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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从人（用户）-物（家具）-环境（使用场合）3 个方面指出并论证了学龄前儿童家具设计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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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也要满足间接用户实用性的希望，同时考虑家具的具体使用场合，真正达到陪伴孩子快乐成长的初

衷。在产品设计创意的切入点上为学龄前儿童家具设计者提供帮助，促进儿童家具设计的发展。 
关键词：游戏性；学龄前儿童；家具设计；玩伴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22)04-0128-07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22.04.014 

Furniture Design for Preschool Children Based on Gameplay 

YANG Ya-ping, PENG Wen-li, XU Juan-fen 
(Jiaxing University, Jiaxing 314001,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points of furniture design for preschool children are sorted out and constructed by combining the 

user’s needs and the occasion of use with the furniture itself. So it will make the child play with the furniture naturally to 

promote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 the course of daily fun.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gameplay-based furniture and children’s development was analyzed, and the necessity of combining pre-

school children’s furniture design and children’s play was also clarified in the paper. To explore the gameplay of furniture, 

three main points of preschool children’s furniture design are identified and demonstrated separately. They are person 

(user), object (furniture) and environment (occasion). A new idea of gameplay-based furniture design for preschool chil-

dren is put forward, which should meet the needs of both direct users for children’s playmates and indirect users’ wishes 

for practicality, and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specific use occasions of the furniture. The goal is to help child grow up 

happily. For the children’s furniture designer, it may be helpful for discovering creativitie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

ment of children’s furniture design in the mean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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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前期儿童是指 3~6 周岁这一年龄阶段的儿

童[1]。游戏是儿童生活中的常态。儿童游戏过程中需

要借助物品来辅助完成，将儿童游戏中的这种借助物

品行为与儿童家具相结合，即增加儿童家具的游戏功

能。这种拥有游戏功能的儿童家具可称为游戏性家

具，目的是满足幼儿身心发展的需要，促进孩子身心

健康成长。 

1  基于游戏性的学龄前儿童家具设计的意义 

1.1  发挥儿童游戏的创造性，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儿童是独特的文化群体，游戏是儿童的一种创造

性文化[2]。游戏在儿童身体、认知、社会性、情感和

性特征的发展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游戏性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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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必然会拥有快乐幸福的童年。 

