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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发掘学龄前儿童对药品包装的真实情感需求，从而探讨儿童药品包装的移情设计策略，以

有效缓解儿童对药物的抵抗情绪及家长协助儿童服药的精神压力。方法 运用情感层级理论，针对学龄

前儿童在药品包装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等方面的情感需求，从本能层级、行为层级和反思层级 3 个层级

进行策略分析，并结合国内外优秀的儿童药品包装设计案例，提出相应的儿童药品包装移情设计策略。

结论 基于情感的 3 个层级对儿童药品包装进行设计，不仅契合了儿童的情感需求，还增强了药品包装

与儿童及家长与儿童之间的情感交流，从而使儿童对服药产生积极情绪，达成深层次的感性认知和理性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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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athy Design Strategy for Children’s Drug Packaging Based on Emotion Level 

ZHONG Chun, XU An-jiao, JANG Yu-ji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discover and visualize preschool children’s real emotional needs for drug packaging, 

thus to explore empathy design strategies for children’s drug packaging, and further effectively relieve children’s emo-

tions of drug resistance and parents’ mental pressure to help children take drugs.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level, aiming at preschool children’s emotional needs in physiology, psychology, behavior, etc. for drug packaging, a 

strategic analysis was made in three levels including instinct level, behavior level and reflective level; in combin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excellent children’s medicine packaging design case analysis, a corresponding children’s empathy 

drugs packaging design strategy was put forward. The transference of the children’s medicine packaging design based on 

the three levels of children’s can not noly meet the emotional needs of children, but also enhance emotional communica-

tion between medicine packaging and children and parents, thus to encourage children to feel positive emotions to taking 

medicine, and get a deep perceptual cognition and ration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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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移情设计在儿童医学产品中的应用成果

相继出现。文菁竹[1]等通过移情设计的方法和工具，

细分用户的痛点和需求，从“五感”角度对牙科产品

进行再设计，以缓解儿童看牙时产生的恐惧情绪。金

威宇[2]等通过移情方法分析儿童的情感需求，提出从

器具、材质感和视觉等方面缓解儿童的恐惧心理。儿

童医学产品移情设计的研究成果，给儿童药品包装设

计提供了新的视角。移情设计在国内发展较晚，尚处

于尝试阶段。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在理论方面，代表

性的观点有，曾栋[3]等将移情设计细分为视觉层、行

为层和社会层 3 个层级，提出视觉表象、行为交互和

社会反思是由外及里的感知。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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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试图从情感层级的角度分析用户的情感需求，从

