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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倡导融合教育和全纳教育的社会背景下，从人文关怀和伦理价值的视角探索学龄前视障

儿童平等地享受教育资源和玩享权利的玩教具产品实现形式，以期改善玩教具配套的现实困境。方法 通

过分析学前视障儿童触觉训练教育干预概况、梳理学前视障儿童感知特征、剖析触觉训练玩教具现状及

问题，以教育补偿中的触觉训练为根本，提炼出系统易用、玩教一体、包容平等的设计原则，并分别以

模块化设计、情趣化设计和包容性设计为设计方法展开构思和创意，从系统、宏观的角度围绕学前视障

儿童的触觉能力、认知能力、学习能力等要素展开系列化玩教具设计实践。结论 为学前视障儿童的早

期干预和教育补偿提供产品保障，使之充分感受到世界的温暖和人性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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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Tactile Training Education Toys for Visually Impaired Preschoo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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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clusive education and integrated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care and ethical valu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right of enjoyment of visually impaired pre-

schooler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actical dilemma of education toys. By analyzing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actile train-

ing education intervention, perceptual features, current situation of tactile training education toys, based on tactile training 

in education compensation, develop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easy-to-use system, integration of play and education, inclu-

siveness, and equality while taking modular, interesting and inclusive design as the design method. From a systemic per-

spectiv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 toys design in terms of tactile, cognitive, learning ability and 

other elements. By providing these products to visually impaired preschoolers, they can fully feel the warmth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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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前教育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发展预示着

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越来越可期，全国

普通儿童学前教育接受率已达到 77.4%，但 3~6 岁残

障儿童学前教育接受率仅为 43.92%，残障儿童早期

关怀和学前教育的推广普及还十分有限。据统计：我

国视力障碍残疾人约 1731 万，盲人约 500 多万，只

有 28%的 0~6 岁视力残疾儿童接受过形式不一的教

育康复训练。随着融合教育和全纳教育理念的推进，

针对视障儿童展开的学前教育补偿是一项体现平等

与尊重的教育举措，特别是 3~6 岁为视障儿童身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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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黄金期，积极的教育补偿和干预训练不仅能有效

抑制派生性障碍的产生，还对促进视障儿童触觉能

力、认知、情感等各项潜能的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针对目前视障儿童学前教育资源极其有限、