学龄前儿童的生活充满探索性，游戏就是儿童的

生活之一。他们对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要自己触摸，

这种好奇心容易把幼儿引向创造性的活动中去。以认

知发展为依据的游戏分类中，练习性游戏、象征性

（假装）游戏、规则性游戏，幼儿可以借助外物更好

地完成。尤其是在象征性游戏中，幼儿需要借助代替

物（自己的动作、语言、身体等）的帮助再现想象的

情景。将家具玩具化设计，既可以辅助游戏进行，也

可以作为日常家具使用，陪伴孩子健康成长。 

1.2  儿童家具用户细分，促进儿童家具设计发展。 

不同阶段的儿童不论是在生理、心理上，还是在

智力发育等方面都会不同，并且各方面的特征也有差

异。儿童家具的设计应当针对儿童成长的不同阶段做

出不同考量。上小学后的儿童，家长一般会添置专门

的学习家具。但在学龄前，由于幼儿生长速度快，产

品使用周期比较短，家长很少添置儿童专用家具。细

分儿童家具用户的同时，在儿童家具设计中增加游戏

性，并注意产品的延续性，秉承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理

念，才能使产品打动家长，服务幼儿的生活。 

2  学龄前儿童家具设计研究现状及存在的

问题 

2.1  国内外同类研究现状 

我国儿童家具产业[3-4]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

兴起，到现在仅有 30 多年，与国外相比，起步较晚，

但发展速度较快。2012 年 8 月初开始正式实施的《儿

童家具通用技术条件》，意味着我国儿童家具逐渐向

前发展。家长对子女的健康成长越来越重视，加上近

年的“二孩”政策，我国儿童家具的市场需求状况良

好。也诞生了一批国内的儿童家具品牌，如喜梦宝、

松堡王国、七彩人生、我爱我家等。但是，从儿童家

具的抽检状况来看，儿童家具的质量[5]问题和设计问

题有待加强，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较弱，面临着国外

品牌的巨大挑战。 

国内的学者也在积极地进行儿童家具设计研究。

李光佳美 [6]提出了儿童游戏与行为和家具之间的关

联问题。张晓凡[7]阐述了在儿童家具的延展性空间里

实现“游戏性”的方法，引导孩子在游戏中成长。曾

山，关惠元[8]将设计心理学引入到学龄前儿童家具设

计中。从幼儿行为特征方面，王宏飞[9]提出玩具型收

纳装置，用游戏的方式使儿童逐步养成收纳意识。彭

永月，许柏鸣[1]提出学龄前儿童家具应当“走出”儿

童房，“遍布”在家里中各个空间中。苗艳凤[10]等将

游戏与儿童家具进行结合探索。也有学者从家具材料

及安全性[11-12]、人机工程学[13]、情感化设计[14]等方

面进行儿童家具设计探索。 

国外对儿童家具监管相对严格[15]，对儿童家具的

设计理念研究较多，体现在儿童家具的趣味性、益智

性、成长性等方面，已在全球建立了著名的儿童家具

品牌如丹麦的 FLEXA（芙莱莎）、LIFETIME（拉芙

塔），意大利的 Baxter（贝克斯特）、Flou（福乐）等。 

2.2  儿童家具设计所存在的问题 

现有的设计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但

是，在已有研究中，一方面：比较偏重儿童行为引导

的研究，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另一方面：

在众多文献中很多涉及了儿童生理、心理特征的论

述，儿童家具的安全性等，但从促进游戏的开展，探

索可玩的游戏性家具研究较少。 

笔者从淘宝网上随机选取几种学龄前儿童家具，

进行对比分析，见表 1。从市场上售卖的儿童家具可

以看到，儿童家具逐渐从成人家具的“缩小版”向儿

童的游戏需求转变，孩子和家具进行互动，前景可期。

但是，大多数儿童家具的功能还是以收纳、桌面游戏

为主。在材料应用方面，木质材料居多，色彩不丰富，

造型方面曲线较少；模块化设计较少，结构形式单一，

用法和玩法单调，产品的延续性设计需加强。 

对学龄前儿童来说，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无拘

无束地玩耍，或躺，或坐，或趴，或骑，或跳等，家

具不仅提供基本功能，还应具备辅助孩子尽情玩耍的

功能。当儿童家具不具备游戏性之后，对儿童所使用

的吸引力也就不复存在，而多功能与游戏性产生了冲

突，又导致这些儿童产品的实用性减弱，不能做到物

尽其用。学龄前儿童家具需要实现实用性和游戏性共

存的特性，才能满足家长及直接用户儿童的需求。 

3  基于游戏性的学龄前儿童家具设计的必

要性 

根据学龄前儿童的生理、心理特征，开发学龄前

儿童游戏家具，满足孩子借物游戏及日常家具功能的

需求。 

3.1  家具结合游戏实现儿童的运动、认知能力发展 

身体的活动或运动对儿童来说非常重要。2012

年 10 月教育部正式颁布《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将动作发展列为幼儿健康领域目标之一。以游

戏为中心，借助游戏性儿童家具，实现儿童动作[16-17]

的发展，促进儿童的体能、感知、认知等身心全面健

康发展。儿童运动发展模式的研究表明，学龄前期是

运动能力发展的关键期。游戏在幼儿运动发展过程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是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影响与干

预幼儿运动能力发展的途径与方法[18]。运动发展阶段

（初步运动时期、基础运动时期及专门化运动时期）

和游戏发展阶段（探索期、掌握期及完成期）是保持

一致的。认知发展是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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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学龄前儿童家具设计对比分析 
Tab.1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urniture design for preschool children 

产品名称 产品图片 功能 造型 色彩 材料 结构 优缺点 

儿童小沙发 

 

坐、收纳 方形 木色为主 木+织物
有一定 

变化 

卡通外观，玩法较

单一 

积木游戏桌 

 

游戏、收纳 方形 明亮 塑料 单一 

虽具可玩性，但因

儿 童 使 用 年 龄 受

限，产品寿命短 

儿童桌椅 

 

学习、 

桌面游戏

弧形 

方形 
木色为主 实木 单一 

符 合 儿 童 人 机 尺

寸 需 求 ， 但 玩 法

单一 

可旋儿童 

转书架 

 

收纳、 

置物架 

方形 

三角形 
明亮 板材 可旋转 

儿 童 学 习 自 主 收

纳，但玩法较单一

实木儿童床 

 

