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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培养幼儿的协作意识，提出一种有效的幼儿家具设计创新方法，进而构建一种新的交互

模式。方法 通过对幼儿协作意识的培养方式进行系统分析，得出当下幼儿日常生活习性的社会属性。

以幼儿座椅设计为实例，探索幼儿家具产品中群体协作意识的创新设计方式，把行为、心理、环境 3 个

基本要素作为设计对象。利用 TRIZ 创新理论的分离法、组合法、联合原则、预先作用法，对幼儿家具

产品设计各要素间的矛盾冲突进行分析。结论 构建了有利于培养幼儿群体协作意识的家具设计方法，

设计出了一款适用于培养幼儿协作意识的家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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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ultivate children's cooperative consciousnes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n effective and innova-

tive method of children's furniture design, and then constructs a new interactive mode. Through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cultivation methods of children's cooperative consciousness, the social attributes of children's life habits are obtained. 

Taking the design of children seat as an example, the innovative design method of group cooperative consciousness in 

children's furniture products is explored, and the three basic elements of behavior, psychology and environment are taken 

as the design object. Using the separation method, combination method, combination principle and pre-action method of 

TRIZ innovation theory,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various elements of children's furniture product design is 

solved. The furniture design method and products conducive to cultivating children's group collaboration are constr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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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今城市发展步伐的加快，幼儿与同伴间的
交流也受到了相应阻隔，这对幼儿的成长产生了不良
影响，使他们渐渐缺少了沟通交往的能力[1]。在幼儿
成长的初始阶段，幼儿家具是其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
的辅助类产品，对改善其智力、健康、性格等成长因
素尤为关键 [2]。好的幼儿家具设计应该具备以下优
点：提升幼儿智力与思辨能力、改善幼儿判断推理的
逻辑能力、加强幼儿协作能力、培养幼儿在社会团队
中的角色扮演能力。在幼儿家具设计过程中，合理利
用其群体协作意识与游戏思维方式，可有效培养幼儿

与同伴之间的群体协作意识，从而产生良好的交互
作用。 

1  通过幼儿家具设计培养群体协作意识  

幼儿群体协作意识指在一定场合、空间中共有的

意识[3]，它包括各成员在互动、协作中产生的个人感

情，以及幼儿从群体活动方面的情感需求和对群体产

生的认同感[4]。团队意识并不是牺牲自身去从属于集

体，而是一种共同互动的协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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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幼儿家具设计中协体意识的要素 

2.1  心理要素 

学龄前幼儿的心理特征表现为对各种事物充满

好奇、活泼好动，但其心理也极容易受到创伤[5-7]，

并且从小就有一定的模仿群体的意识。学龄前幼儿心

理方面的特征主要归纳为思维、想象 2 个方面[8]。 

1）思维。孩子的思维与成人相差甚远，且幼儿

在成长时期尤其热爱模仿，这是他们的思维特点和固

有天性所决定的。模仿思维对群体协作也有一定的意

义，这与幼儿的结伴天性密不可分。 

2）想象。孩子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对事物发展有

着不同的看法。幼儿时期的想象力是人生阶段中最为

丰富的，不同孩子的灵感来源是不同的，所看到的世

界也不尽相同，协作交流更有利于成长。 

2.2  生理要素 

在培养幼儿协作意识的幼儿家具设计中，在架构

连接处通常需要采用光滑的曲面或钝角，以保证幼儿

的安全。通过仿生造型设计，可以使幼儿家具更利于

幼儿的成长[9]。同时应考虑一些趣味性的需求设计，

如组合类、协同类设计。家具采用的材料，应以硬质

木材为主。 

2.3  行为要素 

幼儿天性活泼好动，喜爱群体活动[10]，例如，在

堆积木游戏中，幼儿与同伴协同搭建作品，可以开发

幼儿的脑力思维。因此，幼儿在成长过程中的同伴行

为活动尤为重要。 

3  基于 TRIZ 理论的幼儿家具设计分析 

TRIZ 理论由发明家阿利赫舒列尔在 1946 年创

立，适用于任何领域的产品改进，以及技术的变革和

创新[11]。TRIZ 比传统的问题解决方法更加便捷、全

面、准确、高效，为新产品的设计提供了思路[12]。下

面利用 TRIZ 理论的分离法、组合法、联合原则、预

先作用法对产品进行分析。 

1）分离法。PS30 模块化沙发设计见图 1。沙发

的各个模块部位可以组成一个整体，也可以单独存

在。其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切分与重构，各个模块之间

可以拼接组合为多种椅子的造型。通过分离形态，各

个模块的座椅可以无意识地相互联系成一个整体，使

孩子之间形成一个群体，更好地进行交流[13]。 

2）组合法。通过系统的维度变化来进行创新组

合，在相似物体内部的各部分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使

其产生唯一的结果，在空间上把相同或相近的物体加

以组合。数独幼儿壁挂式储物柜见图 2。 

3）联合原则。把相同的物体或操作相同的物体

联合起来，如图 1 将一个座椅拆分成多个独立座椅，

通过组装得出一个新的、完整的、趣味性的幼儿座椅，

从而增强幼儿的情感沟通与联系。 
 

   
 

