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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视觉思维的角度来分析和构建学前儿童家具的设计方法，丰富学前儿童家具产品的设计

思维，为设计出有利于儿童成长的家具提供指导方向。方法 立意视觉思维的基本原理，基于学前儿童

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分析其视觉与思维的关联性，并简述学前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需求，结合具体设计案

例来剖析现有学前儿童家具设计中，视觉思维的体现以及对学前儿童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总结综述研究

成果。结论 将视觉思维原理引入学前儿童家具设计领域，突破以往的分析角度，以新的视角分析学前

儿童家具设计的系列设计方法，从这一角度有利于为学前儿童营造良好的室内空间氛围及场景情境，不

仅能满足学前儿童对家具的使用需求，还能有助于培养其视觉思维的发展，尤其是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对儿童未来的心理健康发展和生活态度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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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Strategy of Preschool Children’s Furniture Based on Visual Thinking 

LI Jing, WANG Ting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and construct the design method of preschool children’s furniture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visual thinking, so as to enrich the design thinking of preschool children’s furniture products, and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design of furniture conducive to children’s growth. 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 of intentional visual 
thinking and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reschool childr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sion and 
thinking was analyzed, and the needs of preschool children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growth were described briefly. Com-
bined with specific design cases, the embodiment of visual thinking in preschool children’s furniture design and its effect 
on preschool children were analyzed,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were summarized. The principle of visual thinking is intro-
duced into the field of preschool children’s furniture design to break through the previous analysis perspective and ana-
lyze a series of design methods of preschool children’s furniture from a new perspective. This perspective is conducive to 
creating a good indoor space atmosphere and scene situation for preschool children, which can not only meet the needs of 
preschool children for furniture use, but also help to cultivate their visual thinking, especially children’s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and will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and life attitude. 
KEY WORDS: visual thinking; preschool children; children’s furniture; creativity 

学前儿童一般是年龄段为 0 至六七岁尚未入学

的儿童，对于这个阶段的儿童而言，通过室内氛围和

情境构建来培养儿童的视觉思维，有助于儿童的智力

发育和提高儿童的创造力。现如今孩子的健康成长问

题越来越受到每个家长的关注和重视，城市中的大部

分家庭都有单独的儿童房，房间对于孩子而言是一个

融合了休息娱乐、学习创造的综合性空间。家长在房

间的布置方面愿意投入大量的精力，旨在为孩子提供

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特别是在儿童家具的选择上，

不仅考虑到美观与安全还有趣味与益智。儿童家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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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般依据室内空间、环境氛围等外部因素，以