影响“移情”主体的本能层级、行为层级和反思层级

分析用户对儿童药品包装产生的移情。将获取的情感

资料转化为情感媒介，迁移到儿童药品包装设计中，

从视觉形式、使用体验、情感延伸等 3 个方面提出移

情设计策略。 

1  儿童药品包装的用户情感需求分析 

1.1  儿童人群界定 

医学界将儿童的年龄范围界定为 0~14 岁，以下

研究将儿童人群的研究范围界定在 3~6 岁（学龄前儿

童）。霍夫曼等人研究表明，学前儿童已具有较强的

移情能力，通过引导能够正确接受自我和理解他人，

移情能力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提高[4]。移情是一

种比较复杂的观点采择能力，是促使学龄前儿童表现

出亲社会行为的一种重要的动机来源[5]。认知和情绪

情感是移情的 2 个重要组成成分，它们相互作用、密

不可分，两者相结合才能出现真正的移情。学龄前儿

童处于观点采择能力发展的第 1 个阶段，会出现明显

的亲社会行为，但受到社会认知的局限，其观点采择

能力比较弱。儿童药品包装可以培养学龄前儿童从

“被动服药”过渡到“主动服药”。 

1.2  基于儿童生理特征的情感需求分析 

儿童的生理特征主要包括“五感”：视觉、听觉、

触觉、味觉和嗅觉[6]。在儿童药品包装中，学龄前儿

童的视觉、听觉和触觉起重要作用。在视觉方面，随

着年龄的增长和视觉经验的丰富，学龄前儿童的视觉

感知能力逐步提高，能够感知物体的色彩、形状、线

条等属性。学龄前儿童的听觉和视觉一样具有重要意

义，他们的听觉记忆已经完善，对声音非常敏感，尤

其是动感音乐，可以通过发出的声音来认识周围的环

境并辨别周围的人群。学龄前儿童的触觉也逐步发展

完善，喜欢用肢体和行动去探索世界，触摸自己感兴

趣的事物。因此，儿童药品包装的移情设计可以充分

利用儿童的感官特点，使其与包装发生互动，令儿童

感受到其中的乐趣。 

1.3  基于儿童心理特征的情感需求分析 

从学龄前儿童的心理特征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

方面：情绪不稳定，情绪对儿童的行为具有直接的指

控作用[6]；知觉进一步发展，趣味需求强烈；注意不

集中、记忆时间短，但能够专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并

记忆深刻；思维具象、爱想象，但想象内容贫乏，多

为自己熟悉的事物[7]。 

在情绪上，社会性需求的满足程度对学龄前儿童

的情绪影响越来越大，情绪可以直接指引和调控儿童

的行为。儿童患者在服药过程中容易情绪波动，不愿

听言语劝说，家长常选择言语威胁或强制灌药的方

式，忽视了儿童内心的真实需求，反而会使其产生心

理阴影。培养良好的情绪对学龄前儿童服药具有深远

意义，服药前可以通过温馨、有趣的药品包装让儿童

感受到人文关怀，使儿童发自内心地接受服药。 

在知觉上，学龄前儿童对药品包装的知觉包括颜

色、图案、造型、结构。据心理学家研究表明，学龄

前儿童喜欢鲜艳、对比强烈的色彩，以及简单、夸张

的图案。然而，医院偏冷的颜色、呈现的图案给儿童

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如果儿童药品包装出现相似的颜

色或图案，也会导致儿童在心理上产生不愉快的联想

和感受，从而厌恶服药[8]。在造型和结构上，儿童药

品包装和成年人药品包装并无明显区别，缺乏趣味

感。儿童药品包装的视觉设计应避免出现引发儿童不

良情绪的设计要素，造型、结构应设计得更具趣味

性，从而激发儿童与包装产生交互行为。 

在注意和记忆上，学龄前儿童注意力分散，但对

感兴趣的内容比较专注，如长时间看动画和听故事；

学龄前儿童记忆时间短，但对感兴趣、印象鲜明的事

情记忆深刻。儿童药品包装可以利用鲜艳的色彩、有

趣的造型吸引儿童的注意，还可以通过趣味故事情节

和持续变动的视听画面，加深儿童对药品包装的记忆。 

在思维和想象上，学龄前儿童思维处于皮亚杰认

知模式的前运算阶段，以具体思维为主，需要依靠简

单的图画元素或亲身经历的场景来理解。儿童富于想

象，但想象的内容比较贫乏，通常是回忆的复制品，

例如男童想象自己是充满正义的奥特曼，可以用力量

和智慧战胜一切；女童想象自己是魔法仙子，可以用

魔法变出一切东西。儿童药品包装的设计要素需要符

合儿童的思维并给予其充分的想象空间，使儿童沉浸

其中并引发美好的情感，从而逐步达到移情效果。 

1.4  基于儿童行为特征的情感需求分析 

学龄前儿童的行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好动、好游

戏、好学、好问、好模仿等 5 个方面[6-7]。幼儿天生

充满活力，喜欢不停变换方式并参加力所能及的活

动。游戏是学龄前儿童的主要活动，他们喜欢玩各种

游戏。学习对学龄前儿童也非常重要，学龄前儿童的

学习活动和游戏密不可分，他们可以通过游戏进行目

的性和系统化的知识学习，从而不断提升学习能力。

学龄前儿童的语言能力发展迅速，其可以通过叙述和

解说来认知更多无法直接感知的事情。儿童遇到感兴

趣的事情会经常追问家长“为什么”。同样，家长在

辅助儿童服药时，把药品包装作为媒介，反问儿童“为

什么”，可以引发儿童对药品包装的思考，从而侧面

引导儿童对药品包装产生共鸣。学龄前儿童擅长模仿

他人的动作和行为，以及喜爱的英雄和卡通形象等。

因此，儿童药品包装设计应充分考虑并利用学龄前儿

童的 5 个行为特点，从结构或开启方式等方面进行创

新，使儿童与药品包装产生互动；设计不同形式的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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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游戏，赋予药品包装学习功能，传授儿童生活知

