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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动画元素在学龄期儿童家具设计中的应用形式和创新途径，为未来儿童家具设计行业

的创新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案例。方法 对现阶段国内学龄期儿童家具设计的局限性进行分析，通过对比

动画元素特征与儿童生理心理诉求，探求两者的契合点，并基于两者的契合特征从整体性应用、局部装

饰应用、动画场景还原及动画精神文化应用等方面探讨动画元素被应用在学龄期儿童家具设计中的可行

性。结论 通过研究分析，得出动画元素在学龄期儿童家具设计中的应用形式主要为整体性应用、局部

装饰应用、动画场景还原及动画精神文化应用。在整体性应用与局部装饰应用中，又可细分为明引、重

构及比拟。结合具体设计实践验证了方法的可行性，实现了动画元素与学龄期儿童家具设计的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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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nimation Elements in the Design of School-age Children’s Furn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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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form and innovative approach of animation elements in the furniture 
design for school-age children, and provide exampl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furniture design industry. 
The current limitations of furniture design for school-age children in China were analyz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i-
mation elements were compared with children’s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needs to explore the convergence. Based 
on the convergence,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animation elements in the furniture design for school-age children was ex-
plored from the overall application, partial decoration application, animation scene restoration and animation spiritual 
culture application.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the application form of animation elements in the design of 
school-age children’s furniture is mainly the overall application, partial decoration application, animation scene restora-
tion and animation spiritual culture application. The form can be subdivided into clear citing, reconstruction and com-
parison in the overall application and partial decoration application.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design practice, the fea-
sibility of the method is verified, thus achieving the perfect integration of animation elements and furniture design for 
school-age children. 
KEY WORDS: furniture; school-age children; animation; design research; innovative approach 

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现代人才竞争的激烈化，国民

对下一代的学习教育更加重视。由于学龄期儿童家具

是孩子学习成长过程中的重要陪伴工具，所以家长对

之要求越来越高。然而现阶段国内学龄期儿童家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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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存在很多局限，如何突破局限另辟创新途径是当下

值得深思的问题。 

1  现阶段我国学龄期儿童家具设计的局限 

我国的学龄期儿童家具起步较晚，20 世纪 80 年

代末开始兴起，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经过萌

芽期、发展期与稳定期这几个阶段[1]。在发展中存在

以下问题：灵感来源单一，缺乏创新性；家具风格零

散，缺乏统一性；服务群体广泛，缺乏针对性；产品

结构不合理，缺乏可调节性；过于注重造型方面设计，

缺乏安全性；产品造型雷同，抄袭较为明显[1-2]。 

2  学龄期儿童生理心理特征与动画元素特征 

2.1  学龄期儿童生理心理特征 

《卫生学大辞典》对学龄期儿童有以下定义。学

龄期儿童亦称童年期，其年龄范围从六七岁到十一二

岁，其思维、言语、学习、记忆、人格、情绪等方面

都有极大变化和发展[3]。 

2.1.1  学龄期儿童的生理特征 

1）对外界刺激敏感。在这一时期，儿童的神经

系统发育仍不完全，易受到外界因素刺激，较难集中

注意力[4]，因此可以在设计中赋予家具鲜艳的色彩、

绵滑的触感及可发出特别的声音等特征。 
2）生长发育迅速。据调查，6~12 岁的儿童平均

身高为 117~151 cm，平均每年长高 3~4 cm[5]，因此

学龄期儿童学习桌椅应采用高度可调节设计。 
3）大脑神经机能兴奋性高。由于这一时期的儿

童大脑神经机能兴奋性高，表现为活泼好动，所以更

需要注重室内环境的安全。家具应避免尖锐设计，容

易发生磕碰的地方应加上防磕碰软垫或设计为圆角

造型。 

2.1.2  学龄期儿童的心理特征 

1）客观期。当代心理学家瓦龙曾说过，对儿童

而言，相比之前的年龄阶段，学龄期阶段是一个比较

客观的时期，孩子的兴趣点由自我转向外界事物[6]。

家具设计应该着重于如何引导孩子对学习产生兴趣。 
2）思维方式转变。处于学龄期的儿童思维方式

开始由具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转变[7]，并开始能够感知

到事物的空间关系，因此，在设计中可以加强家具的

立体效果，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与观察能力。 
3）个性化。学龄期儿童希望自己是特别的，因