休息、儿童

房游戏 

方形 

三角形 
木色为主 实木 可变 

满足休息，娱乐功

能，模块化操作，

辅助儿童游戏，限

于儿童房内 

 

 
 

图 1 “跳房子”游戏性家具 
Fig.1  “Hopscotch” gameplay-based furniture 

 

觉、记忆、注意、思维、语言、想象等多种心理过程。

其中解决问题与概念学习是认知发展的 基本因素。

在游戏的过程中，概念认知和解决问题也会得到很好

的锻炼。学龄前儿童日常生活中，玩具可以作为家具

用，如坐、趴、爬、躺等；家具也可以作为玩具用，

完成象征游戏等，有利于游戏、运动、认知的同步展

开。笔者指导学生完成的设计方案，见图 1。这是对

传统“跳房子”游戏进行的再设计，孩子可以玩跳房

子游戏、数字学习、积木拼搭，并且是可以通过拼搭

实现收纳的游戏性家具。 

3.2  家具结合游戏实现幼儿的社会性发展 

在游戏过程中，幼儿不可避免地与人发生各种冲

突，不得不去认识理解他人的愿望、情感与观点，必

须学会处理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协调自己与他人的关

系，这都属于幼儿社会性的发展要求。包括游戏与亲

子关系，游戏与伙伴关系，游戏与亲社会性行为及行

为规范的掌握。基于交往理念的儿童家具[19]促进了

幼儿社会性的发展。设计学龄前儿童家具时，需要仔

细考虑与幼儿共处的对象，而不单单只从幼儿本身

出发。 

3.3  家具结合游戏实现幼儿的情感、个性特征发展 

游戏对幼儿的情绪情感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幼

儿在生活中获得的各种体验对成年后的健康有着重

要的影响。游戏对幼儿不仅具有情感发展功能（自信

心、美感、同情心与移情），还具有情绪恢复功能（表

现积极的情绪，释放消极的情绪），以及情绪治疗功

能（处理恐惧、敌意等情绪障碍方法）。在游戏过程

中，幼儿大胆探索，进行创造性游戏，努力成为具有

“完整的儿童”的个性特征。游戏可以使幼儿快乐，

但也要尊重幼儿的个性需求，考虑幼儿情绪的变化，

如不高兴、愤怒等。具有部分围合空间的家具可以提

供给幼儿相对独立的空间，帮助他们调整自己的情

绪，为幼儿的活动构建一个心理上的“舒适区”。除

了调节情绪，有时候，孩子也需要相对独立的小环境，

暂时和大人分开，享受自己的小空间，见图 2。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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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独立空间的游戏性家具 
Fig.2  Gameplay-based furniture for independent spaces 

