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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厘清国内近 5 年儿童产品设计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对其重点文献进行计量可视化分

析。方法 以北大核心、CSCD、CSSCI 期刊数据库的文献为数据源，利用 Cite Space V 软件和 CNKI 的

计量可视化分析工具，绘制一系列科学知识图谱，分析 2017—2021 年文献的总体指标、期刊来源、研

究机构、研究作者和关键词，梳理研究概况和走向。结论 近 5 年儿童产品设计研究的核心期刊来源集

中，总体发文量与总体被引量均呈上升趋势。研究作者形成了一批具有导向作用的核心作者群，但多数

为小规模的高校团队，不同团队之间的学术联系较弱，合作网格呈现“个别聚集，普遍疏散”的态势。

研究内容逐渐从单一年龄层向多维年龄层延伸，由单一功能属性向多功能属性转变，从正常儿童的用户

定位向偏常儿童的用户定位扩充，由表象层的显性体验向本质层的隐性体验提升，后续的重点研究方向

将从传统文化内涵、数字技术应用、服务系统体验、可成长性、绿色生态设计等角度继续深入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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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tatus and Trend of Children's Product Design  

Based on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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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 Arts Academy,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make a quantitative visual analysis on the key literature of children's product design,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design in China in the past five years. With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f Peking University Core, CSCD and CSSCI databases as the data sources, a serie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s were drawn by Cite Space V and CNKI measurement and visualization analysis tool. The overall index, journal 

sourc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research authors and key words of literature from 2017 to 2021 were analyzed to summarize 

the research situation and trend.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core journal sources of children's product design research have 

been concentrated,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literature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citations have been on the rise. The research 

authors have formed a group of core authors with guiding role, but most of them are small university teams, the academic 

connection between different teams is weak, and the cooperation grid shows a situation of "individual aggregation and 

general evacuation". The research content gradually extends from a single age layer to a multi-dimensional age layer, a 

single functional attribute to a multi-functional attribute, the user positioning of normal children to the user positioning of 

abnormal children, and the explicit experience of the surface layer to the implicit experience of the essential layer. The 

follow-up key research directions will continue to be discussed in depth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

not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service system experience, growability, and green ecologic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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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指出，随着我国育龄人数的

持续收缩和生育意愿的持续走低，2021 年的人口自

然增长率已跌破至 0.34‰，预计在 2025 年左右，我

国将提前迈入人口负增长模式。那么在少子化的常态

趋势下，向着老龄化倾斜的人口结构必然会对当前儿

童产品的消费市场造成消极影响，进而导致未来儿童

市场的消费增长受限。所以当设计介入到以儿童用户

为主的产品开发中，如何发挥其增值作用来增加优质

供给，以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儿童市场环境和释放消

费市场潜力，使实际产品更好地满足 α 世代（2010 年

之后出生）儿童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提升儿童用

户的体验质量，促进儿童群体的健康成长，是当下设

计师所要时刻关切的问题。 

鉴于儿童产品设计领域仍处于探索阶段，国内对

其概况和走向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大多数学者是围绕

儿童的心理健康、疾病治疗、学习教育、弱势群体地

位等其他学科视角进行的历时性文献综述。因此，本

文采用科学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定量分析和重点文献

的定性分析，来发掘近 5 年国内儿童产品设计研究的

现状和趋势，为儿童产品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借鉴和

思考。 

1  数据收集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知网（CNKI）数据库为统计数据，通

过其高级检索栏，设定检索条件：（中心词/题名=“婴

儿”OR“儿童”OR“幼儿”）AND（中心词/题名=

“产品_设计”），检索范围：发表时间在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间的中文文献，总库栏