玩教具配套产品相当匮乏的现状，本研究从设计伦理

的层面将学前教育配套产品与服务普惠到视障群体，

以补偿技能课程中的触觉训练为主导展开设计研究

和设计实践，以期为学前视障儿童提供科学合理的触

觉训练玩教具，确保学前教育补偿的有效性和时效

性，使之平等地享受教育资源和受教育权利。 

1  用户分析 

1.1  学龄前视障儿童触觉训练概况 

视障儿童学前教育课程一般包括补偿技能课程

和前学业课程，补偿技能课程主要包括触觉训练、听

觉训练、定向行走训练等，由于触觉在学前视障儿童

学习和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触觉训练则成

为补偿技能课程体系中的核心内容 [1]。依据国际规

定，视障儿童触觉训练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引

导视障儿童辨别材料的质地、软硬、光滑度、温度等；

第二阶段：辨认物体的基本结构、形状、轮廓、大小

等；第三阶段：通过拆、装的操作，理解事物整体与

部分之间的关系，发展视障儿童的空间概念；第四阶

段：从辨别立体图形过渡到平面凹凸图形；第五阶段：

辨别盲文字母、单词、句子[2]。可以说，对于材料表

面质感的意识是较为初级的，然后是对于形状的理

解，对盲文、数字、字母以及图形进行识别时，需要

反复地精细触摸训练才拥有较高的触觉识别能力，这

是触觉 高层次的发展表现[3]。视障儿童根据这五个

阶段科学有序地展开触觉训练，遵循从整个手到指

尖、从大到小、从粗糙到精细、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

过程[4]。他们通过有意识的触觉训练积极提升触觉能

力，使触觉成为他们感知外界事物和弥补视觉缺陷的

主要途径，为今后学习和生活的良性发展提供保障。 

1.2  学龄前视障儿童感知特征 

根据心理学家皮亚杰认知理论，3~6 岁儿童由感

知运动阶段过渡到前运算阶段，因视障儿童认知能

力、行动及思维能力等比普通儿童迟缓 1~2 年，因此，

大部分低龄学前视障儿童还停留在感知运动阶段（主 
 

要依靠感觉和知觉动作思维），或刚进入前运算阶段

（主要依靠表象思维，还不能进行逻辑推导）。根据

感官补偿理论，学前视障儿童触觉、听觉、平衡觉等

灵敏度和感受力明显高于普通儿童，实验证明：视障

儿童食指的触觉灵敏度相当高，普通儿童只能区别

1.97 mm 左右的两点距离，而视障儿童手指两点阈仅

为 1.02 mm， 低只有 0.7 mm，当然这是后天有意识

的训练而形成的，且因受干预程度不同而存在个体差

异。视障儿童可通过触觉辨别物体大小、形状、重量、

硬度、光滑度、湿度等属性，以获取事物的各种触觉

表象，同时，综合听觉、嗅觉、味觉等认知途径在大

脑中形成初步概念，并经过思维加工扩大为对客观世

界的认识。当然，与以视觉为主的感知方式相比，触

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对空间、距离、方位、深度

知觉感知比较弱，对事物也较难形成完整的概念，全

盲的儿童对于动态、抽象、太大、太小、太高、太远、

太复杂都很难认知，低视力儿童则对距离的远近、物

体的速度、物件的轮廓、整体与部分较难把握 s。此

外，在性格和心理上也较易表现出敏感、自卑、体态

语言发展缓慢、社交能力偏低等问题，部分学前视障儿

童能通过积极的早期干预和引导正视自身的局限性。 

2  市场调研 

2.1  触觉训练玩教具产品现状 

近年来，日本汤玛士玩具公司（TOMY）积极推

出“晴盲共游”（即视力正常者与视障者共同游玩）

玩具，英美等 14 个国家也积极开展共游玩具的设计

与推广。而我国学前视障儿童触觉训练玩教具十分有

限，产品种类单一，大多是棋类、魔方等产品。通过

文献查阅和市场调研，选取具有代表性的 5 款产品展

开分析。触觉感知墙（见图 1）通过触摸墙面附着的

毛绒、皮革、金属等材料，感知软—硬、光滑—粗糙

等表面性质 , 引导视障儿童辨识和区分不同材料的

质地、温度及密度等，产品功能明确、感知鲜明。触

觉板见图 2，用户可通过反复触摸感知其表面不同的

粗糙度和精细度。此类产品直接明了，但稍显枯燥。

盲用形状教具（见图 3）通过转动进行形体的完整对

应，以辨别形体和结构并理解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产

品操作简单合理，但玩法较为单一。盲用故事板见图

4，用户根据凸起的图形信息形成触感反馈，建立真 

   
 

图 1  触觉感知墙 
Fig.1  Tactile perception wall 

 

图 2  触觉板 
Fig.2  Tactile board 

 

图 3  盲用形状教具 
Fig.3  Shape teaching aids for the bl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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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盲用故事板 
Fig.4  Storyboard  