识，促进亲子交流；将儿童药品包装图案和造型塑造

成聪明、勇敢的卡通形象，引导儿童以此为榜样。 

综上，从生理、心理和行为 3 个方面分析儿童对

药品包装的情感需求，综合考虑儿童对药品包装的多

方面的情感需求和行为习惯，为儿童药品包装的本能

层级、行为层级和反思层级的移情分析提供情感溯

源。将情感源泉迁移到儿童药品包装 3 个层级的设

计，有利于儿童药品包装的移情设计能够真正契合儿

童的需求。 

2  基于情感层级的儿童药品包装移情分析 

美国的认知心理学家诺曼在《情感化设计》中将

情感层次归为本能层、行为层和反思层[9]。3 个层级

都源于“移情”主体的情感反馈，因其层级和影响因

素的不同，移情影响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情感反馈从

本能、行为到反思，是一个逐渐升华的过程[10]。基于

用户情感需求，从情感层级分析儿童药品包装的移情

作用。 

2.1  基于本能层级的移情分析 

本能层级的情感是人与物交互时本能、直接的感

觉，是初印象形成的基础，也是形成主体“移情”的

基础条件。本能层次设计注重产品的外观形态[9]，主

要体现在儿童药品包装的色彩、图案、造型等方面。

儿童药品包装本能层的移情设计，应给学龄前儿童带

来视觉冲击，使其感受到感官的愉悦。例如，儿童偏

爱甜味或水果味的药品，药品包装则可以通过色彩、

图案传达给儿童味觉信息。学龄前儿童喜爱看动画

片，受卡通形象的影响较大，药品包装则可以通过图

案、造型与卡通形象相结合的形式，来缓解儿童对药

品的负面情绪。总之，儿童药品包装本能层的移情设

计应首先考虑缓解儿童对服药的恐惧，慢慢培养其对

药品的愉悦情绪，为后面深层次地移情打下良好的基础。 

2.2  基于行为层级的移情分析 

行为层级是基于本能层级的感受后，通过使用体

验进行的情感反馈，这一层级的情感反馈贯穿整个过

程，有利于完善大脑中的感性思维系统，移情效果显

著提高。行为层级设计主要是功能的实现，强调产品

的使用和体验的愉悦[9]。儿童药品包装行为层级的移

情设计，可以增强儿童与药品包装交互时的多功能体

验，比如通过开启方式的变化带给儿童不一样的惊

喜，激发儿童对包装变化的思考；还可以增加不同形

式的游戏功能，不仅让学龄前儿童感受到药品包装的

趣味性，改变其以往对药品包装的冷漠印象，还能促

进儿童的智力发展，缩短儿童与药品的心理距离。 

2.3  基于反思层级的移情分析 

反思层级产生的情感基于前 2 个层次之后，可以

更深层次地体验到思想和情感的完全交融，这种情感

体验的持续时间更长。反思层次设计强调自我形象、

个人满足感和回忆[9]。儿童药品包装反思层次的移情

设计，受到个人年龄、经历、思维和行为习惯的影响，

药品包装设计要符合学龄前儿童的认知。培养学龄前

儿童服药的积极情绪是一个长期过程，药品包装对他

们的移情影响应该是不断延续的。例如，单剂量药品

包装设计系列背景故事，可以通过熟悉、简单的图画

形式表现出来，情节之间有联系、转折，内容具有丰

富的内涵；通过故事唤起儿童的美好回忆，可以给儿

童留下深刻记忆，延续儿童的美好情感，从而缓解儿

童在服药过程中的抗拒情绪。 

综上所述，儿童药品包装移情中的 3 个情感层级

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但各自在不同的层级上发挥着不