显示 3 224 篇学术类文献（其中 1 230 篇学术期刊，

1 994 篇学位论文）。为保证论文质量的权威性和前沿

性，文献的来源以北大核心、CSCD、CSSCI 期刊数

据库为准，人工筛除设计作品、广告评书、会议座谈

等不符合本研究要求的期刊文献，最终获得 167 篇包

含作者姓名、机构单位、论文标题、期刊标题、关键

词、摘要等有效数据的实验样本，以 Refworks 格式

导出，命名为 download_1—167。 

1.2  研究方法 

本文处理数据的软件以 6.1.R2 版本的 Cite Space 

V[1]为主，CNKI 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工具为辅。操作 Cite 

Space 的具体步骤：首先导入此前的 download_1—

167 文献数据，用以创建新项目（New Project）；其

次限定时间切片区在 2017—2021 年，单块切片为 1

年，选取文献标准为每年被引频次的前 50 篇（Top N

值=50），剪切方式（Pruning）设定为修剪切片网络

法和寻找路径法；再次分别调整不同参数的节点类型

（Node Types）；最后经过一系列可视化的科学知识

图谱绘制，对国内儿童产品设计领域进行核心作者、

核心机构的合作网络分析及关键词的共现、聚类、突

现分析等。完整的研究流程和框架见图 1。 
 

 
 

图 1  研究流程和框架图 
Fig.1 Diagram of research process and frame 

 

2  国内近 5 年儿童产品设计研究分析 

2.1  文献指标与总体趋势分析 

年度文献数和被引数是检测科学研究成果的重

要指标，两者的数值变化能客观反映该领域知识量的

增长规模和速度[2]。本研究以王艺等在 2017 年 1 月 8

日发表于《纺织导报》杂志上的《智能动态花饰童帽

设计》为所选文献的初始点，根据核心期刊发文量与

发文年份进行 CNKI 计量可视化，建立儿童产品设计

研究文献的指标与总体趋势分析图（见图 2）。该图

展示近 5 年所选核心期刊文献的总被引数达 1 312

次，每篇平均被引数达 7.86 次。所选文献数（蓝色

折线）呈平缓增长，在 2020 年达到发文量峰值，涨

幅达 165%；引证文献数（黄色折线）呈大跨度增长，

在 2021 年达到被引量峰值，涨幅高达 2 900%。此数

据说明儿童对象已成为近几年产品设计的关注热点，

在各大学者的重视下，产出的学术成果稳步增加，所

选文献已经在领域内产生正向影响并被广泛引用。 
 

 
 

图 2  文献指标与总体趋势分析 
Fig.2 Index and overall trend analysis of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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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期刊来源分析 

本研究对各个核心期刊的发文量和引用量进行

独立统计，整合出近 5 年儿童产品设计研究载文排名

前 6 的期刊情况（见表 1）。如表 1 所示，发文量与

引用量均位列第一的期刊是《包装工程》，共发文 89

篇（占比达 53.29%），被引 648 次（占总被引数的

49.39%）。该刊“智能产品交互与体验设计”“‘互联

网+健康’产品设计理论与实践”“工业设计”等专题

是刊登儿童产品设计研究的主要栏目，具备一定的学

术话语权，是该领域发展的关键推动力。位列靠后的

《林产工业》和 21 年新晋北大核心期刊目录的《家

具与室内装饰》发文数均在 10 篇及以上，引用量达

219（占总被引数 16.68%），剩余的《装饰》《出版广

角》《机械设计》紧随其后。上述期刊作为儿童产品

设计研究的重要载文平台，其研究主题覆盖包装、教

具、玩具、家具、服装、机械等产品类别，研究学科 
 

表 1  来源期刊统计 
Tab.1 Statistics of source journals 

编号 来源期刊名称 发文量 占比率/% 引用量 占比率/%

1 包装工程 89 53.29 648 49.39

2 林产工业 12 7.19 195 14.85

3 家具与室内装饰 10 6.59 24 1.83

4 装饰 7 4.19 95 7.24

5 出版广角 7 4.19 47 3.59

6 机械设计 5 2.99 54 4.12

7 其他 37 22.16 249 18.98

 

