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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满足儿童不同阶段的成长需要，且能陪伴他们一起“成长”的、具有一定调节功能的

家具，为儿童家具设计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法与案例研究法，指出可成长性儿童家具产品设

计的重要意义，提出成长性儿童家具设计要点，分析儿童家具的材质、造型、功能设计及尺寸调节，得

出住宅空间可成长性儿童家具设计原则与策略。结论 家具的可成长性设计能够满足儿童发展需要，因

此儿童家具设计应该注重可成长性设计，遵循安全性原则、环保性原则、舒适性原则、易用性原则和趣

味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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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design of growable children's furniture in residenti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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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xi Engineering Vocational College, Taiyuan 030009,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furniture that meets the growth needs of children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can 

accompany them to "grow" together,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children's furniture design.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study 

methods were adopted to point out the importance of product design for growth-oriented children's furniture. The key 

points of design for growth-oriented children's furniture were proposed, and the material, shape, functional design, and 

size adjustment of children's furniture were analyzed. The design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for growth-oriented children's 

furniture in residential spaces were pointed out. The growth-oriented design of furniture can meet the needs of children's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design of children's furniture should focus on the design of growability, following the princi-

ples of safe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mfort, ease of use and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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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市场上的儿童家具种类繁多，但在功能性和

可持续性方面仍然需要做出改善，同时，一些儿童家

具在功能和舒适性方面并不完善。儿童家具在儿童成

长过程中扮演了多重角色，因此有必要在儿童成长阶

段关注儿童的心理需求和生理需求，尽可能地设计满

足儿童成长发展需要的多种功能。例如，儿童座椅要

满足多功能使用需要，座椅不仅能用于吃饭，还可以

供儿童在学习或日常生活中使用。然而，大多数伴随

儿童成长的家具并没有做出成长性设计，在儿童成长

后基本处于闲置状态，浪费了空间与资源。当前很多

儿童家具都是为 0~4 岁的儿童所设计，但由于儿童在

成长阶段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在不断变化，导致许多儿

童家具使用周期都较短，其具体尺寸也不可能与孩子

体重和身高的变化相匹配，因此展开住宅空间可成长

性儿童家具设计研究具有较强的应用意义[1]。 

1  可成长性儿童家具产品设计的重要意义 

1.1  可成长性设计满足儿童发展需要 

3 岁以下的儿童处于认知初期阶段，对外界的事

物充满好奇心，具有很强的感知能力。3~6 岁的儿童

正处于自我思维方式形成的重要时期。儿童的思维、

认知与感知都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父

母需要对儿童加强正确的引导并培养其个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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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儿童情绪不稳定、缺乏安全感时，应多加关注。6~12

岁的孩子已经具备一定的感知能力。随着思维能力的

不断发展，也具有了一定的推理能力，情绪逐渐稳定

下来，注重与周围人群的社交，并且审美也有所发展。

因而，在儿童住宅空间家具设计方面，必须基于儿童

不同年龄段的发展状况进行深入研究，以创造出能够

满足发展需求的家具产品[2]。 

1.2  可成长性设计满足儿童生理发展需求 

家长在儿童成长过程中，会发现其明显的变化，

那就是身高体型方面的变化，从这一角度来讲，应遵

循可成长性理念，对儿童家具依据其生理发育变化做

出科学的设计，包括儿童床、儿童桌椅的高度、储物

柜的储物空间等[3]。 

2  成长性儿童家具设计要点 

2.1  材质选择 

当设计成长性儿童家具时，在选择材料过程中人

们应考虑到可变功能的适配性。为了实现儿童家具的

成长性需要，人们要对其进行形态变化，所以家具的

很多连接处都需要采用金属等耐磨材料，以保证家具

具有良好的强度与耐用性。研究表明，很多家长更喜

欢安全环保的新型材料作为家具的主要材料，因此家

具的主材可选择实木。对其他家具部件，可根据不同

成长时期儿童家具的功能需要选用适宜的材料。3~6

岁的幼儿要选择耐咬、可自洁的材料，6~12 岁的儿

童要选择承重性高和强度更高的材料[4]。 

2.2  造型设计 

在设计成长性儿童家具时，造型处理方面应充分

考虑到儿童可触及边角的圆角处理，以确保儿童家具

的使用安全性。设计师设计出的一些可成长性儿童家

具，可以灵活调整尺寸。在外观上要注意尽量不要使

用小的活动部件，以防儿童误食。改变家具形态时，

尽量使不同造型的家具外形有合理的造型比例，避免

简单地拉长或拉宽尺寸[5]。 

2.3  功能设计 

各种形态的成长性儿童家具，其功能必须满足儿

童不同成长时期的心理需求。人们依据儿童认知理论

发现，从 3~6 岁开始，儿童身体各个部位都处于快速

成长时期，顽皮的行为占据了儿童生活的主要部分，

儿童喜欢奔跑、追逐和跳跃，但缺少自我保护能力，

这时，儿童可以进行绘画、阅读等思维活动，成长性

儿童家具的设计也要与其思维能力的发展相一致。3

岁以后，儿童开始有性别差异意识，他们的专注力容

易分散，情绪波动较大，并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因此需要进行注意力和自我情绪调控能力的训练。 

