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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依恋理论的多功能婴儿床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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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目前婴儿床设计功能同质化且只侧重关注母婴其中一方的现状，基于依恋理论设计出

适应母婴双方依恋心理的多功能婴儿床。方法 通过研究儿童心理学、儿童动作发展学等领域的著作和

文献，探知母婴之间依恋关系的重要性，以市场调研为立题基础，将依恋理论和婴儿床的形式、功能、

社会性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婴儿床的双向体验和多功能性是满足母婴双方依恋关系所必不可少

的条件。建立母亲、婴儿、产品三者之间的关系模型，深层剖析婴儿床与母亲、与婴儿之间的关系，让

婴儿床更好地满足母婴双方的依恋需求。结论 要满足母婴的依恋情感，必须从依恋理论的角度综合考

虑母婴双方的心理需求，并根据母婴双方的依恋特征进行多功能设计，同时把握好其智能设计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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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functional Crib Design Based on Attachment Theory 

LI Cui-yu, ZHANG Qiong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68,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design a multi-functional crib that adapts to the attachment psychology of both mother 
and baby based on the attachment theory,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the function of the crib design is homoge-
neous and only focuses on one side of mother and baby. Through the study on books and literature in the fields of child 
psychology, child movement development etc., the importance of the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 and baby 
was explored. Based on market research, the attachment theory was integrated with the form, function and sociality of the 
crib for comprehensive analysis.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two-way experience and versatility of the crib were essential 
for satisfying the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ther and the baby. A relationship model among the mother, the 
baby and the product was established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crib, the mother and 
the baby, so that the crib could better meet the attachment needs of both mother and baby.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attach-
ment feelings of the mother and the baby, 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he psychological needs of both 
mother and bab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ttachment theory and carry out multi-functional design according to the at-
tachment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mother and baby, and grasp the rationality of its intelligent design. 
KEY WORDS: attachment psychology; mother and baby; cognitive development; multi-functional design; intelligent design 

随着人们消费方式和育婴观念的转变，婴儿床作

为母婴双方必不可少的产品，应向人性化、多功能、

高品质的方向发展，成为母婴双方情感的联结者和

促进者。婴儿与母亲的情感联结是以后所有人际关

系的基础 [1]。在我国，作为母婴依恋关系一方的母

亲多在分娩后 14 周就回归职场  ，其陪伴的缺失导

致婴儿的依恋感得不到充分满足，对婴儿毕生的成

长都会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母亲自身若缺失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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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同样也会产生焦虑的情绪反应 [2]。依恋理论