集中在艺术设计和工程科技，反映出目前国内该研究

领域的话题分类较多、跨学科探讨较少的特征。 

2.3  研究作者分析 

使用 Cite Space 中的 Author Node Type 生成儿童

产品设计研究作者分布及其合作关系图谱（见图 3）。

该图显示共有 371 个网络节点，节点上的姓名字号越

大表示相应作者的文献数越多[3]。由此可知，在整个

网络中发文 7 篇的张丙辰具有较大的中间影响力，是

现 阶 段 的 最 高 产 作 者 ， 结 合 普 赖 斯 定 律 公 式 n= 

0.749 N （式中：n 为核心作者的最低文献数，N
为最高产作者的文献数）[4]，推导出文献数不少于 2

篇的学者为核心作者。经统计，张丙辰、陈朝杰、郑

康杰等 37 位核心作者共发文 92 篇（占总发文量的

55.09%），可见核心作者是近 5 年儿童产品设计发文

的主力军，已形成一定导向性的高产作者群。 

图谱的各节点之间被不同色彩、不同宽窄的线段
连接，表示各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线段的颜色越深、
尺寸越宽，表示作者之间的合作时间越早、频率越高。
如图 3 所示，广东工业大学的陈朝杰、郑康杰、方海
等合作时间较晚，但合作范围大、人员参与多；燕山
大学的王媚雪、翟洪磊与广东海洋大学的徐伶俐、胡
新明合作网络较小，但合作时间较早、关联结构稳定；
江苏师范大学的张丙辰等合作范围相对中等，但合作
时间覆盖近 4 年，每年都有合作发文。整体而言，儿
童产品设计领域的研究作者大多隶属于高校团队，但
团队的规模小，各团队之间缺少较强的学术联系，合
作网格呈现出“个别聚集，普遍疏散”的态势。 

 

 
 

图 3  研究作者分布及其合作关系图谱 
Fig.3 Knowledge map of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authors and their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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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研究机构分析 

使用 Cite Space 中的 Institution Node Type 得到儿

童产品设计研究机构分布及其合作关系图谱（见图 4）。

与作者分布及其合作关系图谱类似，网络节点表示研

究机构，节点之间的线段表示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

节点上的圆环大小与文献数多少成正比。如图 4 所

示，从节点数与圆环规格来看，儿童产品设计的研究

机构共有 164 所，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北、湖

南等东部和南部地区的高等院校，以工业大学和林业

大学居多。其中排名前 8 的高产机构依次是发文 13

篇的广东工业大学，发文 10 篇的燕山大学，发文 8

篇的江苏师范大学、湖北工业大学，发文 7 篇的江南

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广东海洋大学、南京林业

大学，占总文献数的 40.12%，是其重点研究机构。

进一步分析研究内容发现，广东工业大学针对可持续设

计、劝导技术在儿童学习桌和玩具产品中的应用[5-8]；

燕山大学侧重层次分析法（AHP）、模糊评价（FCE）、

逼近理想排序法（TOPSIS）等理论对问题儿童所依

赖产品的综合设计评价[9-11]；江苏师范大学关注儿童

玩教具设计中的情感因素分析[12-13]。从各节点的连线

情况来看，各机构的合作网络密度较低，仅有燕山大

学与广东、浙江各高校的学术合作产生了 3 条以上的

连接线段。这说明目前国内针对儿童产品设计研究多

限于高校内部合作，虽然存在少部分跨地区和跨机构

的协作现象，但尚未形成规模化的合作网络结构。 

2.5  关键词分析 

2.5.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文献信息的高度浓缩，代表作者的研究

主旨和目的，当高频次共现的关键词在图谱中汇集

时，能清晰映现该领域的研究焦点[14]。运用 Cite Space

中的 Keyword Node Type 生成儿童产品设计关键词共

现图谱（图 5）。此图显示关键词节点 328 个，“儿童

家具（18 次）”“儿童玩具（11 次）”“产品设计（17

次）”等核心关键词向隶属节点的圆环中心汇集，形

成维系性较强、相似度较高的研究主方向。而次要关

键词则环绕在核心关键词的周围，衍生出对主方向补

充的词汇点，如“创新途径”“选题策划”“系列玩具”

等。为了能够更直观儿童产品设计的核心关键词，以

至少共现 3 次的标准进行筛选，得到该研究领域前

22 个关键词（表 2）。 

在这 22 个关键词中，可以划分三种词性相异的

关键词组。一是“儿童”“学前儿童”等产品研究人

群。儿童一直是产品设计所重点关注的弱势群体，儿 

 

 
 

图 4  研究机构分布及其合作关系图谱 
Fig.4 Knowledge map of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their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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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儿童产品设计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5 Co-occurrence knowledge map of key words of children's product design 

 
表 2  共现排名前 22 的关键词统计 

Tab.2 Statistics of the top 22 co-occurrence key words 

编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首现年份 编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首现年份

