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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亲子互动体验设计理念在家具设计中的互动方向与实现形式。方法 当前社会，父母与

孩子之间的交流呈现减少趋势，尤其受工作与生活的各方压力，父母很少与孩子进行互动，但是孩子的

成长与亲子关系的融洽紧密相关，离不开家长的陪伴与交流。家具作为家庭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已然在

很大程度上成为父母和孩子在身心互动交流中的纽带。基于这一现状，本文以家具为媒介展开具体的设

计思考，从亲子互动体验视角探索家具设计的路径有着现实意义。明确亲子互动体验式家具所具有的积

极意义，同时正视当下的设计不足；从基本的方向与原则着手，探索家具设计的融合思路；结合现实中

的优秀设计实践，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共促，探索能够实现亲子互动交流的体验式家具设计方法。结论 将

家具与亲子互动联系起来，打造能够使父母和孩子有效参与、互动的家具形式，可以促成互动体验，缓

解普遍性的家庭亲子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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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niture Design Ideas and Practice Under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Experience 

ZHANG Yao-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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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direction and realization form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experi-

ence design concept in furniture design. In the current society,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shows a 

decreasing trend. Especially under the pressure from work and life, parents rarely interact with their children, but the 

growth of childre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armonious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cannot leave the company and 

communication of parents. Furnitur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family life, has to a large extent become the link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in physical and mental interaction. Based on this situation, this work took furniture as the media to 

carry out specific design thin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experience to explore the path of fur-

niture design. It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irst of all,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ve experiential 

furniture was clearly defined, while facing up to the current design deficiencies. Secondly, from the basic direction and 

principle, the integration of furniture design ideas was explored. Thirdly, combined with the excellent design practice in 

reality, both the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were promoted to explore the experiential furniture design method that can realize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Connecting furniture with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and creating furniture forms that enable par-

ents and children to participate and interact effectively can promote interactive experience and alleviate the common par-

ent-child dilemma in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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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的互动交流是家庭生活中的沟通桥梁

和联系中介，有效的互动能够使父母与孩子的情感不

断升级。但这种有效互动的实现有赖于多方面的努力

和尝试，并不是刻意而为便能获得理想效果的。家具

在很多时候能够辅助和促进家长与子女直接的交流

与沟通，这是毋庸置疑的[1]。因此，互动性强的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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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大发展趋势。只是在具体的落实中，家具设计