作为解释亲密关系的 优理论框架 [3]，可将其应用

于婴儿床的多功能设计研究，以促进母婴双方在不

同依恋阶段的情感联结，构建“安全基地”以满足

母婴依恋需求。 

1  母婴依恋理论及其与多功能设计之间的

关系 

1.1  依恋理论溯源及母婴依恋关系的建立 

依恋理论的先驱 John Bowlby 初在儿童心理健

康领域提出“母爱剥夺论”观点，得出婴儿期若得不

到母亲般的呵护就会形成“无感情性格”，进而引起

其在人生其他阶段产生犯罪行为可能性的结论；后继

者 Ainsworth 对依恋类型的研究则表明，有安全依恋

关系的婴儿在未来的成长中会具有更高的安全感、责

任感和认知能力。婴儿在 6~7 个月逐步开始与母亲建

立依恋关系，一直到 24 个月之前是依恋关系形成的

关键期[4]，其安全依恋质量的好坏跟母亲敏感的养育

（Sensitive caregiving）成正比，鉴于此，对婴儿床

的设计应首先从提高婴儿安全感、降低母亲使用产品

时的烦躁感出发。 

1.2  依恋与多功能设计之间的关系 

母婴之间的依恋关系虽有较为明显的关键建立

期，但根据依恋理论的内部工作模式特征来看，依恋

是一个终身存在的现象，并不仅仅局限在生命 初的

几年，一方面，内部工作模式是对过去的再现；另一

方面，它们也被用来指导未来的亲密关系[5]。婴儿床

的设计应该遵循依恋的这一特征，其功能设计不应仅

是横向的使用，还应包含纵向的功能延伸，使一脉相

承的设计继续延伸其已经产生的情感联结。 

1.3  维系母婴依恋关系的多功能婴儿床分析 

依恋理论认为,人类心理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取决

于其心理结构中是否有一个安全基地 [6],新生儿一天

要睡约十六个小时，婴儿床几乎就是除母亲怀抱外的

“安全基地”的代名词。婴儿睡眠质量的好坏直接影

响其大脑发育的好坏，另外，为新生儿单设婴儿床可

防止婴儿遭到父母无意导致的碾压和窒息危险，也可

以让父母休息得更好，鉴于此，为婴儿设计一款性能

优良的婴儿床很有必要。如 Farska 多功能婴儿床（见

图 1），从儿童动作发展的动态系统理论出发设计了

一款成长性婴儿床，它功能多变，能有效增进母婴之

间的互动。Leander 婴儿床从功能可持续的角度出发，

设计了由一系列的单个产品组成的系统产品，它能贯

穿整个婴孩时期，造型富有张力、简洁素净，能很好

地融入居家环境（见图 2）；Valdera 婴儿床突出了悬

挂于床顶的游戏模块和储物功能（见图 3）；电动安

抚婴儿床突出了智能抚慰功能（见图 4），这些功能

能快速满足婴儿的需求，也可以帮助母亲减轻育婴压

力，使其将更多的情感倾注到婴儿身上。以上所述的

多功能婴儿床基本兼顾了母婴双方的需求。另外在物

联网迅速发展的浪潮下，母婴产品将通过智能化设计

拥有更人性化的功能体验，实现从物质制造到非物质

智造的飞跃。 
 

婴儿床                     子母床                     游戏围栏                   儿童沙发 

 
 

图 1  Farska 多功能婴儿床 
Fig.1  Farska multi-functional crib 

 

   
 

图 2  Leander 婴儿床 
Fig.2  Leander crib 

 

图 3  Valdera 婴儿床 
Fig.3  Valdera crib 

 

图 4  电动安抚婴儿床 
Fig.4  Electric soothing cr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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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母婴和产品之间的依恋关系模型 

婴儿的健康成长必须是由婴儿本身、母亲(还包

括其他次级看护人)的看护行为、婴儿用品等环境共

同构成的,是系统的环化结构,并非婴儿-产品,母亲-产
品这样两点一线的关系[7]。母亲、婴儿、产品三者之

间的关系见图 5，母亲是产品的购买决策者，产品是

母婴双方情感的促进者，婴儿是产品的实际体验者，

母亲的购买决策和婴儿的体验反馈都衡量着产品的

情感价值和功能价值。正如索尼公司所言：“在你制

作产品之前，你不得不首先了解人[8]。”母亲选择产

品的影响因素包括：母亲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行为

习惯、消费观念，婴儿的性别、出生月数、身体状况、

认知心理，以及产品给人的感官感受及功能体验等。

由于母亲在购买产品时会不自觉地带入自己的偏好，

所以在设计产品时应首要考虑产品实际使用者的需

求，不能为了刺激购买欲就依照母亲的感官和心理去

设计，应该先满足了婴儿的依恋需求后再从经济心理

学的角度激发母亲的消费欲望。 
设计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重塑人与物之间

的关系[9]，人与物的关系经历了物理上的亲近到 终

的情感依附，这种关系同人类的内在亲密情感有相似

之处。—旦人与产品建立起亲密情感,那么该产品对

用户的价值将会超过其原有的价值[10]。对于母婴产品

的设计要考虑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综合

关系，理清主次。在人与人方面要考虑双方对依恋关

系的需求；在人与物方面要着重考虑交互体验，促进

情感联结，创造非物质价值；在物与物方面要尽量保 
 

 
 