1 儿童家具 18 0.25 2017 12 学前儿童 4 0.10 2017 

2 产品设计 17 0.18 2017 13 亲子互动 3 0.01 2017 

3 儿童 10 0.19 2017 14 家具 3 0.03 2020 

4 儿童玩具 11 0.16 2017 15 增强现实 3 0.03 2017 

5 感性工学 9 0.13 2018 16 儿童推车 3 0.02 2017 

6 用户体验 6 0.15 2017 17 设计研究 3 0.06 2018 

7 工业设计 6 0.02 2017 18 一物多用 3 0.01 2017 

8 创新设计 6 0.16 2017 19 用户研究 3 0.04 2017 

9 服务设计 6 0.15 2018 20 改良设计 3 0.03 2017 

10 包装设计 4 0.03 2017 21 设计评价 3 0.01 2018 

11 交互设计 4 0.05 2017 22 模糊评价 3 0.00 2018 

 
童的五感体验、人机尺度等适配性设计也是产品研究

的重中之重，所以其中心性和频次都不低。二是“感

性工学”“模糊评价”等微观设计方法和“创新设计”

“服务设计”等宏观设计角度。除去新兴儿童产业的

形成，以差异化的理论方式探讨同质化的儿童产品类

型，这也是文献内容的创新来源之一。三是产品形式

的载体设计。如“儿童玩具（玩具设计）”“儿童家具

（家具设计）”“包装设计”等关键词，它们的中心性

和频次较高，这是由于该类关键词通常是儿童产品设

计的中心主题表述，与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的关键

词相互挂钩。 

2.5.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在 关 键 词 共 现 图 谱 的 基 础 上 按 照 索 引 词 汇

（Indexing terms）进行聚类分析（见图 6），得到显

著度前 8 的聚类标签（Cluster labeling）：“（#0）儿童

家具”“（#1）用户体验”“（#2）产品设计”“（#3）家

具设计”“（#4）儿童”“（#5）感性工学”“（#6）创新

设计”“（#7）智能童装”。这 8 个聚类的平均轮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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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930 7>0.7），整体模块值 Q=0.868 8>0.3，说明聚

类结构是合理可信的[1]。然而，在各聚类标签的词义

上，“家具设计”和“儿童家具”互相重叠，“儿童”

的单个聚类标签所指范畴太大，于是本文结合所选文

献的查阅和关键词组的分析，将其归纳为三大研究主

题：“显在性的产品要素研究”“潜在性的用户需求研

究”“创新性的设计视角研究”（见表 3）。 
 

 
 

图 6  儿童产品设计关键词聚类图谱 
Fig.6 Clustering knowledge map of key words of  

children's product design 
 

表 3  关键词的聚类主题统计表 
Tab.3 Statistics of clustering topics of key words 

编号 聚类主题 聚类标签 排名前 9 关键词 

1 

显在性的 

产品要素 

研究 

#0 儿童家具

#2 产品设计

#3 家具设计

儿童家具、产品设计、儿童

玩具、包装设计、学龄前玩

教具、儿童餐椅、儿童推车、

一物多用、仿生 

2 

潜在性的 

用户需求 

研究 

#4 儿童 

#5 感性工学

儿童、感性工学、用户研究、

学前儿童、感性要素、触觉

感知、模糊评价、情感化、

趣味性 

3 

创新性的 

设计视角 

研究 

#1 用户体验

#6 创新设计

#7 智能童装

创新设计、用户体验、服务

设计、智能化技术、智能童

装、企业竞争力、增强现实、

大数据、传感器 

 
2.5.2.1  显在性的产品要素研究（聚类#0、#2、#3） 

此聚类主题的关键词构成儿童产品载体形式的

显在性因素，其内容包含了产品的功能、形态、色彩

等要素的设计研究。 

1）儿童产品的主要载体设计。儿童产品可大致

分为日用产品和文娱产品两大类别。其中儿童家具在

近 5 年日用产品中占主体地位，中心性达 0.25（中心

性≥0.10 即所属主题的研究热点）。在研究方向上，

既有研究儿童家具的多方位设计法则[15]，也有分析儿

童家具的市场发展和产品调研[16-17]，还有解读儿童家

具的国家政策及标准[18-19]。此外，包装设计是关键词

共现频次排名第二的日用产品，它的研究领域多集中

于绿色食品包装。李文静[20]剖析环保理念下的儿童食

品包装需具有维护生态平衡、利于人类健康、富于文

化象征的三个特点，并从外包装材料、容器造型和视

觉美感的角度，总结儿童食品包装设计的环保路径。

儿童玩具是儿童文娱产品的代名词，中心性达 0.16。

从使用的环境来看，户外玩具以童车设计居多，这包

括非自主型婴儿推车和自主型幼儿车设计。相比较而

言，室内玩具以涵盖教育、益智等属性的学龄前玩教

具设计居多。随着我国学前教育体系进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普惠性的保障机制成为各省市基础教育的重点