for the blind 

图 5  盲用积木
Fig.5  Building 

blocks for the blind
 
实物体与平面图案之间的联系，帮助视障儿童认识平

面图形，产品方便易用。盲用积木（见图 5）侧重于

精细触摸训练，通过使用盲文字母的配置设计来帮助

视障儿童学习和阅读，其体验性和操作性较为理想。

上述 5 款产品围绕触觉训练五级水平的不同层级而

展开，均属于指向性较为明确的功能型产品。 

2.2  触觉训练玩教具存在的问题 

首先，市场上为学前视障儿童提供的触觉训练玩

教具极其有限，就上述几款产品而言，虽属性鲜明、

指向明确、简单易用，但功能较为单一、玩法稍显单

调，玩教具在以玩教结合优化产品功效和价值上表达

不够充分，娱乐性、体验性、互动性不足，缺乏对功

能复合化、体验情景化、教育方式娱乐化等方面的综

合考量。其次，学前视障儿童在被动接受和使用普通

儿童玩教具过程中也存在诸多“不合理”现象。具体 

表现为：感知上缺乏明晰的指示性和识别性；使用上

缺乏易用性和灵活性；且容错水平较低、包容性不足

等，受众不仅无法顺畅享受产品所带来的快乐，还会

因操作障碍带来挫败感和自卑感。再次，由教师自主

摸索设计制作的触觉训练玩教具亦存在品种、数量及

表现形式等受限的一系列问题。可见，现有的学前视

障儿童玩教具在不同层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为触 
 

觉训练玩教具设计研究提供了依据和方向。 

3  触觉训练玩教具设计研究 

3.1  设计思路 

根据触觉训练玩教具存在的具体问题，3~6 岁视

障儿童玩教具设计以触觉训练五级水平为根本，整合

产品的特征和属性、拓展产品的功能和意义，围绕设

计机会点、设计目标和设计方法展开分析，梳理玩教

具设计的研究方向和实施路径，使设计思路逐渐清晰

化和科学化，见表 1。 

3.2  设计原则 

玩教具着眼于以教具的教育性和知识性为目标，

以玩具的娱乐性和趣味性为手段，是一种以玩教结合

的开发模式优化产品功效和价值的学前特教配套产

品。触觉训练玩教具开发以设计思路为依据，梳理出

以下三个设计原则。 

3.2.1  综合系统性与易用性 

针对具有系统性和集成性的触觉训练玩教具几

乎空白的现实困境，玩教具设计力求实现产品功能的

整体优化和价值 大化，系统设计思维是 佳的实施

路径之一。系统设计强调功能目标绝不是单个的，也

不是随意拼凑和任意组合的，而是合乎逻辑的产品功

能复合化的系统组合过程 [6]。就触觉训练玩教具而

言，根据产品功能逻辑上的统一性要求，探求玩教具

功能目标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尝试以产品系统设计中

的集约化设计、模块化设计等方法实现触觉训练五级

水平依次展开和有效整合，强化产品功能属性的整体

性思考和系统性表达。同时，因目标群体存在个体认

知障碍的差异性和复杂性的现实问题，用户需根据自

身能力灵活选择产品的使用方式，且产品需简单易

用，以协调用户在产品功能和信息量上的认知负荷与 

表 1  触觉训练玩教具设计思路分析 
Tab.1  Analysis of design thinking for tactile training education toys 

要素 现有问题 设计机会点——解决方式 设计目标 设计方法 

核心功能层面 功能单一  
功能复合化——多功能型产品 

功能系统化——系列化产品 

功能性 

系统性 

集约化设计 

系列化设计 

行为认知层面 

知觉特性：难以辨识 

认知特性：不易理解 

操作特性：不够便利 

认知顺畅——凹凸处理、纹理设计、正负

形运用、鲜明触感反馈等 

使用便利——简单模块结构、易辨图形符

号、清晰信息引导、灵活操作模式等 

易用性 

灵活性 

模块化设计 

组合设计 

心理体验层面 
玩法简单枯燥、 

体验单调乏味 

体验丰富——趣味化操作、游戏式学习、

叙事化主题 

娱乐性 

趣味性 

情趣化设计 

叙事性设计 

人文价值层面 

容错率低，具有排斥性，

缺乏互动性、平等性、包

容性 

价值公平——普惠的产品功能 

普适的使用方式 

包容的感知方式 

平等的心理空间 

包容性 

平等性 
包容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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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使用之间的关系。因此，玩教具可尝试通过简单