图 5  母亲、婴儿、产品三者之间的关系 
Fig.5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mother, 

 the baby and the product 
 
持功能的纯粹，不因物联网时代的到来就在不同产品

上滥用同质化的功能模式，产品的智能化设计不是简

单的技术叠加，而是随着发展有计划地“联网”，实

现真正的万物互联。 

3  基于依恋理论的多功能婴儿床设计策略 

依恋理论自发展以来已经不仅局限于心理学范

畴，在设计领域也大放异彩，对于该理论主要截取其

中几个要点运用到婴儿床的设计中去。 

3.1  婴儿床设计现状及不足分析 

虽然市面上不乏有可圈可点的婴儿床产品，但从

母婴依恋角度进行多功能设计的产品并不多。当前市

场上的婴儿床主要有这几类：围栏式、拼床式、摇篮

式、模块式（可成长性儿童家具），本文选取了国内

外市场上知名的热销款婴儿床，并另外列出两款饱受好

评的智能婴儿床（国内外知名婴儿床性能分析见表 1），  

表 1  国内外知名婴儿床性能分析 
Tab.1  Analysis on the performance of famous cribs at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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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国外婴儿床的设计比较强调品质，多以手工制作

为主，采用优良的材质，对于产品的功能也有较为精

细的考量，使用年限要远超国内产品。由于国内智能

设计的风行，婴儿床的设计突破了传统功能，朝着智

能化方向发展且有很高的性价比，相比传统婴儿床它

们更受消费者欢迎，其智能化功能主要有：智能摇床

哄睡、储物、早教音乐、遥控、APP 监测等，但其使

用年限短暂。综合国内外产品来看，对婴儿床的整体

设计还存在以下几点不足：（1）材质单一、色彩冷淡；

（2）造型生硬，与婴幼儿及女性购买者的偏好不符；

（3）细节欠缺，舒适性及安全性无法保障；（4）智

能设备的功能与其他产品重叠造成资源浪费，在调研

产品时发现越高端的产品在实现多功能设计时更倾

向利用结构的变化而非智能技术，只有那些非品牌无

较强竞争力的产品才会滥用智能技术去增加产品附

加值；（5）少数产品不能兼顾母婴双方的需求且无法

融入居家环境。 

3.2  基于依恋理伦的婴儿床设计策略创新 

3.2.1  依恋习性学理论与婴儿床的形式设计 

依恋习性学理论（Ethological theory of attach-
ment）认为，婴儿与养育者之间的情感联结是进化的

产物，它可以增大物种存活的机会[1]。为了更好地引

起父母的注意，可在产品造型上利用仿生元素使照看

者产生联想，以至于看到产品的造型和配色就能引起

情感的共鸣。另外，相比直线型事物，婴儿更喜欢曲 

线、三维、似人的事物，基于调研结果，女性在选择

产品外观时也主要偏向圆润、流线、柔美的造型[11]，

仿生造型和适宜的配色能满足婴儿的视觉偏好，并培

养其获得性别感。基于依恋理论的多功能婴儿床造型

设计从嗷嗷待哺的鸟儿身上得到灵感，把鸟的头部抽

象化，用圆润变化的曲线代替市场上大多数产品规整

的外形线，并选用与婴儿性别偏好相符的颜色。至此，

产品造型的功能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产品本身的物

理层面，产生了如对产品的认知、感知、自我掌握及

情感和心理上的依赖等产品物质功能以外的功能[12]。 

3.2.2  依恋发展阶段与婴儿床的功能设计 

依恋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根据让·皮亚杰

（Jean Piaget）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来看，依恋建立

期的婴儿处于感觉运动阶段，主要通过感官和动作来

理解外在世界，婴儿在出生后听觉、触觉、嗅觉、视

觉等各方面认知机能均有不同程度的初步发展，它们

分别对应的依恋行为是母亲说话的声音、拥抱、乳香

及面孔，而母亲却拥有完善的认知能力，可主动调节

自身依恋需求，因此母亲作为依恋关系的主要维系者

需根据婴儿不同时期的行为表征和认知发展状况来

选择适宜的育婴产品，以便在母亲需要休息或不在婴

儿身边时，产品能对婴儿起到良好的安抚作用以满足

其安全依恋的需求。 
依恋的发展阶段与婴儿的动作、认知发展阶段的

对应见表 2。据表 2 可见在整个婴儿期的依恋阶段中，  
 

表 2  依恋发展阶段与动作、认知发展阶段的对应 
Tab.2  Correspondence between developmental stage of attachment and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action and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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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孩的运动发展变化迅速，为使婴孩与产品能产生循