工作，加之“寓教于乐”“STEM 教育”等理念的盛

行，以文娱活动来传授知识是 3~6 岁幼儿的易接收方

式，这使作为衔接玩具与学前教育的媒介——学龄前

玩教具的研究热度越来越高。 

2）儿童产品的造型仿生设计。仿生造型一直是

儿童产品造型方面最常运用的设计手法。因为儿童的

理性思维能力尚未成熟，对新奇造型的产品敏感度要

远高于成人，所以儿童产品通常是将自然生物或卡通

角色的造型进行意向仿生，借以象征性的形象传达儿

童期望的产品语意[21]。例如，刘春丽等[22]通过眼动

追踪实验的样本分析，确定儿童高认知度的动物形

象，然后将其符号化的特征应用于儿童智能机器人的

设计实践。 

3）儿童产品的多功能设计。无论是以一物多用、

一体化为命名，还是以模块化、组合式为命题，其底

层逻辑都是在儿童产品的初始功能基础上，增加新设

功能属性，以再设计化的功能整合，发挥其最大化的

功能价值。例如，刘小雯等[23]采用功能分析系统技术

理论（FAST），对自闭症儿童的平衡车构建起安全保

护、人机交互、辅助干预等多位一体的系统设计。陈

媛等[24]根据普通童车的元件工作特性进行模块区分，

依照儿童的人机尺寸对检验合理的模块进行重新组

装，得到自行车、三轮车、滑板车三种车型共存的童

车设计。 

2.5.2.2  潜在性的用户需求研究（聚类#4、#5） 

此聚类主题的关键词是关于用户生理需求、心理

需求乃至情感需求等潜在性因素的研究，通过挖掘这

些潜在性因素来发现其具体设计需求，进而运用一定

的设计手段转换成儿童产品的功能、形态等显在性设

计元素。 

1）用户需求的获取。在近 5 年的研究中，马斯

洛需求层次理论、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卡诺模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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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机工程学等为代表的理论法和调查问卷、受众

访谈、行为观察等为代表的实践法是儿童产品需求的

主要分析法。通过这两类方法的信息获取，其用户需

求体现在两大层面：一是基础需求的使用价值。产品

需要匹配目标儿童的年龄、性别、生理、心理等特征，

满足安全性、功能性、审美性、趣味性、体验性等价

值要素的使用需求；二是决定需求的消费决策。儿童

产品的一般定位是儿童，但实际的消费结果是儿童与

家长的综合决策。依照儿童与家长之间的决策占比，

界定消费产品的方式有三种：以家长决策为主（0~6

岁）、家长与儿童共同决策（7~12 岁）、以儿童决策

为主（13~18 岁）[25]，每种方式都会受到产品显在性

因子的交叉影响。因此，儿童产品设计不仅要满足儿

童的基本需求，还要考虑到儿童、家长等消费者之间

的决定取向。 

2）感性工学。为了能更准确地把握上述用户的

情感（感性）需求，很多学者将感性工学理论（Kansei 

Engineering）作为儿童产品设计的研究手段。借助此

理论可将儿童和家长含糊不清的感性需求转译（常用

语意差分法、统计分析法、联合分析法等）到工学中

去，把感性成分的量化分析转化为儿童产品的细部表

现，使产品更符合用户的主观喜好。例如，陈国强等[26]