同的作用，移情影响从本能、行为到反思是逐步深入

的。基于本能层级，可通过药品包装的色彩、图案和

造型获得儿童的良好情感，建立移情基础；基于行为

层级，可通过多功能交互体验让儿童在行为层上获得

愉快的使用感受，移情影响更加深刻并且贯穿整个互

动过程；基于反思层级，可通过情感反思使儿童对药

品包装产生更深层次的情感共鸣，有效缓解儿童用药

时的负面情绪。 

3  基于情感层级的儿童药品包装移情设计

策略 

儿童药品包装移情先把儿童的生理、心理和行为

需求转化为可视的移情设计要素，再通过移情设计要

素对儿童药品包装进行移情，从而减少其服药过程中

产生的负面情绪。基于情感层级的儿童药品包装移情

设计策略，是以本能层级、行为层级和反思层级为平

台，以儿童药品包装要素为载体的情感迁移。本能层

级从五感、科幻卡通、造型趣味 3 个维度使儿童感官

产生愉悦感；行为层级从包装结构互动、线上游戏、

视听学习 3 个方面，增强儿童的多功能体验；反思层

级从图文故事导入、熟悉图案唤醒情感回忆、荣誉贴

纸满足儿童内心认同感 3 个方面，来延续儿童的美好

情感。 

3.1  基于本能层级的感官愉悦移情策略 

儿童对药品包装的感官效应是移情的起点。儿童

药品包装的本能层级移情主要是指视觉外观设计，并

依次从色彩、图案和造型进行移情。这不仅可以提高

药品包装的美观度，还可以愉悦儿童的感官，激发儿

童本能层级的情感，进而促进行为层级的移情。 

3.1.1  色彩味觉通感移情 

用户在首次接触包装的前 20 s，色感比例高达

80%[11]，因此，色彩是药品包装移情设计表现的首要

触点。学龄前儿童最喜欢高纯度的红、黄、蓝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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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12]，大部分儿童药品包装的主色调为黄色、红色、

蓝色、绿色，再辅以白色来降低视觉疲劳。据调研发

现，部分儿童对偏爱味道的药品配合度较高，如甜味、

水果味和酸味。然而，儿童在接触包装前不知道药品

的味道，大多会基于药品是苦味的固有观念而产生抵

抗心理[13]。因此，可以将药品包装的主色调与儿童的

味道认知特点相结合来进行儿童药品包装设计。例

如，美林布洛芬混悬液利用儿童看到橙色会想起橙子

的认知特点，将整个包装的主色调设计为橙色，儿童

通过色彩感知会联想到药品的味道可能是橙子味，从

而增强了儿童的服药意愿，见图 1。据调研可知，市

场上大部分儿童药品的味道是甜味、水果味，少数的

是酸味，极少的是苦味。儿童对食物本身的色彩具有

固有认知，例如儿童看到黄色和红色会想起橘子、玉

米、草莓等，看到绿色和蓝色会想起猕猴桃、蓝莓、

青苹果等。因此，儿童药品包装的色彩移情设计，可

以利用儿童对食物味道的通感特点，来确定儿童药品

的味道，例如将甜味药品的包装主色调设计成黄色、

红色，将酸味药品的包装主色调设计为绿色和蓝色，

甚至可以设计为某个水果或食物的固有色彩，从而准

确引发儿童的对食物味道的联想，缓解儿童服药时的

心理压力，并建立良好的移情出发点。 
 

 
 

图 1  美林布洛芬悬液 
Fig.1 Mortrin ibuprofen suspension 

 