的模块结构、易辩识的图形符号、清晰的信息引导、

明确的触感反馈、简化的操作流程来实现易用性，以

保障产品功效发挥和操作体验的顺畅性[7]。可见，综

合系统性和易用性的玩教具设计以功能优化为主旨、

以系统设计思维为路径、以灵活易用为目标，根据触

觉训练五个阶段科学整合产品功能，确保玩教具的系

统性和可操作性，使人与产品在互动过程中产生愉悦

感和满足感。 

3.2.2  配置教育性与娱乐性 

玩教具有教育性与娱乐性双重属性。现有产品普

遍较为枯燥单一，在保障触觉训练基本教育功能的前

提下，拓展产品的娱乐性和体验性成为研究者重要的

思考方向。首先，明确特殊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教学

活动，更是一种通过教育干预对缺陷进行有效补偿的

方式，通过总结学龄前视障儿童的基本教育模式，概

括触觉训练补偿技能课程的主要内容，探求将课程教

学内容贯穿于玩教具之中的实现形式，赋予玩教具在

教育诉求的技能补偿、知识结构、学习能力以及心理

情感等方面的核心属性及意义[8]。其次，学前视障儿

童因语言能力发展相对迟缓，游戏活动就成为主要的

教育方法。游戏活动不是指纯粹的玩耍，而是通过恰

当干预和提前预设，使“玩”的过程不仅具有娱乐性、

参与性和体验性，还常常带有感官训练、综合康复、

基本概念发展等教学指导性质，对促进视障儿童语

言、认知、情感、社会性发展都具有深远意义[9]。因

此，设计构思以“玩”为主导在主题、游戏、故事、

角色等方面积极探索，通过设定产品类型、组织产品

内容、创设产品情境，运用叙事化主题、趣味化操作、

情景式体验、互动式参与等塑造产品在功能、造型、

使用方式上的情趣化表达方式，赋予产品教育功能之

外的玩享性和娱乐性。可见，玩教具设计以触觉训练

教学内容为根本、以情趣化表达为主旨科学配置和优

化产品的教育性和娱乐性，确保目标用户在有效的教

育干预过程中充分感受到玩享的乐趣。 

3.2.3  兼顾特殊性与包容性 

兼顾特殊性和包容性成为解决触觉训练玩教具

匮乏极具现实性和可行性的路径，可以说，包容性设

计为创造尽可能多的普惠价值提供方法，它从设计民

主角度构建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设计理想。包容性设

计包容人群和情境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倡导主流的产

品、服务和环境尽可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关注隐形

设计受众群体，照顾 不利者即社会弱者的利益，将

设计可能产生的排斥度降到 低[10]。一方面，触觉训

练玩教具设计需深度挖掘产品的特殊性，分析学龄前

视障儿童的认知发展规律，梳理其在感知觉、注意、

记忆、思维等方面的特点，以目标群体的生理特征及

心理需求为前提，根据触觉五级发展水平循序渐进地

展开针对性训练；另一方面，推崇真正的平等不是创

造特殊而是去除特殊，消除或减少视障儿童与普通儿

童在生理及心理上的隔阂，以隐形设计的方式巧妙地

将特殊性及包容性藏于无形，使产品在合理范围内适

用人群，为学前视障儿童平等地享受教育和玩享权利

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合理降低用户使用能

力要求，通过确立普惠的产品功能、设定普适的使用

方式、设置包容的感知方式，并明确触感反馈、完善

触感体验，以提高产品适应性[11]。可见，兼顾特殊性

和包容性的触觉训练玩教具将学前视障儿童纳入隐

形设计受众群，以包容普适的方式为用户构建平等博

爱的社会场域和心理空间创设条件。 

4  触觉训练玩教具设计实践 

4.1  以灵活易用为主导的模块化设计 

以系统性和易用性为设计原则，以模块化设计为

方法，通过模块的选择、替换、组合等方式塑造产品

灵活易用的特征。这款名为“玩转触觉”的玩教具以

学前视障儿童触觉训练五级水平为依据，运用自由的

模块组合、灵活的结构设计、合理的纹理设置、巧妙

的正负形运用、科学的凹凸处理、鲜明的触感反馈等

展开创意与表达。产品由上下两个可转动的六面体和

4 组（每组 12 个）模块配件组成，每个侧面内容板

触觉区的模块可按阶段自由更换。具体的使用方式见

图 6：分阶段将盒中内容板随机放入转动体六个面上，

两手分别抓握上下转动体，用户通过触摸获取触觉区

信息，并水平转动上下六面体完成触摸区的信息对

应。本产品根据触觉训练的规律科学设置四个阶段见

图 7，第一阶段：根据材料的质感、纹理及粗糙度等

进行上下信息对应，以识别金属、木材、布料、橡胶、

皮革和石材 6 种材料；第二阶段：依据上下不同形状

的凹凸信息进行正负形匹配，以辨识三角形、正方形、

梯形、五边形、五角星和菱形 6 种几何形；第三阶段：

设定上下 6 种不同形状的正负形的完整性填充训练

方式，以进一步理解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第四阶段：

分别设置上下 6 种不同密度的凹点和凸点，通过上下

凹凸点对应匹配的方式引导盲童感知点的疏密及大

小，有效展开前盲文等精细触觉训练。总之，该产品

以模块化的形式科学整合触觉训练五个阶段，用户通

过反复操作不仅训练触觉能力，还锻炼精细动作中手

及手指的灵活度。 

4.2  以娱乐趣味为主导的情趣化设计 

以教育性和娱乐性为设计原则，以游戏为主线，

通过巧妙地设置游戏主题、组织游戏内容，在“玩”

过程中贯穿具有认知、教育乃至生理机能辅助治疗等

功能的触觉训练。这款名为“乐园”的玩教具以生活

场景和主题游戏为原型，根据触觉训练五个阶段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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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使用方式解析 
Fig.6  Usage analysis 

 
 

图 7  触觉训练四个阶段 
Fig.7  Four stages of tactile training 

 

 

  
   