图 1  PS30 模块化沙发 
Fig.1 PS30 modular sofa 

 

    
 

图 2  数独幼儿壁挂式储物柜 
Fig.2 Wall-mounted lockers for children in sudo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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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先作用法。在事件发生前执行某种作用，

方便后续对产品进行操作。如图 2，通过对模块的组

合拆卸，可以将各个小储物柜取出来盛放物品，也可

以将其抽出作为座椅使用。这类产品可以满足不同人

群的需求，尤其是幼儿的需求。 

4  幼儿家具设计中群体协作意识的创新角度 

在触觉、视觉、听觉方面，相较于成年人，幼儿

有着一定的不同[14-15]。对刚降临的幼儿来说，这个世

界充满新鲜感，他们会通过接触物品来解答心中的疑

惑。在视觉方面，幼儿大多都喜欢鲜艳的颜色，喜欢

去探索未知的东西，不喜欢方方正正较为严肃的物

品。在听觉方面，由于幼儿的语言系统还不完善，经

常会让老师、父母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所以幼儿更

希望得到父母的认可，也更需要与同伴打成一片。 

4.1  功能与造型 

在幼儿家具生产中，不仅要注重家具的多功能

性，而且要注意幼儿家具的组合方式。目前市场上的

家具，一般为板式家具和实木框式榫卯家具[16-17]。幼

儿家具应该突出其易组装的特性，在榫卯结构的基础

上，重新变革组合方式，让其更加安全、易于操作[18]。

在收到幼儿家具后，儿童可在家长的陪同下一起进行

安装，模块化的储物柜其每个单体都是独立的卡通形

态，通过移动这些储物柜，可以使每个部件拼合在恰

当的位置，见图 3。这样不仅增进了亲子之间的感情，

还提高了幼儿与成年人的群体协作意识。与此同时，

在重新组装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幼儿的动

手能力[19]，也让他们在组装的过程中学会了思考。 
 

 
 

图 3  模块化储物柜 
Fig.3 Modular lockers 

 

4.2  色彩与肌理 

在幼儿家具设计中，色彩的运用也是至关重要的

一步，幼儿家具对色彩的使用和组合也具有一定规律

性。例如，从心理上来说，颜色鲜艳、活泼的幼儿家

具对幼儿有强烈的吸引力[20]，见图 4。因此，需要加

强色彩搭配的针对性和主题性，通过群体对不同颜色

的搭配，来培养幼儿对色彩的审美和运用。 
 

 
 

 
 

图 4  色彩鲜艳的儿童家具 
Fig.4 Brightly coloured children's furniture. 

 

幼儿对物品的质感充满着好奇心和求知欲，会通

过这些物品来感知物体的形态和材料[21]。通过大量的

调查实践，站在幼儿的角度去设计，不仅要满足幼儿

的视觉，而且要兼备触觉的感知，使幼儿在愉快的情

绪下提高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22]。对于幼儿家具的

肌理，应尽可能地增强其摩擦力或使用条纹肌理，来

增强表面的安全性。 

4.3  情感化需求 

在幼儿的成长阶段，他们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主

要表现在：自己主动对情绪进行发泄，或是找同年龄

段的朋友一起学习、打闹、玩耍。由此可见，幼儿与

同伴的交流非常重要，与同伴的协作意识对幼儿的成

长有着重要的作用。 

情感化的产品能带来良好的体验，并带动人们的

情绪，把大家联系到一起[23]。在幼儿成长过程中，如

果忽略不爱说话或性格内向的幼儿，可能会让他们不

知如何跟别人相处，相反，与同龄幼儿相处可以使他

们能够融入社会、打开心扉，与年龄相仿的年长幼儿

相处可以让他们更加成熟、谦逊、有责任感[24-26]。 

5  基于 TRIZ 理论的创新设计流程 

5.1  利用 IFR 分析问题 

运用 TRIZ 理论解决问题时，首先需要抛开各种

客观条件，并将需要解决的问题理想化，这种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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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理想解法，IFR 是最终理想解法的结果。然而，

一个系统中总有一些不理想的部分，或是需要改进

的非理想化的元件，IFR 的运用可以解决关键的问

题[27-29]，使逻辑更加清晰，并降低失误率。IFR 的确

定流程见图 5。 

根据市面上幼儿座椅存在的问题，要解决幼儿与

座椅互动性弱这一问题，运用 IFR 的分析步骤，如表

1 所示。 
 

 
 