3.1.2  图案卡通科幻移情 

图案相比文字更加直观、生动，能够达到文字无

法达到的效果[14]。儿童药品包装需要通过图案将信息

直观地传达给学龄前儿童。学龄前儿童以具象思维为

主，喜欢具象和半具象的图案，尤其是造型简洁、性

格鲜明和有原型可寻的卡通形象更易受到儿童的青

睐[15]。学龄前儿童缺乏生活经验，同时受到科幻动画

片的影响，富于想象，因此可以将个性的卡通形象与

现实的场景元素相结合来营造出科幻画面。例如，仁

和米阿卡儿童药品包装，其中的卡通形象米阿卡骑着

扫帚在天空飞翔，手拿魔法棒施展魔法，犹如哈利波

特施法对抗邪恶，见图 2。家长可以通过卡通形象来

鼓励患病儿童，吃药后会像米阿卡一样拥有超能力，

能够与病毒对抗，变得更加坚强、勇敢，以此提高儿

童服药的积极性。将儿童药品包装图案进行卡通科幻

移情主要有以下 2 种方法：首先，将药品包装图案中

的卡通形象设计为类似儿童喜欢的动画片中的正面

卡通形象，比如“汪汪队”中的莱德、“小猪佩奇”

中的佩奇等；其次，通过简单、熟悉的设计元素，营

造出科幻的氛围，并与卡通形象和药品相融合，如拥

有超能力的卡通形象在草药世界（或水果世界）大冒

险、对抗细菌病毒、寻找宝藏。儿童药品包装的图案

将儿童熟悉的卡通形象融合到科幻的场景中进行移

情，既可以发挥儿童的想象，还可以给儿童传输积极

服药的理念。 
 

 
 

图 2  仁和米阿卡小儿咽扁颗粒 
Fig.2 Renhe miaka children pharyngeal flat granules 

 

3.1.3  造型趣味仿生移情 

儿童药品包装造型是承载色彩、图案等设计的载

体，对包装的美观性有一定的影响，所以造型设计是

不可忽略的。目前国内儿童药品包装造型比较单一，

无法满足儿童好奇的情感需求。学龄前儿童在画画

时，喜欢画具有生命力的形象，比如动植物、卡通形

象等[16]。因此，儿童药品包装造型的移情设计可以突

破外包装传统的方正造型，融合仿生设计元素，让药

品包装造型更富生命力和亲和力。Kim Yeji 设计的

Dr.Joy 小猪药丸，见图 3。该药品的内外包装融为一

体，将造型设计成 3 只小猪，把药品制作成猪耳朵、

猪蹄、猪鼻子的形状，3 只小猪手捧头部、胸部和腹

部，分别表示用于治疗头部疼痛、胸部不适和腹部病 
 

 
 

图 3  Dr.Joy 小猪药丸 
Fig.3 Dr.Joy Pig p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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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等症状。药品包装整体造型可爱、别致，具有亲和

力，3 只小猪仿佛告诉儿童吃不同部位的药具有不同

的治疗效果。将儿童药品外包装盒造型进行仿生设计

移情主要有以下 2 种方法：首先，将药品的外包装造

型与卡通科幻图案元素相融合，比如卡通形象、水

果、草药等，以不规则的形式呈现造型；其次，单剂

量包装造型设计可以截取外包装的部分造型，比如儿

童感冒药主治咳嗽、鼻塞，将药品放在卡通头部的嘴

巴、鼻子部位，当儿童将药品从鼻子和嘴巴取出时，

表明儿童吃感冒药后可以使鼻子畅通、咳嗽缓解。包

装造型趣味仿生移情设计，使包装整体造型的立体感

和趣味性更加突出，给予儿童强烈的视觉冲击，激发

儿童进一步与包装发生交互行为。 

儿童药品包装本能层级的感官愉悦移情，见图

4。色彩方面，利用儿童味觉认知特点，将不同味道

的药品包装色彩设计成不同的颜色，建立首个移情接

触点。图案方面，图案主体依据儿童熟悉并喜欢的卡

通形象设计出类似的卡通形象，背景通过熟悉的场景

和元素营造出科幻的氛围。造型方面，外包装与卡通

科幻图案融合进行仿生设计，单剂量包装选取外包装的

部分造型与药品的药效相结合，使仿生与互动并存。三

者的移情作用，促进了儿童与药品包装产生互动体验。 
 

 
 