6~12 岁儿童在身体发育的各个方面都在逐渐接近成

年人，学习已经成为儿童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这时，

儿童具备了一定的思维推理能力，对于空间概念也有

更加明确的认识，他们的思维呈现出一定的逻辑性，

同时他们也会有较强的自主性，更倾向于独立完成任

务。因而成长性儿童家具功能设计要与儿童成长相结

合[6]。 

2.4  尺寸调节 

 可成长性儿童家具尺寸设计为可调节，可以通

过折叠法、叠放法或定位法进行调整。折叠是利用家

具中五金连接件来改变家具结构元件的位置，使其可

以反复移动；叠放法是指将同类型或不同规格的儿童

家具堆放起来，必要时人们再进行拆卸；定位法是利

用改变支撑部位连接处的定位，来调整儿童家具的各

种尺寸，实现儿童家具的可成长性[7]。 

3  儿童家具可成长性设计原则 

3.1  安全性原则 

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往往会“勇于冒险”，具有强

烈的探索欲望。在这个过程中，与家具磕磕碰碰是不

可避免的。为确保儿童不受重伤，在设计儿童家具时

应考虑儿童的安全问题。比如儿童家具不能有过于锐

利的尖角，线条和表面要经过细腻的处理，不能太硬

太粗糙。如果儿童不小心碰到了家具，就能尽可能地

减少儿童受伤的风险性。此外，儿童家具要稳固，不

易松动脱落，以免倒塌后伤及儿童。 

1）家具的结构要确保稳固，如果需要应用镜子

或其他玻璃装饰品，则采用玻璃材料的面积不宜太

大。可成长性儿童家具要减少棱角的设计，靠椅、沙

发等扶手部位可考虑采用圆弧形式设计。为了确保儿

童在使用和移动过程中不会受到挤压伤害，折叠类儿

童家具应配备适当的安全保护装置。抽屉必须装有定

位装置，防止抽屉在拉出时滑出而损坏支脚[8]。 

2）注重家具细节，要全面考虑儿童的各种使用
场景，不可照搬一般家具的设计思路。例如，台面、
书桌、书柜、收纳柜等应避免出现锐角的设计，尽量
运用圆角设计方案。由于儿童普遍活跃且精力充沛，
比如在房间玩闹的过程中会撞到书桌的桌角，圆角设
计的优势在这时就体现出来了（它是圆润而平整的，
可极大地减少对孩子磕碰造成的伤害）。此外，在圆
角的基础上，家长还可以为孩子购买防撞贴，进一步
降低对孩子的碰撞伤害。衣柜和抽屉的门必须是阻尼
式的，以免儿童手指受伤。采用缓冲后，柜门和抽屉
在关闭时可以缓慢回弹，给孩子足够的反应时间，及
时将手抽出，避免关柜时用力过大夹伤手指。  

3）在儿童家具设计过程中，避免运用铝边做装
饰。儿童的皮肤很敏感，在接触锋利的金属边缘时很
容易被划伤。因此，如果需要装饰边缘，最好运用不
锋利的橡胶包边材料[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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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环保性原则 