此针对这一时期儿童所设计的家具应更加注重个性

化风格，从而吸引他们的眼球。 
4）希望得到陪伴。虽然国内大部分家长会从小

学开始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但是孩子依然希望得到

父母的陪伴。此时儿童家具应该起到很好的陪伴效

果，因此在家具造型设计以及色彩选择方面要尽量营

造温馨的效果。 
5）审美逐渐趋近成年人。随着儿童的成长发育，

学龄期儿童的审美标准已经逐渐向成年人靠近，过于

繁多的颜色搭配反而会引起孩子不适，因此家具设计

应该在追求童趣的同时避免过分繁多的色彩搭配。 

2.2  动画元素在学龄期儿童家具设计中的表现特征 

1）色彩鲜明，饱含趣味性。动画色彩鲜明，饱

含趣味，对于对新鲜事物饱含兴趣的孩子来说，动画

能够打造出轻松愉悦的气氛，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帮

助孩子健康成长。 
2）通俗时尚，富含文化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与

进步，动画逐渐贴近现代生活，与 新的流行文化结

合。动画片大都是小朋友的第一堂教育课，因此大

部分的动画角色与动画内容是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

的[8]。儿童是动画的主要受众群体，将动画中的流行

元素及文化信息整合并赋予到家具设计当中，必然受

到儿童的青睐。 
3）流行时效长，极具个性化。一部成功的动画

片，其情节及动画形象往往经久不衰，将经典动画元

素应用于家具设计当中，可使家具得到孩子长久的喜

爱，使产品不易被遗忘在家具发展的潮流中。同时，

不同的动画形象往往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每个小朋

友都可以从动画中寻找到自己心仪的角色。 
4）贴近生活，蕴含亲切感。动画片中的场景往

往贴近现实生活，具有亲切感。看动画占据孩子童年

休闲娱乐的很多时间，因此应用动画元素的家具对孩

子而言就像是陪在身边的朋友，充满熟悉与亲切感。 

2.3  动画元素特征与学龄期儿童生理心理特征对应

关系 

动画具有色彩鲜明、饱含趣味性的特征，通过鲜

明的色彩与充满童趣的形象可以促进对外界刺激比

较敏感且活泼好动的学龄期儿童健康成长。动画具有

通俗时尚、富含文化性的特征，具有故事情节与文化

教育理念的动画对正处于客观期及思维方式转变时

期的儿童来说能够加速其思维方式的转变，引导孩子

做出正确的自我认知及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动画具

有流行时效长、个性化强的特征，因而更容易得到正

处于生长发育迅速阶段，易喜新厌旧，追求独特、个

性化的儿童的青睐。动画具有贴近生活，蕴含亲切感

的特征，因而能够满足需要陪伴的学龄期儿童，且动

画中场景往往与生活场景异曲同工，都是由成年人设

计具有一定的美感，符合审美逐渐趋近于成年人的学

龄期儿童的审美。动画元素特征与学龄期儿童生理心

理特征的对应关系见图 1。 

3  动画元素在儿童家具设计中的应用形式 

针对现阶段国内学龄期儿童家具的局限性，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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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动画元素特征与学龄期儿童 
生理心理特征的对应关系 

Fig.1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imation elements and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chool-age children 
 

 
 

图 2 《洛宝贝》动画系列儿童家具 
Fig.2  “Luo Baby” animation series children’s furniture 

 

 
a b 

 