 
家具重心低，非常适合幼儿的高度，内饰柔软，孩子

在里面可以感到舒适和放松。 

4  基于游戏性的学龄前儿童家具设计关注点 

学龄前儿童日常生活中，自己家里和幼儿园是孩

子长时间所处的环境。而家具又是学龄前儿童室内活

动中接触 多的物品，因此对学龄前儿童家具设计来

说，从安全性、舒适性、游戏性等方面都有很高的要

求，兼顾娱乐和日常行为习惯的培养。儿童家具对学

龄前儿童不仅仅是日常用品，还是孩子的玩具，同时

也是教具。因此，学龄前儿童家具总体设计应充分考

虑：儿童家具的用户有哪些？在哪里使用？这些家具

对孩子的成长有哪些帮助？笔者从人（用户）-物（家

具）-环境（使用场合）3 个方面进行分析，见图 3。 

4.1  学龄前儿童家具的用户分析 

学龄前儿童生活中，可能是独自游戏，也可能是 
 

和家长、兄弟姐妹或者小伙伴一起游戏，所以在家具

设计前需要对学龄前儿童家具用户进行细分。 

4.1.1  直接用户 

直接用户——学龄前儿童的特性是好动、喜欢各

种游戏，爱玩玩具，各种各样的东西对他们都充满了

吸引力。喜欢和小朋友交往，一起玩，如果没有玩伴，

他们会独立玩假装游戏。这时期孩子独立性相对较

强，创造能力也提高了很多。情绪上会因为别人的不

理会而生气，因别人的表扬而开心。但是这个阶段的

孩子自制力还是较弱，需要适时地引导。 

学龄前孩子不可能规规矩矩地长时间坐着玩，通

过观察发现，站、倚、钻、躺、趴、跪等是孩子常见

的使用家具的动作，见图 4。在孩子的眼中，身边的

物品就和玩具一样，有时候一个大纸箱都会引发孩子

无穷的想象力，玩出新花样。从孩子的需求入手，游

戏性家具使孩子借物游戏，同时又能起到坐、卧等家

具的用途。 

学龄前儿童独自玩，还是和兄弟姐妹一起玩，或

是和其他小伙伴玩，涉及的是单个孩子独自玩，还是

多个孩子一起玩。独立或者交互式、合作式的游戏性

儿童家具需要设计者仔细考虑不同的对象。 

4.1.2  间接用户 

间接用户包括父母、祖父母、其他看护者、学前

教育工作者等，学龄前儿童家具的间接用户不可忽

视。通过调研发现，间接用户对儿童产品的选取因素

有安全、好玩、实用、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可以延

续使用等。间接用户陪伴孩子的过程中，游戏、互

动、休息必不可少，见图 5。如果单从孩子的角度考

虑家具设计，陪护的成人很难同孩子进行高质量的

互动。 

 
 

图 3  学龄前儿童游戏性家具设计三大关注点 
Fig.3  Three main points of design for preschool children’s furniture 

 

 
 

图 4  学龄前儿童常见的家具使用动作 
Fig.4  Usage of furniture by preschool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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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学龄前儿童家具的间接用户 
Fig.5  Indirect user of preschool children 

 

 
 

图 6  作为“道具”的家具 
Fig.6  Furniture used as a “prop” 

 

图 7  模块化家具 
Fig.7  Modular furniture 

 

 
 

图 8  Avila 儿童家具 
Fig.8  Avila Children’s furniture 

 

4.2  学龄前儿童家具的使用环境 

学龄前儿童长时间所处的环境是家里及幼儿园

（学前教育机构）。因此，学龄前儿童家具设计时，

应充分考虑家具的使用环境。 

幼儿园所用的作为游戏道具的家具，有时也可以

理解为较大型玩具、教具，见图 6。多位小朋友一起

游戏，扮演各种角色，完成假装游戏，乐在其中。家

里的环境相对较小，面对居室小环境，游戏性家具要

注意体量，尽量选择模块化、一物多用等理念进行设

计。不占空间，还能玩出花样，又能实用，兼顾家长、

孩子、小空间的综合需求。如意大利米兰 DesignLibero

设计工作室的一款以动物为原型的模块化家具，见图

7。其中每一个动物都是由软垫和圆润的木质框架组

成，鼓励孩子们与它们随意的互动或是发挥想象力进

行有趣的组合。 

利用家具创建游戏场景（情景），改变（创建）

环境气氛，有利于游戏和运动的同步展开。家具本身

也可以分割、围合一定的空间，得到不同的空间环境

效果。在一个适宜的空间环境中，孩子会在游戏中展

示出令人惊叹的能力。 

4.3  学龄前儿童游戏性家具本身的注意要点 

4.3.1  好玩和好用 

学龄前孩子喜欢借物游戏，让家具成为孩子的玩

伴。家具融合玩具功能，开发学龄前儿童家具的可玩

性。见图 8，Avila 系列儿童家具，包括书桌、凳子、

玩具整理箱、脚踏车和笔筒。设计师以动物为原型，

将每一款家具都赋予了不同的动物形象。简洁的线

条，明快的色彩，细致的圆角处理，富有想象力的形

态，在满足功能的同时增加娱乐性。 

4.3.2  选材需适合游戏 

将玩具与儿童家具结合，在选材上，需要安全、

轻巧、耐用，适合孩子玩耍。纸板家具[20-22]的出现，

充分培养儿童的动手操作能力，有利于儿童参与拆

装，儿童参与度高，易于实现家具玩具化，见图 9。

在家里、幼儿园，或者需要儿童家具道具的场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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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纸板家具 
Fig.9  Cardboard furniture 