图 4  基于本能层级的感官愉悦移情策略结构 
Fig.4 Structure of empathy strategy for sensory pleasure based on instinct level 

 

3.2  基于行为层级的多功能体验移情策略 

行为层级相对本能层级是更深层次的情感迁移。

儿童药品包装的功能设计除了满足运输和保存药品

的基本功能之外，还可以提供引导互动、益智游戏和

生动学习等附加功能。儿童药品包装将游戏和学习有

机结合在一起，既能改变儿童对药品包装的传统观

念，还能开发儿童的智力。 

3.2.1  互动引导功能移情 

学龄前儿童好动、好奇的特点较突出。儿童药品

包装的开启方式缺乏创新，不足以引导儿童与包装发

生交互。因此，在儿童接触药品包装时，可以增加趣

味开启外包装盒的引导互动体验，来缓解儿童对药品

的排斥感。例如 pediabest 儿童补充剂是一组以动物

卡通为主题的药品包装，其开启方式的设计灵感来源

于翻页书，能够使儿童产生一种好奇感和熟悉感，并

能激发儿童对药品包装内容的兴趣，见图 5。其中图

5b 展示了外包装盒的开启流程，未开启的包装盒图

案是一只张开嘴急切地等待吃药的长颈鹿，盒盖开启

后的图案呈现出吃完药的长颈鹿身高变高了，说明 

 

 
 

图 5  pediabest 儿童补充剂 
Fig.5 Pediabest children’s supp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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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维生素可以使儿童长高。儿童通过趣味开启药

盒，看到动物的变化后，儿童期望与动物有同样的变

化，身体变得更加强壮，从而提高他们吃药的意愿。

据调研了解，国内的学龄前儿童喜欢阅读故事书籍，

开启方式为左右翻开。因此，应根据国内儿童翻书习

惯设计儿童药品包装开启方式，从右至左翻开药品包

装盒盖，将说明书或袋装的单剂量药品通过一页一页

的书页形式呈现出来，以带给儿童强烈的熟悉感。儿

童药品包装盒的趣味开启设计，不仅创新了药品包装

的功能体验，还能在儿童体验过程中传达积极服药的

理念，启发儿童对药品包装的其他新功能进行探索。 

3.2.2  游戏益智功能移情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飞速发展，移动端游戏层出不

