，16，19 号样本综合

评分较低。通过观察发现，评分较高的产品样本具有

圆润的外形、造型简洁等特点；评分较低的产品样本

体型宽大、造型死板。在设计实践中要多参照高评分

产品样本设计要素，避免低评分产品设计要素。 
对典型产品样本进行定量分析，定量分析是应用

数据分析软件对感性数据进行分析，常使用的软件有

SPSS 等。首先对产品样本进行要素分类，要素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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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7；然后，通过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线性回归 
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平面、圆形、触摸屏、有按键、

嵌入式摄像头、卡通造型、可拆卸式这些要素与轻便、

简约、亲和、时尚、易用、安全这些正面感性词汇基

本呈现正相关。 
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结果，将能使用户产生好感

的要素进行整合设计，设计结果见图 8。经调查显示

设计结果能够获得学龄儿童和父母的认可。 
 

 
 

图 6  儿童智能手表的典型产品样本 
Fig.6  Typical product samples of children intellectual watches 

 
表 2  典型样本感性测量数据 

Tab.2  Typical sample’s perceptual measurement data 

典型 
样本 

厚重— 
轻便 

复杂— 
简约 

冷漠— 
亲和

传统— 
时尚 

难用—

易用

危险—

安全

典型

样本

厚重—

轻便

复杂—

简约

冷漠— 
亲和 

传统— 
时尚 

难用—

易用

危险—

安全

样本 1 –0.533 0.762 0.799 –0.4955 0.75 1.098 样本 11 0.988 0.52 –1.356 –1.043 –0.556 –0.564
样本 2 0.985 0.709 –0.027 1.3125 –0.147 1.576 样本 12 2.1145 1.576 2.0645 1.1155 0.7925 1.596
样本 3 0.9025 0.123 –0.272 0.3795 0.7365 –0.236 样本 13 0.312 –0.1765 0.548 0.52 1.3905 0.799
样本 4 –0.564 –0.4955 –1.1655 –1.177 –0.7915 –1.0415 样本 14 –1.6355 –1.2625 –1.1025 –1.315 –1.1025 –1.356
样本 5 2.0645 1.2195 1.576 0.7835 1.098 0.709 样本 15 1.737 1.3905 1.4435 0.776 1.098 0.988
样本 6 –0.7655 0.123 –1.096 –0.2895 –0.9805 –0.6385 样本 16 –0.7915 1.2965 –1.315 –1.637 –1.54 –1.0415
样本 7 0.0905 0.456 0.621 –0.3735 0.6585 1.019 样本 17 –1.419 1.098 –0.272 1.576 0.621 –0.236
样本 8 0.8495 –0.027 –0.272 0.0905 –1.315 –0.236 样本 18 –0.0425 –0.027 0.988 –0.147 1.3905 0.646
样本 9 –0.0095 1.019 0.8495 –0.155 0.312 0.709 样本 19 –0.6445 –1.2625 –1.2625 –1.315 –1.177 –0.955

样本 10 1.2965 1.842 1.382 1.098 1.3125 0.8335 样本 20 0.596 1.019 0.799 –0.4575 0.75 0.456
 

  
图 7  儿童智能手表设计要素 

Fig.7  Design elements of children intellectual watch 
图 8  儿童智能手表设计 

Fig.8  Children intellectual watch design 
 

4  结语 

作为儿童智能产品真实用户的儿童应参与到产

品设计过程中，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用户参与式的设计

理念。本文提出应用感性工学的儿童参与式智能产品

设计方法及流程，将作为产品使用者的儿童和作为产

品购买者的父母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梳理，并结合感

性工学对产品设计方法进行探究。通过以半自主型儿

童为用户的儿童智能手表设计对设计方法进行应用，

实践证明提出的方法能够有效提高儿童在设计过程

中的参与度和用户对产品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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