及功能使用需求、创造性思维激发等内部因素来综合

衡量。 

1  视觉思维原理概述 

“视觉思维”是指视觉思维活动中的意象在知觉

与思维之间重建了一座桥梁，该概念由美国艺术心理

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所提出。这种意象是通过知觉

的选择而成，与事物自然本体有着质的区别[1]，视觉

思维以意象为媒介，它比单纯逻辑和言语思维，更能

突破知觉和思维的界限，能有效利用人的主观能动性

和创造性。美国心理学家麦金在接受视觉思维后，从

思维训练的操作性角度，说明了视觉思维是创造性思

维，其特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视觉思维源于直

接感知，具有未知到知的探索性[2]；（2）视觉思维的

想象性和灵活性[3]；（3）“无意识体验”经自觉意识

加工后转化为有效的知识[3]。 

2  学前儿童的视觉思维特征与成长需求 

2.1  学前儿童的视觉思维特征分析 

学前儿童的视觉与思维特征体现在生理方面，概

括而言，生理方面包含了视觉敏锐度和颜色视觉方面

的发育，据研究表明，学前儿童的视觉敏锐度到四五

岁后才趋于稳定。在颜色视觉方面，4 岁后区分色调

细微差异的技能才渐渐提高。生理因素继而影响形象

思维和形象记忆的发育，3 岁后的儿童逐渐学会运用

现实形象来进行思维，具象形态更能帮助他们记忆，

有意想象能力则是知识转化的催化剂。学前儿童主要

依靠视觉接收信息并促成大脑思维的进一步发展，通

过有意识地锻炼其视觉感知力，将有助于学前儿童智

力的发育。 

2.2  学前儿童的成长需求分析 

学前儿童主要靠感觉统合调控来了解自己以及

外界的事物，感觉统合是人能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

人学习生活的各方面都产生影响[4]。现今，许多儿童

在生活和学习中表现出感觉统合失调[5]，影响其成长

与各方面能力的发展。而学前期是发育感官统合的关

键期，也就是进行感觉统合训练提高感官能力的关键

期，主要强调人的大脑和身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联

系，通过基于视觉、听觉、触觉、本体觉、前庭觉的

训练方式丰富孩子的感觉刺激。儿童所处的家庭环境

为儿童感觉统合发育提供了物质基础[6]。丰富的环境

设置能有效地刺激儿童的视觉认知，家具作为家庭环

境的组成部分，对学前儿童视觉思维能力的培养作用

至关重要。 

3  以视觉思维为导向的学前儿童家具设计

诉求 

对于一般性新产品而言，视觉冲击是引导其视觉

思维最为直接的方法，让产品信息变得可感知，用户

易于获取有效信息。但面对信息过多时，大脑频繁的

信息加工会产生心理负担，如果能够关照用户的注意

指向，通过设计过滤掉不必要的信息，就可缓解信息

压力。环境信息持续性输入，用户大脑会逐渐积累大

量的知觉经验。研究表明，自然知觉方式是激发用户

知觉经验的重要手段，趋于自然化的交互是儿童家具

产品的设计诉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视觉感知力的激发 

学前儿童的视觉感知力，是对外界事物刺激于人

体感觉器官后反馈到大脑中的一种能力，外界事物的

刺激构成了丰富的视觉信息源，视觉信息源的有意识

设计，可形成特定的视觉意象。家具作为儿童生活成

长环境的组成部分，构成儿童视觉刺激的信息源，家

长在家庭环境下通过有效的人工情境创设，可以丰富

视觉信息源[7]，合理的室内家具场景构建能使学前儿

童在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接触和感知到特定的视觉意

象，儿童通过对视觉意象的接收，并利用视觉感知力

自由地再生和组合，可获得对事物的直接感知，促发

其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很多儿童

家具的设计手段停滞于视觉意象的模式化复制，导致

视觉信息源单一，而阿恩海姆认为，视觉思维恰恰是

对生活中所有感性事物普遍性质的把握[3]。 

3.2  知觉动作链的反馈 

知觉动作链是指人操作物品需要知觉与动作相

结合，通过训练，知觉获取信息后可直接引起动作反

应，而这些操作依赖于人的生理结构[8]。在设计学前

儿童家具时要考虑其使用功能与人机，使产品的设计

与儿童的身体尺度、动作操作和认知能力相切合，形

成有效的知觉动作链。家具的使用过程，包含了一系

列程序化的动作或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9]，针对学前

儿童家具，设计师通过设计让儿童在使用产品过程中

的行为和动作得到一定指导和优化，能帮助他们养成

好的生活习惯。现今大多儿童家具所提供的解读信息

还是以成人的思维角度为主，忽略了儿童的认知程

度，阻碍了儿童知觉有效获取信息，削弱了动作反馈

效果。 

3.3  关注点的攫取 

当用户的关注点放在事物的某一处时，会对该事

物的其他部分产生模糊的意象，而关注点形成质的意

象，使观看者的思维对事物进行主动把握。学前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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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点通常会放在外观具有鲜明特征的事物上，例

如颜色鲜亮，动物概念化的形象常常引起儿童的注

意。当学前儿童在使用家具时，能从设计中识别有效

信息，有助于他们减少信息处理的负荷。但随着多媒

体时代的到来，大量信息变成了无序性的输入，这严

重破坏了儿童的关注靶向。 

3.4  创造与想象力的培养 

长久以来我国儿童教育领域多侧重抽象知识和

概念的输入，忽略个体对周围事物的直观感受，削弱

了个体对事物的感性经验，遏制了思维活动的创造力

与想象力。著名的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

为，学前期是人类可塑性最好的时期，因此儿童的家

具设计必须符合儿童在不同阶段的特质，一方面，学

前期实物信息的储备和积累可为儿童的创造与想象

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事物在大脑中的印象真实性越

高，也可能会导致想象力变弱[7]。因此，在学前期儿

童家具的设计中，视觉信息源的甄选和传达方式亦是

非常关键的。 

4  基于视觉思维的学前儿童家具设计策略 

儿童家具设计在考虑安全舒适性的基础上，如果

能从视觉思维的角度融入相应的设计策略，这在一定

程度上可帮助儿童家具设计师洞察用户群体的特殊

性，丰富设计师的创新思维。相对于用户群体而言，

适合的家具产品有利于帮助他们建立起对周围事物

的正确认知，产生舒适感和愉悦感的同时，潜移默化

地积累视觉经验，激发扩散性思维，塑造更具自信的

人格。具体设计策略阐述如下。 

4.1  丰富视觉信息源 

学前儿童家具所构建的是一个休息、学习、娱乐

的空间，儿童在使用家具时，可以主动地建立起对某

种事物视觉、触觉和嗅觉等的综合印象，逐步积累产

生能代表一类事物的意象。为避免具有重复性和单一

性的视觉信息源，设计师在设计学前儿童家具时，注

重学前儿童的感性经验的积累，可从色彩、造型、材

料出发，促成儿童视觉感知的丰裕体验。 
色彩方面可以考虑学前儿童的性格差异，设计师

利用色彩适时引导孩子的情绪，比如针对内向性格的

儿童使用明亮愉悦的色彩，针对急躁性格的儿童可以

使用柔和的色彩；造型方面可以从学前儿童的性别差

异和成长需求角度出发，通过家具造型对儿童行为进

行引导，如男孩的家具可多一些灵活可变的附属结

构，满足其运动、探索性的需求；女孩则多考虑场景

美化和情感表述性因素；材料方面在关注安全性的基

础上，选择多样化肌理性材料有助于本体基于五感而

建立个体特有的视觉思维，有助于学前儿童日后主动

把握事物本质，有利于他们思考和解决未来学习、工 

 
 

