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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蒙太奇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一种儿童成长家具设计的新方法。方法 结合儿童人格

培养的特点，分析蒙太奇理论与儿童成长家具的共性，提取蒙太奇叙事和表意的特点，运用蒙太奇思维，

以及平行、交叉、隐喻、对比、声画、色彩等蒙太奇手法，为儿童成长家具设计寻找新的路径。结果 蒙

太奇理论所包含的蒙太奇思维和蒙太奇叙事手法具有丰富的内涵，能够为儿童成长家具设计提供新的思

路。结论 蒙太奇叙事手法和蒙太奇思维为儿童成长家具设计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通过叙事的手法将

儿童成长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记录下来，并通过对故事行为的总结反思，不断促进儿童人格的发展，

为儿童成长家具设计融入情感因素。蒙太奇理论在儿童成长家具设计中的应用，是跨学科的创新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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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Children's Growth Furniture Based on Montag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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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Industrial Design,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68,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montage theory,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method for the design 

of children's growth furni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monalities between montage theory and children's growth fur-

nitur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personality training, ex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ntage narration and 

ideology, uses the montage thinking and montage techniques of thinking, parallel, cross, metaphor, contrast, sound and 

color to find a new path for children's growth furniture designing. The montage thinking and montage narrative techniques 

contained in the montage theory have rich connotations and can seek new ideas for the design of children's growth furni-

ture. Montage narrative techniques and montage thinking provide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design of children's 

growth furniture. Through narrative techniques, representative events in the process of children's growth are record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personality is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rough the summary and reflection of the story be-

haviors, incorporating emotional factors into the design of children's growth furniture. The application of montage theory 

in the design of children's growth furniture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nova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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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关于儿童成长家具设计的研究主要以可持

续为重要导向，通过改变功能满足儿童各年龄段“用”

的需求，虽然利用该方法增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但

是对功能的过度重视导致产品变得枯燥无味、缺乏情

感。儿童产品最终的使用者是儿童而非购买者家长本

身[1]，设计的目的不仅是销售，更重要的是满足用户

的需求，特别是儿童家具，其存在应以帮助儿童健康

成长为目标，因此，儿童成长家具设计不仅要满足儿

童的生理需求，而且要关注儿童的心理发展需求。为

满足这一需求，可将故事记录与儿童成长家具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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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对成长故事的反思来完善其人

格，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经调查研究发现，蒙太奇理

论与情感叙事的儿童成长家具设计存在共通之处，因

此，本文将通过对蒙太奇理论的挖掘，找出适合儿童

成长家具设计的新方法，补足儿童成长家具缺失的情

感要素，帮助儿童培养健全的人格。 

1  蒙太奇理论与儿童成长家具 

1.1  蒙太奇理论探析 

蒙太奇一词由法国建筑学术语“Montage”音译

而来，在建筑学上的意思是装配、构成，即对各种材

料的组装活动，后来用在电影制作上，有剪辑和组合

之意[2]，在电影美学界，蒙太奇代表镜头的组接。当

蒙太奇作为电影拍摄的手段时，有 2 个主要的功能，

即叙事和表意功能[3]，称之为蒙太奇叙事手法。当蒙

太奇作为一种思维活动时，被认为是各种艺术所固有的

东西[4]，称之为蒙太奇思维。蒙太奇理论内涵见图 1。 
 

 
 

图 1  蒙太奇理论内涵 
Fig.1 Connotation of montage theory 

 