穷，互联网已不足以成为学龄前儿童接触移动端游戏

的阻碍。在儿童服药过程中增加游戏功能，可以提升

儿童服药的效率[17]。据调研发现，国内儿童药品包装

设计在智能化领域的发展尚未成熟，缺乏益智游戏功

能。儿童药品包装的移情设计应抓住学龄前儿童好

玩、好奇的天性，利用 AR 等技术开发新颖、有趣的

益智游戏，儿童可以通过手机扫描包装打开游戏。由

于药品包装和学龄前儿童的特殊性，益智游戏的设计

应符合学龄前儿童的认知特点，与药品密切联系，儿

童才能通过游戏对儿童药品包装实现移情。不同年龄

段的儿童有不同的游戏偏好，针对 3~4 岁的儿童，可

以设计拼图认知型和绘画创造类游戏，使儿童根据包

装原有的图案重新进行拼图或填色。针对 4~5 岁的儿

童，可以增添趣味启蒙类和休闲益智类的游戏，例如

针对不同的病症设计消除病毒通关游戏。针对 5~6 岁

的儿童，还可以添加模拟养成型游戏，例如打造以“照

顾生病儿童的一天”为主题的游戏，让儿童在手机上

照顾虚拟的患者，从而体验到父母在现实生活中照

顾他们的辛劳。适时的益智移动游戏不仅有利于开

发学龄前儿童的智力，而且还能在玩游戏过程中提

高他们的移情能力，体谅父母，培养他们与父母之

间的感情。 

3.2.3  生动学习功能移情 

学龄前儿童对世界充满兴趣，其游戏和学习 2 个

活动联系紧密。因此，儿童药品包装功能移情设计

除了益智游戏功能之外，还应该适当融入学习教育

功能 [13]。目前，儿童药品包装缺乏功能，无法通过

恰当的方式将知识传达给儿童。部分儿童吃药时情绪

波动大，不愿听从父母劝说，但非常在意喜爱的卡通

形象的言语。如家长在儿童患者面前假装打电话给小

猪佩奇，问：“小孩生病了不吃药怎么办？”然后父

母会跟儿童说：“小猪佩奇说，乖乖吃药的小孩才是

好孩子。”儿童听到后会更加主动吃药。因此，可以

利用 AR 技术把卡通形象塑造成一个鲜活的形象，儿

童使用手机来识别包装或二维码，进入预设的 AR 播

放器页面，与虚拟的卡通形象进行交流，通过卡通形

象告诉儿童吃药的益处，可以减轻儿童服药时的内心

矛盾。由于药品的针对症状、成分及使用方法主要是

以文字为主，学龄前儿童获取信息存在困难。因此，

可以通过 H5 交互技术，通过翻书的操作来帮助儿童

查看图画、视频，获取药品信息，学习疾病知识。 

儿童药品包装行为层级的多功能体验移情，见

图 6。以儿童熟悉的打开书方式来引导其打开包装，

再通过翻页的形式来阅读说明书或查看包装图案，可

以激发儿童对药品包装的兴趣，进而引导儿童探索游

戏功能，同时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设计不同的游戏，

可以逐步提升儿童对药品和药品包装的认知。最后通

过智能交互技术，使儿童明白服药道理、学习疾病知

识，可以提升儿童的学习能力。儿童从互动引导、游

戏玩乐到学习知识，拥有多功能移情体验后，将加强

对药品包装的深层次情感移情。 

 

 
 

图 6  基于行为层级的多功能体验移情策略结构 
Fig.6 Structure of multi functional experiential empathy strategy based on behavio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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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基于反思层级的情感延续移情策略 