图 3 《洛宝贝》动画系列人物书靠设计 
Fig.3  Design of “Luo Baby” animation  

series character book holder 
 

通过对国产《洛宝贝》动画设计元素的提取，将之应

用于儿童家具的设计当中，根据学龄期儿童的生理心

理诉求以及国家标准，设计出动画系列学龄期儿童卧

室家具，该系列家具包括儿童床、多功能楼梯柜、多

功能滑梯柜、衣柜、学习桌椅、熊熊书架、猫猫凳、

青蛙凳、书靠，共十件家具。本设计克服了现阶段国

内学龄期儿童家具设计的局限，为孩子健康成长提供

了很好的卧室环境。笔者设计与制作的《洛宝贝》动

画系列儿童家具见图 2。 

3.1  整体性应用 

3.1.1  明引 

明引原是一种文学修辞，指的是“直接使用现成

的话，如格言、诗句等，并标明出处[9]”。这种修辞

被借用到应用动画元素的学龄期儿童家具整体性设

计中，指直接使用动画角色造型，对角色不加修改或

稍加修改。角色作为动画片语言视觉中心元素， 能

引起孩子情感上的共鸣[10]。 
动画作为一种非写实的艺术，创造是其与生俱来

的特性，图形化是一切动画的演绎思维，动画角色依

赖于图形化得以演绎，因此将动画中的角色造型直接

应用于家具设计当中，使家具造型与动画角色外形特

征基本相符，也就是指将动画中的角色图形从场景中

分离，将分离出的二维图形根据所设计的家具尺寸进

行等比例放大或缩小，尽量不对图形形状进行二次加

工设计，保留动画角色原始的美感。通过对材料的铣

形等，加工制作出具有动画角色图形的材料，可以根

据设计需求保持材料本色，或是将铣出图形的材料按

照动画角色的原始造型特征进行线型雕刻或彩色涂

料上色。 
明引也是一种具象设计，具象创作是一切艺术的

基础，室内家具多用此类设计手法能够让孩子逐步了

解艺术。另外，此类设计生动鲜明，极具趣味性，可

使该动画的受众群体见到该家具便如同见到老朋友

般亲切、安心。笔者根据“洛宝贝”角色形象（见图

3a）设计了“人物书靠”（见图 3b），《洛宝贝》动画

系列人物书靠设计见图 3。 

3.1.2  重构 

重构是指设计师为了表达某种设计理念，在原有

的动画角色元素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升华，体现出设

计师自己的创作灵感与艺术品质。重构不仅是设计师

对动画角色理解的艺术升华，而且能达到让消费者对

产品产生情感联想的目的[11]。 
从动画角色的造型设计艺术层面上来讲，一部动

画得以成功必定有其独特的符号特征贯穿动画始终，

具有符号特征的角色往往能够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

象。在利用重构设计方法时，设计师应该准确地把握

动画角色鲜明的符号特征，在符号特征的基础上对动

画角色形象进行改造与升华。对儿童来说，这一类儿

童家具并没有明引类设计那么高的辨识度，但具有一

定的艺术价值，对于审美趋近于成年人的学龄期儿童

而言，有一定的审美提升作用与智力开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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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洛宝贝》动画系列熊熊书架设计 
Fig.4  Design of “Luo Baby” animation  

series bear booksh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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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洛宝贝》动画系列儿童凳设计 
Fig.5  Design of “Luo Baby” animation series children stool 