1.1.1  蒙太奇叙事手法 

当蒙太奇作为叙事手法时，具有叙事和表意两大

功能。 

叙事蒙太奇较为常见的手法有平行蒙太奇与交

叉蒙太奇。平行蒙太奇指 2 条及 2 条以上同时异地或

异时异地发生的事件，且故事情节不发生相交；交叉

蒙太奇与平行蒙太奇在叙事空间和时间上有异曲同

工之处，但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故事情节的交叉性。 

表意的手法有表现蒙太奇、理性蒙太奇以及垂直

蒙太奇 3 种，表意的目的不是叙事，而是通过对叙事

片段艺术化的处理来表现特定的情绪。表现蒙太奇主

要有心理、对比、隐喻 3 种类型。心理蒙太奇指通过

镜头的组接，展现人物的回忆、幻想、梦境等心理活

动，是表现人物内心世界常用的一种手法。对比蒙太

奇通过具有极大反差的、互成对立的镜头，来表现故

事的寓意或思想。隐喻蒙太奇运用类比的手法，借用

事物 A 类比概念 B，通过观众的联想来理解两者的关

系，可以将隐喻蒙太奇中的类比看作是对符号的巧妙

运用。理性蒙太奇最大的贡献者是爱森斯坦，他主张

通过镜头冲突产生新的思想，强调电影表现对感官和

情绪的冲击力，因此，爱森斯坦将蒙太奇看作是“表

达思想”的手段[5]。理性蒙太奇常利用跳跃感的画面

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效果。垂直蒙太奇是随着有声

电影与色彩的出现而产生的，因此，又可将垂直蒙太

奇看作是声画蒙太奇与色彩蒙太奇。 

1.1.2  蒙太奇思维 

蒙太奇学派认为，蒙太奇思维是普遍存在的，不

仅存在于电影领域，在其他文学艺术领域和日常生活

中也都有所体现[6]。蒙太奇被看作是选择和处理现实

的方法[6]，实际上就是对生活素材选择处理后的重新

组织，是一个“去粗取精”的过程，这种创造新的艺

术效果的规律普遍应用于所有艺术领域，产品设计也

不例外。 

1.2  儿童人格与儿童成长家具 

1.2.1  儿童期人格的养成 

人格是个体对现实较稳定的态度，以及基于此形

成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以生理素质为基础，形成于

社会实践之中[7]。儿童期是人格培养的关键时期。阿

德勒指出，儿童在面对成长中的事件时会形成一套适

用于自己的规律和方法来指导自己以后的行为，幼儿

阶段该行为尚未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但随着年龄的

增长，儿童期总结的经验会逐渐固定下来，成为影响

其成年之后的、稳定的、不易被改变的思维模式，并

支配着其他的思想和活动，如果在儿童期就纠正其错

误的判断[8]，将有助于儿童养成正确的人格。多元智

能理论中的自我反省智能强调反思的重要性，即个体

在认识、洞察、反省自身的过程中，获取评价自己动

机、情绪、个性等信息的能力，并有目的地利用这些

信息去调试自己的生活[9]。人格形成于社会实践，反

思是对社会实践活动的分析和总结，因此，可以利用

反思的特点来发现社会实践中的错误，并总结经验，

从而促进儿童人格的发展。 

由上述条件可知，儿童人格具有可变性和相对稳

定性的特点。可变性要求人们重视对成长故事的总结

和反思，在成长中不断完善人格；相对稳定性要求人

们要抓住儿童期这个关键时期，在儿童人格固定之前

就加以指导。在家庭环境中，情感因素对儿童人格养

成的影响大于物质条件的满足[10]，因此，关注儿童健

康人格的养成，关键在于儿童情感的培养。游戏由于

其天生的趣味性和教育性[11]，在培养儿童健全人格方

面有着极大的优势，因此，将反思功能融入儿童成长

家具的同时，也应该加入娱乐的环节，以增加儿童参

与的积极性，共同促进儿童人格的培养。 

1.2.2  儿童成长家具问题分析 

“成长性设计”是以满足儿童产品的基础功能为

前提，将重点放在儿童的成长情况上，以儿童产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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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通过融入某种因素来激发儿童正面积极成长的

设计理念[12]。成长性的儿童家具不仅要满足生理基础

上的使用功能，还要关注儿童心理的发展，在设计中

融入能够促进其情感发展的设计元素。 

目前关于成长儿童家具的设计，大多集中于结

构、功能等方面。例如 Irem 设计的“COCOON”婴

儿床（见图 2），同一组产品部件通过不同的组装方

式，在婴儿期可作为婴儿床和储物架使用，幼儿期又

可变为玩具和桌椅使用，这种设计方式虽然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婴儿床的使用寿命，满足了儿童期生理变

换的需求，但是对儿童心理的关注欠缺，唐纳德·诺

曼在情感化设计中提出“为人的设计”的口号，因

此，儿童家具在满足儿童基本的生理需求时，也应满

足儿童的情感需求，帮助儿童培养健全的人格，满足

儿童身体和心理健康成长的需要。 

“在生命初期就留下的深刻印记会影响一个人一

生的处世态度。”阿德勒主张，研究儿童人格时应将

其置于社会环境中，通过观察儿童对待环境的态度，

判断其人格特点。儿童成长家具作为伴随儿童童年的物

品，是儿童成长的最佳伴侣，利用其与儿童互动性强、

使用年限长等特点，如果将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那些有

意义的、对儿童影响比较大的事件留存在儿童成长家具

中，在不同的阶段供儿童回忆反思，使其在反思中不断

提升处事能力，将有益于儿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念。 
 

    
 