采取语义差分法，建立儿童陪伴机器人的意象词汇与

造型要素的关联性模型，为陪伴机器人的造型创新提

供了高认可度的设计方案。参照往年的文献发现，尽

管感性工学已经发展三十几年，被广泛使用于国内外

各个设计研究领域，但直到近 5 年才成为国内儿童产

品设计的热点关键词。 

3）偏常儿童的用户需求。除了正常（身心健康）

儿童的产品需求外，偏常（特殊）儿童的普适性需求

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对生理缺陷方面的视障

儿童，胡新明等[27]从触觉感知、触觉训练等角度出发，

遵照包容性设计思想，将玩教具以去标签化、去特殊

化的形式表达，有效降低或清除视障儿童的生理和心

理隔阂，提高其与明视儿童沟通互动的可行性；对心

理精神方面的自闭症儿童，王媚雪从认知训练、行为

引导等角度出发，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依恋产

品[10]、康复训练产品[11]分别建立目标层、准则层、

子准则层（方案层）的判断矩阵，并计算其判断指标

的权重值，然后利用逼近理想排序法（TOPSIS），比

较三种设计方案的正、负理想解和贴近度，由此得出

最优方案，使自闭症儿童在使用此类型产品时更具科

学性。 

2.5.2.3  创新性的设计视角研究（聚类#1、#6、#7） 

此聚类主题的关键词以“创新”为中心枢纽。创

新是推动产业发展的第一要义，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活力源泉与立足之本。2016 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纲要》[28]中提到把“数智化”“信息化”当作激

发产业潜能、发挥市场竞争优势的技术支点，促进工

业化生产的物质设计活动与非物质文化创意深度融

合，提升我国核心产业的创新设计水平。此后以“创

新设计”为命题的儿童产品研究随之增多，按照研究

视角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儿童产品的文化内涵创新。通过辩证性的设

计策略提炼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和物质符号，创

造性地对儿童产品注入本土化要素，有助于儿童从小

形成中华文化、爱国主义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扩大

文化遗产的持续性传承、活态化保护的群众基础，扩

展文化遗产的可利用性、可开发性的资源途径。例如，

宗亮等[29]以浙南非遗瑞安木活字为例，将木活字技术

改良至儿童识字的玩教具设计中，不仅提供了儿童把

玩的乐趣，还普及了浙南非遗的文化知识。 

2）儿童产品的数字应用创新。我国为塑造数字

经济新优势，正持续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并

加大关键数字信息技术的创新性应用。在此背景下，

儿童产业与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

AR、VR 等新一代数字经济产业的融合发展，催生出

各类儿童产品的数字创新设计。例如，传感器、人工

智能、互联网+、增强现实等信息技术与传统玩具相

组合的智能玩具[30]。将智能矫正传感系统、健康监护

终端系统、智能矫正监测系统等模块相结合的儿童智

能矫正内衣[31]。依托物联网技术建构具有学习功能的

智能儿童学习桌[6]。 

3）儿童产品的服务体验创新。服务设计指的是

对系统和流程的设计，旨在为用户及系统中的其他利

益相关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32]。近年来，一些学者开

始将服务设计的相关理念引入到儿童产品与产品系

统的开发中，希望搭建私人场景语境下（如居家场景

等）或公共场景语境下（如医院、景区、社区场景等）

双线场域互通的服务框架，来保证对用户与服务传递

系统之间的各类接触点进行改良或创新设计，以提高

其用户体验和服务质量。例如，余森林等[33]遵循共享

服务设计的理念，对景区儿童的单体推车及其服务系

统分别设计，实现“取、用、还”三个环节可反复使

用的共享模式。 

2.5.3  关键词突现分析 

对 2017—2021 年大幅陡增引用频次的关键词进

行突现度（Burstness）排序（见图 7），可分析所选文

献的研究热点变化和研究前沿趋势。如图 7 所示，红

线刻度表示关键词热度上升的时间点，蓝线刻度表示

关键词热度下降的时间点，根据两者的比例关系可分

为三个时间段。 

第一阶段（2017—2018 年）：研究热点为“可持

续性（0.72）”“一物多用（0.38）”“亲子互动（0.38）”。

一物多用与可持续性（生态、绿色设计）在某种程度

上是相通的：多功能、多样式的设计延长儿童产品的

使用生命周期，更利于产品成本的降低与社会资源的

节约；可回收、可拆卸的设计增加儿童产品的循环利



296 包 装 工 程 2023 年 4 月 

 

用率，更利于生态系统的改善和自然环境的保护。亲

子互动的突现是因为新生代父母的观念已由孩子为

中心向亲子高质量陪伴转变，反映在亲子类产品的交

互设计上是更强调儿童与家长作为两个独立个体的

平等互动模式。 
 

 
 