图 5  IFR 的确定流程 
Fig.5 Flow chart of IFR determination 

 
表 1  问题的 IFR 步骤 

Tab.1 IFR steps for problem 

问题描述 解决方法 

目的是什么 在使用家具时培养孩子的协作意识 

IFR 是什么 要将座椅与幼儿相关联 

达到 IFR 的障碍 
幼儿是特殊群体，需要引导才能使用

家具 

出现障碍的结果 幼儿不能正确地使用座椅 

不出现障碍的条件 
让幼儿将座椅无意识地相互连接起来，

增加幼儿—家具—幼儿之间的联系 

创造条件的资源 选择幼儿喜欢的形式（如搭积木） 

 

5.2  运用 TRIZ 解决问题 

通过对幼儿座椅的 IFR 问题描述进行汇总分析，

在没有家长引导的情况下，分析幼儿座椅与幼儿之间

的关联性，多功能问题的 IFR 见表 2。将幼儿座椅与

幼儿之间相互关联的问题转换为 39 个标准工程技术

参数，对可用资源进行分析，将座椅之间相关联的方

式作为可用资源，如将其进行连接和拆卸，可以发现

需要改进的参数是易操作性，而随之恶化的参数为可

维修性与可制造性。 

通过分析幼儿座椅的各项工程技术参数的矛盾 
 

表 2  描述冲突 
Tab.2 Conflicts 

要达到的目的 希望提高的参数 随之恶化的参数

No.34 可维修性幼儿座椅与幼儿

之间相互关联 
No.33 易操作性 

No.32 可制造性

 

冲突，并查询 TRIZ 矛盾矩阵表对应的 40 个发明原

理，选择可用于解决该问题的发明原理，将抽象的冲

突按照对应问题进行描述。第 1 对问题描述：提高产

品 No.33 易操作性，使物件更容易使用，随之恶化的

参数为 No.34 可维修性，维修变复杂。第 2 对问题描

述：No.33 易操作性与 No.32 可制造性，物件容易使

用但不易制造。 

根据此次幼儿座椅设计主题，最终确定可用的发

明原理为 No.1、No.12、No.26、No.32、No.2、No.5

等 6 个发明原理，见表 3。 
 

表 3  冲突问题的 TRIZ 转化 
Tab.3 TRIZ transformations of conflict problems 

序号 负相关技术要求 矛盾关系矩阵中对应解决方法 

No.33 易操作性 No.1 分割，No.12 等势 
1

No.34 可维修性 No.26 复制，No.32 改变颜色原理

No.33 易操作性 No.2 抽取，No.5 组合原理 
2

No.32 可制造性 No.12 等势 

 

5.3  幼儿家具设计中群体协作意识的创新设计与实践 

幼儿群体协作意识是人们潜意识中的行为导向，

也是幼儿在成长中健全人格的过程。协作意识对幼儿

的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

响[30-31]。通过对幼儿生理、心理、行为，以及幼儿家

具设计原则进行相关案例分析，结合此次幼儿座椅设

计的实践应用，可以得出群体协作意识在幼儿家具设

计中的实现方法。幼儿在此过程中学习了如何与人交

流互动，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了自己的生活能力。 

5.4  方法及应用 

幼儿座椅见图 6，幼儿通过对座椅的认识、搬运、

组合、拼接来与同伴进行交流互动。设计灵感源于自

行车链条及儿童积木。通过提取 TRIZ 理论 40 个发

明原理中的最佳发明原理，来解决幼儿园座椅设计中

的冲突问题。 

该方法在座椅设计中的运用如下：No.1 分割，

将产品分割为单独元素，每个独立元素又具有可组装

的成分；No.5 组合，在空间上将相同或操作相似的

物体加以组合；No.26 复制，通过组合、旋转、复制

出 2 个或多个部分。将座椅面进行绕轴旋转与其他座

椅面相连，从而组合成多个座椅相连接的形态。让幼

儿打破座椅只能有坐的功能的固有思维。目前，不管

是家庭还是学校，对幼儿座椅的需求逐年上升，普通

的座椅结构过于单一，且幼儿园座椅需求数量大，过

多的座椅不仅会占用幼儿玩耍的空间，而且分散性的

座椅摆放也会使老师无法集中注意力。通过绕轴旋转

的多个座椅拼接的设计，让幼儿自己动手拼接座椅，

这不仅锻炼了幼儿的动手能力，而且解决了孩子与同

伴的交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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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幼儿座椅 
Fig.6 Children seat 

 

幼儿座椅由上坐板、连接板和支撑腿组成，连接

板通过连接轴进行固定，板的下方设置了连接孔，可

以通过连接轴和孔与座椅连接起来，使幼儿间可以更

好地进行互动，便于老师管理。该座椅设计中，幼儿

群体协作意识的发挥是通过对座椅的拼接及组装来

实现的，这对幼儿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具

有重要影响。 

6  结语 

协作意识的培养在幼儿的成长阶段至关重要，将

幼儿协作意识融入幼儿家具设计活动过程中，可赋予

幼儿相互联系的平台，对幼儿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

意义。培育幼儿从小养成与同伴协作的习惯，这不仅

是幼儿所需要的，也是家长所期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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