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与困难。一方面，设计师在家具设

计过程中很少照顾到正常成人受众群体之外的使用

者的现实和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很多相关的家具设

计效果并不理想，难以促成良好的亲子互动。这与当

前的亲子互动设计趋势相背离，难以满足孩子希望与

父母更多、更好相处的意愿。由此，亲子互动理念成

为设计师深度探索的家具设计形式，就其具体的设计

意义与方向，以及实践方法和路径展开深入的探索与

思考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和长远意义。 

1  亲子互动体验下的家具设计方向 

父母与子女间发生交往活动就是亲子互动，这是

一种动态化的亲子关系，呈现的是彼此联系、相互作

用的过程，强调的是交互行为的实现[2]。亲子互动体

验下的家具设计所强调的是人、家具与环境三者的和

谐统一，以便更好地打造人对家具及环境的解码和体

验活动，从而更好地促成家具与使用者之间的互动，

构成完整的互动行为。这样的家具设计才是亲子互动

体验思路下的主要发展方向。 

1.1  转换角色 

年龄较小的孩子喜欢与父母玩游戏，而年龄稍长

的孩子需要父母扮演教练的角色，教给他们正确的三

观，等到再大一点，孩子需要的是得到父母的理解和

尊重，而不是一味地控制他们。基于此，设计师的亲

子互动体验式家具设计有必要选择多种视角，懂得转

换角色，让家具不再只属于父母，还要与孩子建立联

系，促进深度有效的互动。 

1.2  大胆创新 

在基于亲子互动体验的家具设计过程中，设计师

要有创新的理念和大胆的念头，让自己的思维更活

跃，从而打造出正确引导孩子行为与心理的家具设计

形式[3]。无论是形式、功能还是技术、思想，这样的

家具设计始终需要有更多新奇的想法来加持，如果过

于单一化，不仅难以摆脱传统家具设计的桎梏，还会

对亲子互动体验形成极大的阻碍。 

1.3  融入情感 

亲情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其是一种无形的情感，

将父母和孩子紧紧联系在一起[4]。基于亲子互动体验

的家具设计同样对情感有着执着的追求。因此，设计

师要懂得去升华和激发受众的情感，让父母与孩子在

互动式家具所带来的情感体验下实现有效互动，得到

良好的设计效果[5]。 

2  亲子互动体验下的家具设计路径 

亲子互动体验的实现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

是家具本身的舒适感，二是互动所带来的愉悦[6]。在

这一过程中，儿童的表现决定了父母的互动体验，而

父母很多时候会因为重视孩子的互动体验而忽略了

自己的体验感。另外，受不同的互动背景的影响，父

母和孩子的互动体验多有不同[7]。综合以上因素，在

具体的家具设计过程中，设计师要从外形、功能等层

面逐一深入研究，结合使用受众的不同互动需求，进

行科学设计，以便将互动的效果最大化，帮助父母和

孩子实现更好的互动体验。 

2.1  外形上的多方关照 

家庭中的孩子由于年龄小，其生理、心理等都需

要得到指导和培养，同时需要满足其身心愉悦的需

求。有了这些前提，其才会更好地在互动交流中获得

情感体验。具体到家具设计中，亲子互动体验成为了

设计师的探索与创新的方向，在设计中应重视儿童的

兴趣和安全，并在审美视觉上进行满足和愉悦[8]。 

在造型设计上，亲子互动体验式家具应从儿童熟

悉的事物出发，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特质进行放

大、夸张、拟人处理，并以更加简化的形式去激发孩

子的思维和想象力，以获得认同感。比如，儿童床的

设计就可以从男孩子和女孩子的不同审美视角考虑，

为男孩子打造汽车梦，设计出小汽车的儿童床造型，

为女孩子打造公主梦，设计成南瓜车、小城堡等儿童

床造型，给他们带来一种认同感和依赖感，为亲子互

动的深入带来了可能。 

在色彩的选择上，亲子互动体验式家具需要摆脱

常用色的束缚，多考虑儿童受众的色彩感受力，积极

选用那些明快、单纯且有着强烈对比的色彩，以此引

发儿童的共鸣，进一步带来积极和愉悦的情感体验，

如天空蓝、樱花粉、苹果绿等都是十分有代表性的可

选色彩 [9]。这样的家具设计能够刺激儿童的视觉器

官，让他们更加乐于与家长和环境互动。另外，设计

师还可以充分利用天然材料的纹路和色彩，最大化地

凸显自然性，这样能够促使儿童在快乐、健康的情形

下与父母进行互动和交流。 

2.2  功能上的有效互动 

功能的实现同样能够为外形提供吸引力，甚至具

有一种重要的促进作用[10]。一般情况下，家长在家具

的功能选择上具有决定权，尤其是那些年轻父母对亲

子关系的需求十分强烈，他们希望孩子的生活环境良

好，身体健康，积极接受新事物，具备创造能力。但

是，快节奏的现实生活导致亲子时间减少。对家具设

计师而言，是一个挑战，更是一个机遇。在实际的家

具设计中，设计师应从儿童的自身特点出发，同时照

顾到家长的指导与控制功能的发挥，因此要进一步简

化家具结构和功能，在必要的同时达到便捷，还要能

够拆卸和搬动，而在这些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家长的

作用，让家长辅助儿童顺利完成体验行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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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莱莎儿童家具在这些互动性的融入与凸显上

做得十分出彩。该品牌关注儿童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特

点，所以其设计的家具的整体互动性很强。比如，该

品牌的设计师设计的一套小厨具，就为孩子提供了多

种玩耍配件，且十分逼真，工作台、小商店、餐桌餐

椅等都十分有趣，能够让孩子在摆弄的过程中提高动

手能力，感受自己动手忙碌的乐趣，沉浸于这样的忙

碌与场景中，并在不知不觉中了解了食物的制作过

程。当然，该品牌在亲子互动上的做法也值得肯定。

一款实木母子床的设计就有着良好的互动性，父母与

孩子之间不再是自我的，而是有了更多一起阅读，甚

至角色扮演的游戏机会，而这样的家庭游戏能够让孩

子大胆、积极地承担游戏合作者的角色，事实证明，

这样的互动形式营造一种温馨舒适的互动式家居环

境，从而在无形中增进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 

2.3  反思层面的体验升华 

亲子互动体验下的家具设计是一个不断探索和

创新的过程，不可能止步于前，尤其这样的家具是亲

子关系的纽带，需要将用户的信息符号有针对性地带

入情境中进行设计，这就对设计师的设计思维和设计

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2]。设计师在完成形式与功能

的设计后，有必要从反思层面进行丰富和创新，将文

化、寓意、信息和用途等细节进行联系，必要时还要

赋予家具情感和文化内涵，尤其要转换思维形式，对

儿童的形象思维和认知进行合理的体现和反映，让这

些符号信息成为引发儿童互动和探究的中介，同时兼

顾家长的定位，赋予家具一定的主题性特征，以一种

强大的情境氛围调动其参与的热情，促使其进一步体

验家具的使用，并让家长与儿童在彼此的互动中实现

语言的交流、身体的互动和情感的连接，有了这样的

发展基础，家具的互动体验设计才能唤起使用者的情

感共鸣，从而深化他们的使用记忆，并在不知不觉中

实现更多的互动。特别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智能

化和现代感成为人们的新追求，而这些也成为家具设

计的一大趋势，虽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不能否认其

发展的态势，以及其具有的附加价值[13]。因此，设计

师在互动体验式家具的设计中可以借鉴智能控制技

术等技术手段，以全新的思路、方法去打造全新的互

动家具，以促成父母和孩子在使用过程中的互动，让

他们感受到家具创新所带来的使用的便利和情感的

深化。 

3  结语 

打破家具设计的传统定义，重视使用者在使用过

程中的角色定位，让家具拥有一种情感和体验，成为

孩子的玩伴、家长的助手，最终达到亲子沟通互动的

目标，这是当前家具设计基于互动体验趋势下的发展

路径。这样的交互式体验家具设计必将成为整个家具

行业的突破与创新，其所带给使用者的不仅是产品本

身，更是一种体验维度的多元化的呈现。鉴于当前我

国的亲子产品起步时间不长，很多领域对此仍比较陌

生，有必要在未来的家具设计实践中进一步探索亲子

家具的内涵和设计方法，基于亲子教育、亲子关系和

亲子游戏等层面，展开亲子家具特点的思考，从家长、

孩子与家具产品的互动角度进行诠释，让这样的家具

带给使用者的不仅是其本身，更是一种多元化的体验

维度，最终促成家长与孩子的亲子互动，引发他们的

深入思考，帮助他们认识到家庭互动的重要性，促进

亲子关系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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