图 7  儿童产品设计关键词突现图谱 
Fig.7 Burst knowledge map of key words of  

children's product design 
 

第二阶段（2018—2019 年）：研究热点为“情感

体验（0.66）”“设计研究（0.30）”。该时期的研究重

心从儿童用户通用化的生理与心理体验转移到儿童

用户独特化的情感体验。相关设计不仅要满足儿童本

能层的感知体验，使用层的行为体验，还要考虑到儿

童的意识、理解、记忆、经历等深层的情感投射，给

予儿童反思层的情感体验，以达到即刻情感和长期情

感共同作用的产品效果[34]。 

第三阶段（2019—2021 年）：“创新设计（0.84）”

“交互（0.51）”“积极体验（0.51）”“需求（0.51）”

“可成长性（0.51）”成为研究热点。此阶段的创新

设计是近 5 年最高突变强度的关键词，其应用贯穿新

旧儿童产品的开发和改良设计。相关研究更注重儿童

自身的积极体验与参与交互。产品的功能、结构、尺

寸、形态可伴随儿童年龄的增加而有所“成长”，这

种不同年龄阶段具备不同产品特性的可成长性，是对

情感设计、可持续性、一物多用的一种内核拓展。 

3  结语 

本文将 Cite Space 和 CNKI 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工

具作为实验手段，把北大核心、CSCD、CSSCI 期刊

数据库作为实验数据，分析国内近 5 年儿童产品设计

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文献的数据指标。儿童产品设计的总体发文

数呈平缓上升趋势，总体引用数呈迅速攀升趋势。核

心期刊的来源较为集中，以具有艺术设计和工程技术

两大优势板块的《包装工程》为主要载文期刊。研究

作者形成了一批具有导向作用的核心作者群，但多数

为小规模的高校团队，各团队彼此之间的学术联系较

弱。所属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林业

大学和工业大学，由于学缘结构和地域位置的迥异

性，各研究机构多限于高校内部合作，合作网格呈现

“个别聚集，普遍疏散”的态势。 

2）文献的研究现状与趋势。在研究人群上，随

着可成长性、亲子互动等观念热态化，研究的年龄范

围由单一年龄层向多维年龄层延伸，以单款产品适配

不同年龄阶段的动态使用成为其发展趋势。当然除了

正常儿童的用户定位外，自闭症儿童、视障儿童等生

理或心理方面偏常的儿童也逐渐成为重点研究对象。

并且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教育的重视，所选文献

较少提及的留守儿童、贫困儿童、少数民族儿童在未

来有较大的讨论空间。在研究需求上，学者们在考虑

儿童基本使用价值的同时，也将儿童、家长等消费者

之间对产品的取向决策纳入到考虑范围内，趋向于通

过用户消费主体的反馈来指导产品价值客体的形成，

以此应用到产品内、外在属性的参数设计中。当用户

需求转化到产品体验时，愈来愈多的文献已由表象层

的显性体验研究上升到本质层的隐性体验研究，即产

品研发不再局限于儿童通用化的生理与心理体验，而

是在此前提下，更加针对儿童独特化的情感体验。在

研究方法上，感性工学、模糊评价等为代表的定量分

析法和消费者访谈、调研分析、案例分析等为代表的

定性分析法，成为研究儿童产品的主流方法，定量定

性相结合的设计方式也陆续出现。另外，在国家创新

驱动和“十四五”规划纲要的政策加持下，今后儿童产

品设计的研究方向会继续探讨传统文化的内涵创新，

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创新，服务系统的体验创新等。 

3）文献的研究不足与展望。所选文献的“整体

面貌”多处于以特定用户（儿童）或特定产品作为问

题导向，基于概念构思、功能设定、概念具体化、模

型制作、性能评估等常规流程开发的微观层面，较为

缺乏生产制造、市场营销、品牌策划、企业战略等设

计方案与产品项目落实的中观层面，以及儿童产业链

与政策研究的宏观层面。因此，后续研究亟需吸引不

同领域人员的参与，强化院校与院校、院校与科研所、

院校与企业、院校与政府之间的交流活动，通过跨学

科融合和政产学研一体化，围绕儿童产品的理论、设

计、评价等作进一步深化和细化，进而推动理论深度

与实践广度的综合发展，以完善国内儿童产品设计研

究的多样化路径，构建儿童产品事业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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