 
板家具具有一定的优势。对学龄前儿童游戏性家具来

说，纸板材料适合制作体量较小、低矮且结构紧凑的

儿童家具，符合儿童的身高尺寸。在结构上运用插接、

折叠的方式，适合孩子或者亲子动手操作。在运输上

纸板材料可实现平板运输，大大节约了运输成本。但

因纸板的防潮性差，大面积的纸板不稳定。所以在纸

板家具的结构上还有待于提高。同时，市面上出现的

纸管、纸浆类的纸材家具，也是学龄前儿童游戏性家

具的选材方向。  

当然传统的儿童家具材料，如天然的藤材、木材、

竹材等，只要形态、结构等设计恰当，也适合游戏性

儿童家具选用的。 

4.3.3  引导儿童行为 

学龄前孩子活跃，自控力较差，在行为方面需要

大人进行引导。口头的说教，很多时候成了令孩子生

厌的唠叨。如果能在孩子的日常生活中寓教于乐，大

人孩子都会受益。有孩子的家里，儿童玩具、用具到

处都是，家长要么不停地帮忙收拾整理，要么斥责孩

子，结果家里“鸡飞狗跳”。这种不良的局面其实包

含了用户的需求：孩子如何自愿、并在玩耍的过程中

无意识地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家长不会吝啬给孩

子添置玩具，但却不会自觉地添置家具，能将就使用

即可。有些家里孩子在墙上到处乱画，家长为什么不

给添置一个可绘画及储存绘画用具的家具呢？人们

对孩子的关怀和爱护还是不细致。玛利亚·蒙台梭利

在《童年的秘密》中通过大量的实例证明，自然界已

赋予儿童对秩序的内在敏感性[23]。秩序成习惯、习惯

成自然，自然成人格，是童年造就了一个人的基本品

格和素质[24]。抓住孩子的秩序敏感性，提供适合孩子

的“道具”，引导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顺其自然，

造就孩子良好的品格和素质。 

对儿童来说，简单的收纳过程就是他们学习自己

动手整理玩具的过程，在玩乐的同时也完成了对物品

的收纳，在这个过程中赋予产品积极的引导性，这不

仅可以潜移默化地建立他们的收纳意识，同时还可以

培养儿童对物品的管理能力和责任心。对家长来说，  

 
 

图 10  儿童储物椅 
Fig.10  Storage Chair for kids 

 
一个有趣的儿童收纳储物产品，不但可以省去自己替

儿童收拾物品的烦恼，还能达到培养儿童良好习惯的

目的。见图 10，这个曾获德国红点概念奖的“儿童

储物椅”，出自我国著名设计师张剑。它是一个把坐

具与储物功能结合起来的儿童产品，是玩具又是家

具。儿童可以将物品放进椅子背面的大洞口，等待物

品从里面的“滑梯”滑入抽屉，再从抽屉取出后再次

放入大洞口。即使停止玩耍后，物品仍然被放置在椅

内，这不仅自主收纳了物品，还将收纳的过程变得十

分有趣，使儿童可以在无意之中完成收纳这一行为，

从而潜移默化地增强他们的收纳意识。通过设计并使

用好的游戏性家具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 

4.3.4  开发家具的延续性 

任何产品都有它们的使用寿命，如何延长儿童家

具的生命周期？儿童家具的可持续[25]，可成长[26]绿

色设计思潮势不可挡。当儿童需要儿童家具的“玩具”

功能时，儿童家具就可转换成其他功能，延续、延展

其使用周期，丰富儿童产品的使用体验。童年的“玩

伴”一直陪伴孩子，给孩子留下美好的回忆。学龄前

儿童生长迅速，家长觉得没必要购买专门的儿童家

具，家里的茶几、椅子、餐桌等成了幼儿“凑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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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具。人机尺寸不合理，更谈不上吸引孩子发挥想

象力玩游戏了。市场上众多成人家具的“缩小版”，

使想购买专门儿童家具的家长望而却步。所以在发挥

学龄儿童家具可玩性的基础上，加强产品延续性的设

计，使之更长时间陪伴孩子必定会赢得家长的青睐。 

5  结语 

童年对每个孩子都很宝贵，父母也试图从各个

方面给孩子打造“金色的童年”，全社会也关注未成

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文中从人（用户）-物（家具）-

环境（使用场合）3 个方面指出并论证了学龄前儿童

家具设计的关注点，探索孩子的需求，探索儿童家具

的可玩性。儿童家具是儿童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基

于游戏性的学龄前儿童家具设计思路既可以为学龄

前儿童提供好玩又好用的“玩伴”，又可以让家长放

心选用的家具。基于游戏性的学龄前儿童家具使儿童

在日常生活中借物游戏，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真

正达到陪伴孩子快乐成长的设计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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