 
《洛宝贝》动画系列熊熊书架设计见图 4。笔者

根据动画中“粉红熊”的形象（见图 4a）设计了熊

熊书架（实物见图 4a）。首先，将“粉红熊”的角色

从动画中分离出来，分析出“粉红熊” 鲜明的符号

特征有打结的西部牛仔围巾和上窄下宽接近等腰梯

形的身体形状这两点。笔者以“粉红熊”的这两个鲜

明的符号为基础，根据自身对动画角色的理解，将动

画中二维的熊设计成具有圆滚滚的肚子的三维熊的

书架形态。书架整体形似动画中熊的形象，该书架无

论是从正面看还是从侧面看都具有“粉红熊”的特征，

有很好的三维立体效果，能够更好地培养孩子的空

间感。 

3.1.3  比拟 

比拟在文学中是一种修辞手法，它“植根于创造

想象，取甲事物的一般表象和乙事物的突出表象组合

成一种非现实形象的辞格[10]”。这种修辞被借用到应

用动画元素的学龄期儿童家具设计的整体性应用中，

指的是将动画角色形态特征应用于家具整体形态描

绘当中。动画角色设计不是单纯的美术活动，动画角

色需要通过角色样貌、搭配妆容、言语动作等形态特

征向观众传达其性格、观念、精神文化，甚至整部动

画的中心思想，因此，动画角色的形态特征应为学龄

期儿童家具设计师把握的重点。动画角色形态特征主

要有三种：面部表情、色彩体态、行为动作。 
在进行家具设计时，首先应该选择适合与所设计

家具融合的动画角色，将其从动画场景分离。其次，

分析角色的五官比例特征及其常出现的表情，选用角

色常用的表情、颜色及动作。将动画角色的形态特征

提取出来，融入到学龄期儿童家具的设计当中。在选

择角色形态特征时，应尽量选用喜悦、调皮的表情作

为创作元素，这是因为学龄期儿童容易受到外界情绪

影响，悲伤的表情容易产生不良引导。同时，在设计

学习区与休息区的家具时应该选择角色的静态动作，

如躺卧；而设计娱乐区的家具则可以选择动态动作，

提高孩子的活跃度。 
例如，笔者根据《洛宝贝》动画中的“猫猫”设

计了猫猫凳，见图 5。《洛宝贝》中的“猫猫”总是

眯着眼睛，身体主要以青色为主，有深绿色的斑纹作

为点 ，“猫猫”动画形象见图 5a。笔者根据凳子的

造型特征选择了“猫猫”站立的动作作为设计元素，

笔者设计制作的儿童凳见图 5b。该设计很好地吸收

了二维动画中“猫猫”的神态特点，将“猫猫”形象

转变为三维空间的凳子造型。从凳子的侧面看体现了

“猫猫”站立的形态特征，其坐板呈一定弧度，从正

面看如同弓着背的“猫猫”，憨态可掬。 

3.2  局部装饰应用 

局部装饰应用设计指的是将整体性应用中的明

引、重构、比拟这三种设计手法应用于局部装饰，主

要在家具的细节进行装饰刻画。 
儿童卧室家具设计中常见的需要装饰的部位有

家具拉手、板面、书架侧板、床围栏、床母等。设计

师在进行局部装饰设计时，首先应该根据需要装饰的

部位的形状选择合适的动画角色，在选择角色时，应

将家具装饰部位与角色图形基础几何形化，具有相同

或相近几何形的两者才可以进行融合设计。如果是在

大幅面的板面进行局部点 ，则不必过多考虑角色形

状，应更多关注卧室内家具的搭配效果。 
局部装饰应用在儿童家具设计中更为常见，应用

这种设计手法的儿童家具功能性更强，并且具有一定

的趣味性，非常适合学龄期儿童使用。此类家具能够

通过细部动画装饰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同时又不至于

过分花俏，过度吸引孩子的注意力。这样不仅让孩子

愿意长期使用此类家具，而且能够使孩子将注意力集

中在学习上。局部装饰应用方法需注意配套家具的统

一性，只有局部装饰之间互相呼应才能使室内装饰效

果更加和谐。 
动画形象见图 6。《洛宝贝》动画系列部分家具

设计见图 7。笔者根据《洛宝贝》动画中的“小鸡”

（见图 6a）与“猫猫”（见图 6b）形象设计了学龄期

儿童学习桌椅（见图 7a）、衣柜（见图 7b），以及配

套的床、多功能滑梯（见图 7c）和扶梯（见图 7d）

等。在角色方面，动画中的“猫猫”与“小鸡”是一

对欢喜冤家，总是出现在同一场景当中，因此儿童对

相关联的两者产生了深刻印象。根据“小鸡”圆形的

头部形状，笔者设计了同样形状的家具拉手，利用明

引的设计手法，将“小鸡”的动画角色与拉手设计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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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动画形象 
Fig.6  Animation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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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洛宝贝》动画系列部分家具设计 
Fig.7  Design of “Luo Baby” animation  

series furniture (part) 
 

a b 
 

图 8 《洛宝贝》动画系列青蛙凳设计 
Fig.8  Design of “Luo Baby” animation series frog stool 

 
合在一起。同样利用明引的设计手法，根据“猫猫”