反思层级的移情是本能层和行为层 2 个层级移

情的升华，对儿童的移情影响最为深刻。通过美好的

情感延续，可以进一步消解儿童抗拒服药的负面情

绪。在情感延续方面，可以从故事导入、情感回忆唤

醒和个人认同感满足等方面出发，使药品包装对儿童

产生美好的情感迁移。 

3.3.1  故事导入式情感延续移情 

学龄前儿童注意力分散、记忆力较差，但可以专

注听故事、看动画视频，而且对故事和动画的记忆深

刻。国内儿童药品包装系列化设计比较少见，更难发

现有药品包装进行系列故事的设计，因此，药品包装

很难在儿童的脑海里留下长久记忆，产生持续移情。

在不同药效的包装或单剂量包装上设计丰富的故事

情节，然后将静态故事转化为持续变动的画面，可以

加强儿童的记忆力。例如，充分利用药品的外包装或

者单剂量包装进行系列故事设计。如图 5c—f，总共

有 10 种补充剂，每种包装图案是不同的动物，分别

讲述不同的故事，比如猴子吃药后会变戏法、鳄鱼吃

药后会变胖、熊吃药后安稳入睡等。在此基础上，将

10 个静止小故事变成动态画面，如动态海报一样。

儿童扫描二维码，在 H5 上可以看到 10 种动物吃药

的整个过程和变化，儿童看到后内心会更加兴奋，也

更容易理解药品功效。在药品的外包装和单剂量包装

上设计系列故事，将静态故事转变为动态画面，一方

面可以使儿童对故事的体验更加深刻，加深对药品包

装的美好记忆；另一方面还能成为儿童脑海中美好的

回忆，当他们听到或看到类似故事就会迅速想起药品

包装，从而达到情感延伸效果。 

3.3.2  情感回忆唤醒式情感延续移情 

情感回忆是学龄前儿童对过去某些美好事物的

记忆。当儿童有意无意看到或接触到某个事物时，美

好感受会在脑海中被迅速唤醒，满足儿童的回忆情感

需求[18]，可以激发并形成持久情感。在儿童药品包装

的移情设计中，可以增加引发儿童美好回忆的元素或

者场景。一方面，可以将外包装盒的图案设计为儿童

熟悉的场景。如“999 小儿感冒颗粒”的包装设计，

其抓住儿童喜欢去游乐场玩耍的心理，把图案中的叶

子比作秋千，小女孩坐在叶子上开心地荡秋千，当患

病儿童看到这样的场景，便会回忆起自己在游乐场玩

乐的场景和开心情绪，见图 7。另一方面，还可以对

内包装和单剂量包装的图案或造型进行设计，设计成

游乐场玩具的形状，比如旋转木马、海洋球、积木等，

唤醒儿童美好的情感回忆。通过药品包装上熟悉的图

案和造型，唤醒儿童的美好回忆后，家长承诺儿童吃

药后可以去游乐园玩耍，儿童服药的积极情绪就可以

大幅增加。 

 
 

图 7  999 小儿感冒颗粒 
Fig. 7 999 children's cold granules 

 
3.3.3  自我认同感满足式情感延续移情 

学龄前儿童自我认同感随着年龄增长不断加强，

比较在意自己在父母、同伴和老师心目中的形象[6]。

学龄前儿童会因为在幼儿园守规矩或完成老师要求

而获得小红花，内心感到开心、自豪。因此，儿童药

品包装可以基于学龄前儿童内心自我认同感的特点，

创新单剂量的袋装造型设计，将其设计成卡通形象或

具有奖励意义的实物贴纸。如“感康”感冒药，将单

剂量包装的造型设计成小金牌，“想贴哪里就贴哪

里”，如同便利贴一样，及时提醒成年人吃药，患者

也会因为吃药获得金牌而开心，见图 8。将儿童药品

包装的单剂量包装设计成奖牌、徽章、小红花等不同

形状并打印在格拉辛底纸上，制作成象征荣誉的不干

胶贴纸，贴在包装正面。儿童服药后便可以撕下贴

纸，儿童的父母和朋友看到贴纸后会称赞其勇敢服药

的行为，儿童的内心认同感便能获得极大的满足，其

服药的积极情绪也会形成良性循环。 

 

 
 

图 8  感康复方氨酚烷胺片 
Fig.8 Gankang compound paracetamol and  

amantad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儿童药品包装反思层级的情感延续移情，见图

9。包装的系列故事可以调动儿童的专注力，对包装

进行深入思考，儿童通过 H5 交互技术看到动态故

事，可以更容易理解故事情节。儿童药品包装重现儿

童熟悉的生活玩乐场景，可以唤醒儿童的美好回忆，

并延续儿童的美好情感。最后，儿童服药后将具有奖

励意义的荣誉贴纸撕下来，使儿童内心的认同感获得

极大满足。从故事导入、美好情感回忆唤醒到满足内

心认同感，儿童对药品包装的逐步移情，可以促进

儿童服药时的良好情绪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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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基于反思层级的情感延续移情策略结构 
Fig.9 Empathy strategy structure chart of emotional continuity based on reflective level 

 

4  结语 

目前，国内市场上的儿童药品包装设计仍停留在

本能层的层面，尚未充分挖掘行为层和反思层的情

感。儿童药品包装移情设计应在获取用户对儿童药品

包装的生理、心理、行为等特征的前提下，以本能层、

行为层和反思层 3 个层级为平台，综合考虑并提出儿

童药品包装移情策略。不同的情感层级，不同的移情

设计策略，步步深入，方可达到良好的移情效果，并

可以将药品包装的本质内涵传达给用户，使用户从情

绪体验延伸到思想、意识的反思和理解，从而实现儿

童药品包装的最大移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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