序渐进的依恋情感，并 大程度地利用资源，多功能

可持续性的设计方案无疑是 优的。在婴儿较小的时

候，紧密的拥抱会使婴儿更有安全感，而随着身体的

发育，需根据人体工程学调整产品的形态和功能以符

合婴儿的身心特征，例如拓展婴儿床的长度、增加护

栏的高度等，改变产品在婴儿不同成长阶段的功能，

例如在前依恋阶段以摇篮为主要功能，在明确依恋阶

段以带防护栏的婴儿床为主要功能，在双向关系形成

阶段以儿童座椅和游戏道具为主要功能，等婴儿不再

需要婴儿床的时候可以发挥其储物功能。婴儿出生时

其五感除视觉外均已相对完善，在针对知觉发展的设

计上，应更讲究“多通道”的系统设计和“软硬结合”

设计（要为硬件对应的软件内容做设计），使其做到

真正的人性化和多功能，如：（1）使用婴儿喜欢触摸

的材质设置多个可供玩耍的游戏挂件，在产生分离焦

虑（Separate anxiety）时可模拟母亲双手的触碰吸引

婴儿；（2）设计符合婴儿听觉偏好的节奏感强而复杂

的声音；（3）母亲身上散发的母乳气味是婴儿区分母

亲与其他人的重要特征，在环境中置入支持婴儿早期

发育的母乳香气，可营造“安全基地”氛围；（4）为

婴儿床设置独立的灯光系统以满足父母休息和婴儿

视觉发展水平的需求，减少夜间灯光刺激，营造适宜

的入睡环境。上述功能详细方案均可见图 6。 

3.2.3  多重依恋与婴儿床的社会性需求 

婴儿可以同除母亲外的其他次要抚育者形成多

重依恋关系，这种社会联结使得母婴产品在设计上还

应考虑其普适性。应满足使用的易用性、耐久性、安

全性，产品符号统一平衡的美感，交互介质的主动示

能，价值意含与意象意含的和谐，不同文化背景的差

异性容错等。另外，随着婴儿社会化水平的提高，9~12
个月的婴儿能够相互展示与接受玩具，还会进行社会

游戏，如躲猫猫、比赛追逐，这些行为非常重要，是

未来社会交换的基础[13]。总之应在婴儿床上拓展出相

应的模块以满足婴儿的社交需求，图 6 所示的游戏模

块能体现上述设计策略。 
综上所述，图 6 所示的婴儿床可满足母婴的视觉

偏好，婴儿期（0~3 岁）可作为摇篮，亦可增加床的

长度和护栏的高度，来作为游戏床；学前期（3~6 岁）

可当儿童座椅；闲置时可用作储物或拆开板件自行改

造成游戏道具；另外还设计了单独的仿生母乳香氛

机，可将其置于婴儿床周围释放母乳香气。诺曼曾说：

“我们所依恋的不是物品本身，而是与物品的关系及

物品代表的意义和情感。”物联网时代母婴产品虽日

渐智能，但以上设计并没有大肆运用智能技术去实现

多功能，产品应是拉近母婴依恋关系的桥梁，而不  
是毫无温度的机器，不能完全用它替代人的作用和 
情感。 

 

 
 

图 6  基于依恋理论的多功能婴儿床设计 
Fig.6  Multi-functional crib design based on the attachment theorybased on attachmen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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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母婴依恋关系的重要性是心理学家反复论证的

内容，但其在母婴产品设计上的应用并不多见，本文

通过对依恋理论进行梳理，对国内外产品进行调研，

引入依恋习性学、依恋发展阶段特征、多重依恋等理

论运用在设计上，为当前婴儿床品类单一、功能同质

化、智能技术滥用的现状提供了新思路。然而国家对

智能设计在婴儿床上的应用无详细标准，因此本文对

智能技术的使用持保守态度，例如智能摇床功能，入

市的低门槛导致市场上的摇床品质参差不齐，其功能

的可靠性无法保证，摇晃的力度可能会给婴儿的脑部

造成损伤。鉴于此，在日后的研究中可设计一些实验

来测试婴儿对这些功能的受用情况。不仅要致力于为

新生儿打造安全的依恋环境，在将来还要为已经呈现

其他依恋类型的幼儿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母婴依恋矫

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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