图 1  赛车主题儿童家具 
Fig.1  Children’s furniture in motorcycle theme 

 
作中遇到的问题。赛车主题儿童家具见图 1，在儿童

房内建立了以汽车为主题的多彩化场景，基于男孩性

格特点而赋予其欢快的色彩，激发其对相关赛车文化

的探索。 
学前儿童对事物的认知从陌生到熟悉，从认识到

选择，逐渐形成个人偏好，因此给学前儿童提供多样

性的选择，减少模式化复制家具，可拓宽儿童日后发

展领域的可能性。 

4.2  增强引导性解读 

视觉思维所感知的内容会因不同的知觉目的而

变化，学前儿童独自与物进行交互时，知觉必须依靠

明显的外部提醒和引导行为方式来获取目的信息，发

起动作从而得到反馈，产生有益的心理感受。因为学

前儿童心智还不成熟，对于视觉表征机制认知不够，

所以在增强对家具的引导性解读时，须了解学前儿童

的认知程度。 
学前儿童对事物的认知大多来自于图形，图形能

使儿童有效地识别信息，引导他们对产品进行解读，

做出判断。日后对同一知觉属性的产品形成有效的动

作链，则学前儿童可从家具的使用过程中体验到操作

的舒适感和愉悦感，通过精心设计的功能细节体现对

儿童活动的包容与关怀，让儿童使用时产生被关心、

被呵护的感受，更有效培养学前儿童对事物的可操控

能力和记忆力[10]。同时记忆在学前儿童认知中也起着

重要作用，产品使用方式的简洁化，如在组合型家具

中可以将结构简化连接件放大，使学前儿童通过无意

识记住操作方式，再次受到外界刺激时能唤起原有记

忆，使家具的引导性解读信息巩固在学前儿童的记忆

中。树形衣帽架见图 2，采用树形以及木质材料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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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树形衣帽架 
Fig.2  Treelike clothes rack 

 

 
 

图 3  儿童摇摇椅 
Fig.3  Rocking chair for children 

 

 
 

图 4  Avila 系列儿童家具 
Fig.4  Avila series of children’s furniture 

 
品更有亲切感，儿童能在触摸中探索和了解产品的功

能，在高度上针对学前儿童身高而设计，使儿童在使

用产品时能自己完成动作，得到有效反馈。 

4.3  建立形象化特征 

将产品的重要特征形象化，赋予产品语言来迎合

学前儿童的心理特征，以攫取儿童的关注点，避免由

于信息纷杂而产生思维混乱。学前儿童对于自然事物

及其抽象物有着特殊的好感，当动物、童话、神话、

动漫人物形象概念化特征应用在儿童家具上时，能触

发自然性交互，儿童会主动获得感知信息，并经过反

思、信息解码转化，储存于长时记忆，日后能唤起和

回忆这些形象特征，通过对家具的造型特征进行观

察、触摸、使用和领悟，来理解其功能、语意、寓意

和文化内涵[10]。 
设计师可以从我国传统动物图样和神话故事中

的角色、近代优秀的动漫作品等题材中提取元素，将

这些具有本土特色和文化寓意的特征融入到学前儿

童家具设计中，不仅可以吸引学前儿童主动感知信

息，还有助于以后无意识地将文化内涵转为有效知

识。如 hamuoo 品牌下的一款儿童摇摇椅，见图 3， 
该设计灵感来自中国传统年画中的抱鱼形象，摇摇椅

巧妙地融入了中国元素。 

4.4  重视启发性思考 

学前儿童的家具与成人家具存在着不同的功用，

学前儿童家具考虑到用户的特殊性，产品功能突出游

戏和教育作用。保留一些生活中有迹可循的自然原

型，同时确保这些自然原型不能太过于具象和复杂，

提炼出抽象的线条通过适当的留白来让学前儿童思

考，对于儿童视觉思维是至关重要的。Avila 系列儿

童家具见图 4，设计师以动物原型来设计家具，将其

本质特征用简单的形状和线条表示，忽略细枝末节，

留给孩子更多的想象空间，使他们的思维能与外界事

物保持同步性关联，让孩子在认识到具象事物的同时

也能抽象地发散思维，提高想象力。 

5  结语 

教育是“国之大计”，家庭是儿童开启人生的第

一所学校，家具是一个家庭物质空间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为人与空间环境架起了桥梁。本文以学前儿童

的身心健康发展和激发创造性思维为出发点，结合视

觉思维的原理探讨学前儿童家具的设计诉求，分析儿

童群体的隐性需求，总结基于视觉思维的学前儿童家

具设计策略，对丰富学前儿童家具的设计内涵与创新

思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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