的矩形头部形状，笔者设计了与其形状相同的学习椅

靠背板与书架装饰板。在本系列家具的设计当中，以

“猫猫”形象为主要装饰，以“小鸡”形象为辅助装

饰，整体以竹集成材本色为主要色系，以黄色与蓝绿

色为搭配色，整体统一性强，颜色搭配恰到好处，不

会因为杂乱的颜色而过分分散孩子的注意力，整个设

计充满童趣而功能强大，完全可以满足学龄期儿童学

习休息及娱乐的需要。 

3.3  动画场景还原 

动画场景还原指的是将动画中的家具经过设计

师的二次设计还原到生活中。动画中的故事情节往往

贴近现代生活，生活场景接近现代家居。将动画中的

家具还原再创造于现实生活中，此类家具能够让孩子

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促使孩子主动学习主人公身上

的优良品质。 
由于动画是一种非写实的艺术，夸张的诠释手法

是其一贯的演绎手段，所以动画中的家具往往造型充

满新意且夸张，极易吸引具有个性化心理特征的学龄

期儿童的眼球。然而，将动画中的家具直接复制粘

贴到生活中，大部分的复制家具存在部件不易连接、

造型的某个部位对儿童而言不够安全、不适合工厂

批量生产等问题。因此需要设计师在动画场景还原

时注意对家具部分造型的升华与部件连接方式的改

进，从而使家具达到 安全稳固的效果，例如笔者

根据《洛宝贝》动画中的小凳子改良设计制作的青

蛙凳，见图 8。 
动画场景中的青蛙凳（见图 8a）靠背板无法固

定于凳面，而笔者将动画中小凳子的两块小靠背连为

一体，制成形似微笑的小青蛙形象。这样既增加了儿

童凳的童趣效果，又增加了靠背的稳定性。青蛙凳实

物见图 8b。孩子在使用青蛙椅时，感觉自己就是主

人公，便更愿意学习主人公身上的优良品质。 

3.4  动画精神文化应用 

适宜儿童观看的动画传递给孩子们的品格与精

神往往是积极向上的，设计师可以将整部动画所传达

的精神提炼出来，应用到家具设计当中。动画艺术文

化包括地域文化、时代文化、生活理念、优秀品格等。 
设计师可以通过家具设计而表达出这些精神文

化，通过细致观察动画的地域与环境，故事发生的时

代背景，动画中的角色身上的优秀品格及角色先进的

生活理念，通过情感联想的方式寻找能够直接表达这

种文化的家具材料、色彩、功能、造型等，并应用到

家具的设计当中，赋予孩子正确的精神文化理念。如

《洛宝贝》动画中传递的是绿色环保的生活理念。因

此设计师在设计家具时，可利用绿色环保材料，在设

计中体现 6R 设计原则，即研究（Research）、保护

（Reserve）、回收（Recycling）、减量化（Reduce）、

重复使用（Reuse）、再生原则（Regeneration）[12]。

笔者在本次设计中所使用的材料为竹集成材，与木

材相比，竹材成材时间较短，通常为 3~5 年，且质

地坚硬，是很好的代替木材的天然环保材料。笔者

设计制作的《洛宝贝》动画系列部分竹集成材家具

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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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洛宝贝》动画系列部分竹集成材家具 
Fig.9  “Luo Baby” animation series glued laminated  

bamboo furniture (part) 
 

4  结语 

我国学龄期儿童家具起步较晚，能够取得今日的

成果实属不易。不能被发展迅速的优势遮挡住双眼而

看不到其背后的局限性。如何开辟学龄期儿童家具设

计的创新途径是当下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动

画元素邂逅学龄期儿童家具设计的今天，设计师应该

意识到将动画作为设计元素应用到学龄期儿童家具

设计中的重要性。笔者对现阶段国内学龄期儿童家具

设计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并立足于学龄期儿童的生

理心理诉求，通过对动画元素的提取与应用，研究出

动画元素在学龄期儿童家具设计中的应用形式，为未

来学龄期儿童家具设计提供新思路与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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