儿童家具材料应经过国家环保认证，确保环保、

无毒、无污染。目前，儿童家具的生产材料非常丰富，

其中有木材、合成纤维板、塑料等具有自身特性的材

料。在确定儿童家具的安全性之后，需要根据实际需

求做出合适的选择。儿童家具表面涂层应确保能防刮

擦和不褪色，并采用安全的清漆涂料或合适的塑料贴

面。值得注意的是，用于装饰儿童房间的建筑材料应

该尽可能保证绿色环保，但由于建材的施工与用量不

同，并且加上温度和湿度变化直接影响建材中有害物

质的释放，因而即使人们采用了绿色材料，也不能等

同于绿色装修。因此，必须对施工用量、检测、治理

等环节进行严格把关[10-11]。 

3.3  舒适性原则 

在儿童家具设计中，舒适性极为重要，强调关注

儿童的使用感受。因为儿童家具主要使用人群是儿

童，所以舒适性应该满足儿童对材料、尺寸及颜色搭

配方面的需求，并且还要充分考虑儿童的心理需求，

让儿童在使用过程中感到安全和放松。因为孩子生长

发育速度很快，各个方面都在发生变化。一般家具设

计中具有的舒适性原则，不适用于儿童，可能还会产

生相反的效果，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在设计和制

作儿童家具时，人们应充分考虑儿童的生长特点和行

为习惯，以便生产制作的儿童家具可以更好地为儿童

服务。 

尺寸是设计儿童家具时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设计的儿童家具尺寸不合适，很难唤醒家长的购
买欲望，同时还会在使用中出现不良影响。例如，儿
童座椅尺寸不合适，儿童在使用过程中感到不舒服，
那么就会影响其绘画、阅读等活动。此外，儿童在成
长和发育过程中必须保持正确的坐姿。假如桌椅尺寸
不合适，儿童很容易出现坐姿错误，不利于骨骼生长，
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视力。同时人们发现，一旦错
误的坐姿形成，就很难纠正。当人们配置儿童座椅时，
必须围绕儿童的身体变化为重要原则。当儿童身体发
生相应的变化时，大家就能对此作出相应的调整。儿
童使用的衣橱也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如儿童服装的
大小尺寸，儿童的身高及其他因素。同时，衣柜内部
区域应进行合理划分，以免忽视儿童的特点及儿童的
感受。在成长性儿童家具设计中，人们应考虑到未来
的各个方面，依据儿童自身的身心发展需求，不断地
对家具进行变化和组合，以适应儿童的成长[12]。 

3.4  易用性原则  

儿童年龄较小，思维活动也相对简单，记忆和注

意力发展还未成熟，因此儿童不适宜较复杂的家具产

品。对较复杂的家具产品，很多儿童会产生一定的抗

拒性，并逐渐对使用失去了兴趣，从而使产品失去了

它的用武之地，成为废品。儿童家具的设计应满足易

用性原则，设计的家具应该更容易使用，以便被更多

的儿童接受。在儿童家具可成长性设计时，应注意尽

可能使各家具的操作简单，甚至用某些视觉符号对不

同家具的操作加以提示，以增强儿童对家具使用的欲

望[13]。 

3.5  趣味性原则 

儿童触觉、听觉、视觉等感官发展需要持续的外

部刺激。家具是儿童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个人物品。它

们伴随着儿童的成长，可以成为现阶段探索这个世界

的最佳介质。儿童家具要体现出多重功能，即实用功

能与娱乐功能。对儿童来说，家具也是一种非典型性

玩具。所以儿童家具的设计不同于普通家具。在设计

儿童家具时应考虑其自身所具有的娱乐功能，使儿童

在室内也能十分开心地玩耍。例如，将树木、白云、

星空、太阳等元素作为儿童家具的装饰或配饰，使儿

童在家里也可以与大自然建立深层的联系，感受大自

然的奇幻[14]。 

4  儿童家具产品分析及设计实践 

4.1  设计目标与定位 

4.1.1  设计的目标 

以儿童座椅设计为例，创造了一种集游戏、学习

和交流功能于一体的儿童座椅。通过改变座椅的形态

和尺寸，既能满足儿童的身体发展需求，又能促进他

们身心健康地成长。 

4.1.2  设计的定位 

儿童座椅适用于年龄在 3~12 岁的儿童，分为 3~6

岁和 6~12 岁两个不同阶段的儿童。通过家具成长性

设计，使产品可以满足学龄前儿童（3~6 岁）和学龄

儿童（6~12 岁）的需求。 

4.2  设计实践报告 

4.2.1  设计来源 

儿童对活动空间的需求在其成长和发展过程中

不断变化，包括可能影响其活动的家具的大小、外观

和功能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要求。然而，对于许多

家庭来说，在儿童每个不同发展阶段购买一套全新的

儿童家具是不现实的，这是对资源的浪费。所以，在

设计和制作儿童家具时，应综合考虑儿童的成长特性

和家具的可变性[15]。 

4.2.2  设计过程 

可成长性儿童座椅设计遵循儿童家具功能的可

扩展性、可组合性、可转换性的原则。根据可扩展性

原则，扩展儿童家具原本的使用功能；儿童家具的可

转换性原则是指通过改变其原本的使用功能，实现多

种用途。修改几个相同的组件，将它们组合起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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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件家具与不同单体组合起来，称为可组合性。利

用座椅旋转特性，翻转改变座椅使用功能，从而实现

可成长性的特点[16]。 

5  结语 

儿童家具不仅是儿童生活当中的必需品，同时也

是伴随儿童成长的重要伙伴。儿童家具的设计不仅要

延长家具的使用寿命，达到节约环保的目的，同时还

要依据儿童成长发展需要体现出儿童成长性功能，为

儿童创造一个多样化的生活居住空间，满足家长对儿

童兴趣培养、个性发展的需求。在儿童可成长性家具

设计中，多种设计原则相互依存、不可或缺，不同的

设计方法可有机结合。针对住宅空间可成长性儿童家

具设计展开全面深入研究，以期能为儿童提供更舒适

的成长环境，推动儿童全面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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