图 8  整体效果 
Fig.8  Overall effect 

图 9  一号盒解析 
Fig.9  No.1 box analysis 

图 10  二号盒解析 
Fig.10  No.2 box analysis 

 

 
 

图 11  整体效果 
Fig.11  Overall effect 

 
 

图 12  设计细节 
Fig.12  Design details 

 
 

图 13  玩法解析 
Fig.13  Instructions 

 
出动物园、蔬菜园、植物园和水果园四个系列化产品，

使之更具耐玩性和情趣性。玩教具由 2 个盒体构成，

配件收纳于盒体内，见图 8。其中 1 号盒配套两个盖

子的主题分别设置为蔬菜园和动物园，蔬菜园主题的

盖子上可插入放置 6 个萝卜，以拔萝卜的形式将感知

和体验形象化，旨在展开大小和重量训练；动物园主

题的盖子上设置 6 种镂空的动物外形，并配套 6 个对

应的动物卡片，通过卡片的填充和投掷感知形状和轮

廓，同时盖子底部卡槽可卡住动物卡片创造动物剧

场，以展开象征性游戏，见图 9。2 号盒配套两个盖

子的主题分别设置为水果园和植物园，水果园主题的

盖子表面由 12 个可翻转小卡板组成，并配置质感训

练、形状训练，形状和质感训练 3 组 6 对水果主题卡

片，选取其中一组粘贴于卡板反面，通过翻转触摸将

同样的卡片取下，同时，盖子表面附有数字盲文，便

于定位和记忆。植物园主题通过穿插、套嵌的形式完

成仙人掌和圣诞树的组合，以展开大小训练、整体与

部件训练以及手部精细动作训练，见图 10。可见，

这组系列化玩教具将触觉训练和主题游戏结合起来，

使产品极具系统性、耐玩性和情趣性，用户可根据自

身能力和需求分阶段分层次展开触觉训练。 

4.3  以普适平等为主导的包容性设计 

以特殊性和包容性为设计原则，以包容性设计为

指导思想，通过巧妙设置学前视障儿童和普通儿童通

用游戏模式和使用方式构建产品的平等性和普适性。

此款名为“触觉动物园”的玩教具以触觉为训练主导，

以鹿类、鸵鸟和兔子 3 种动物为原型，以主体和部件

按种类组合的方式展开设计构思。产品由 3 个实木主

体和多个彩色硅胶部件组成，实木主体光滑圆润、配

件形态多样，整体憨态可掬，见图 11。在细节处理

上，为了快速甄别和归纳各部件所属动物类别，将小

鹿、鸵鸟和兔子所有部件的肌理分别设置为凹凸纹

理、光滑纹理和条纹纹理，并按部位将主体卡槽及部

件接口处均处理为对等的形状，即动物头部、腿部和

尾部分别设定为圆形、方形和三角形，见图 12。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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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式上，用户先通过纹理明确部件所属类别，再

依据形状确定部件所属部位，然后将各动物部件快速

精准插入主体卡槽之中，使学前视障儿童通过直接明

了的触感反馈完成不同动物的组合，见图 13。可见，

这组系列化玩教具以隐形设计的方式确保不同视力

的儿童均可顺畅平等地使用，体现了包容性设计所推

崇的包容、平等、灵活易用的价值目标。 

5  结语 

视障儿童的早期关怀和教育补偿至关重要，针对

学前视障儿童玩教具展开设计研究和设计实践是具

有伦理意义和人文关怀的现实命题，它赋予本研究以

社会责任和关爱生命的价值目标。触觉训练玩教具设

计以触觉训练技能补偿为根本，从功能、认知、体验

和人文价值等层面多维度全方位地展开整体性思考，

在协调和处理产品系统性和易用性、教育性和娱乐

性、特殊性和包容性三组关系的过程中，探索功能系

统化、玩教一体化、价值公平化的系列化玩教具产品

设计方向，并以模块化设计、情趣化设计、包容性设

计为方法指导设计实践，使玩教具产品不仅具有触觉

训练技能补偿的核心属性，还涵盖认知、身体、心理

情感以及社会性等各项潜能开发的综合意义。可以

说，本研究不仅在表层上对优化产品功效和价值、丰

富操作体验、彰显人文关怀等方面做出思考，更从深

层上对特殊教育从“关心”到“权益”、从“隔离”

到“融合”、从“障碍补偿”到“潜能开发”等教育

理念做出积极的探索和回应，为融合教育和全纳教育

的实施和推广提供产品保障，用设计的人道主义精神

为学前视障儿童平等地享受教育资源创设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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