图 2 “COCOON”儿童成长婴儿床 
Fig.2 "COCOON" children's growing crib 

 
在成长型儿童家具设计中融入记录成长故事的

功能，也可以看作是对现实进行选择和处理的过程，

即对儿童成长过程中具有意义的事件进行挑选和艺

术处理，并记录在儿童成长家具中。由此可见，可将

蒙太奇思维及手法融入儿童成长家具设计中。 

2  基于蒙太奇理论的儿童成长家具设计方法 

2.1  方法的创新性 

传统儿童成长家具设计手法侧重于产品的延续

性，通过改变组件的拼装方式进行各种功能的变化[13]，

过于追求形式的儿童产品忽视了儿童成长过程中情感

的需求，使儿童产品变得生硬，且缺乏情感交流。基

于蒙太奇的儿童成长家具设计方法区别于传统的儿

童成长家具设计方法，新方法通过分析蒙太奇理论，

可以提取适用于儿童成长家具设计的方法。基于蒙太

奇思维和叙事手法，将蒙太奇叙事和表意的特点融入

儿童成长家具中，赋予儿童成长家具情感要素，强化

产品的故事性，使儿童成长家具能够在儿童的生理和

心理方面共同发挥作用。让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能够回

想起之前的经历，通过自我反思以及家长的引导，在

儿童阶段培养其健全的人格。 

好的儿童产品不仅要满足娱乐性和功能性的需

求，还要满足儿童的情感需求，不仅要培养儿童的创

造力，还要培养其积极应对社会的能力。蒙太奇叙事

手法在儿童成长家具上的应用，区别于传统的儿童家

具设计手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2.2  方法阐述 

2.2.1  蒙太奇理论下儿童成长家具叙事反思结构 

蒙太奇是处理电影的手法，也是对现实生活片段

艺术性的选择处理方法。叙事性的儿童成长家具也如

同电影一般，以家具为载体，将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事

件转化为具体符号，融入儿童成长家具之中。在叙述

成长故事的过程中，展开行为活动时儿童是故事的叙

述者，当儿童把故事记录在成长家具上之后，儿童转

化为被叙者，作为被叙者可以以第二视角观看故事，

同时反思故事行为，好的故事行为可以达到强化行为

的目的，不好的故事行为可供儿童反思、发现问题，

并及时纠正问题。基于该手法设计的儿童成长家具，

一方面可以记录儿童的成长历程，陪伴儿童成长，一

方面可以让儿童在反思故事中不断完善人格。儿童成

长家具叙事结构见图 3。 

 

 
 

图 3  儿童成长家具 

叙事结构 
Fig.3 Narrative structure of  
children's growth furn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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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蒙太奇理论下儿童成长家具设计方法 

在电影第一符号学中，麦茨用“内涵”和“外延” 

的概念来研究电影的表达问题。鉴于电影叙事与儿童

成长家具叙事的相似性，在阐述蒙太奇理论下的儿童

成长家具设计方法时，借用“麦茨电影表达方法”框

架，结合蒙太奇理论，对新方法进行论述。新的儿童

成长家具设计方法见图 4。 

外延为儿童成长家具叙事的第 1 阶段，即完成记录

故事与表述情感的过程。这个阶段是故事叙事与表意的

初级表现，在平行蒙太奇下，儿童成长的时间与空间具 

有非连续性，故事的记录不是连续不断的，而是选取具

有代表性的片段进行单独记录。故事记录具有独立性，

该阶段的独特性可以从颜色、造型大小等方面体现出

来。儿童在上一阶段总结的经验会影响下一阶段的思

维和行动，交叉使各阶段的故事产生联系，产品部件

之间也具有关联性。例如“GroDoor”成长门设计，门

洞上的填充物记录了孩子的身高，以及成长过程中显

著或重要的时刻，记录的故事是经过挑选的，多个故

事的共同存在体现了平行和交叉蒙太奇的特点，共同叙

述了孩子在不同时空所经历的成长事件，见图 5。 
 

 
 

图 4  基于蒙太奇理论的儿童成长家具设计方法 
Fig.4 Design method of children's growth furniture based on montage theory 

 

 
 

图 5  “GroDoor” 
Fig.5 "GroDoor" 

 
记录故事的同时也是在表述情感，运用隐喻、对

比、声画、色彩等蒙太奇手法，对产品的情感进行表

达。象征符号被运用于电影之中时，巧妙且丰富[14]，

隐喻利用符号的特性，将故事转化为具有意义特征的

符号，这个符号可以是故事中心的一个小物件，也可

以是经过设计后的意义符号。对比利用视觉冲突可以

表述情感，其中材质、颜色、造型、形态等都可以作

为表现手段，通过强烈的视觉刺激，产生特定的效果。

随着新科技的发展，记录故事的手段不再局限于纸质

媒介，视频、音频等电子元件为故事记录提供了新的

参考。在色彩方面，可以通过色彩间的联系，表达出

不同的情感[15]。暖色调给人以积极的情绪，代表喜悦

的心情；冷色调给人以忧郁、消极的情绪，可以代表

失望或失落的情感，因此，可以借助颜色表达故事中

儿童的情绪问题。故事是成长家具设计的核心内容，

因此，在设计时可以弱化次要部件的色彩，通过造型

及色彩的处理，突出记载故事的部件，使故事性在整

个儿童家具设计中更加突出，从而吸引儿童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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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高其积极参与的可能性。 

内涵是蒙太奇理论下儿童成长家具设计的第 2

阶段，也是完成人格发展任务的重要阶段。内涵在电

影表达中是情感的升华部分，在每个影视作品中，都

蕴含着影片想要传达的内涵，这个内涵一般不会直接

体现在影片中，而是观影者对整部影片进行理解和思

考后产生的情感。在电影表达中，大部分影片的素材

来源于现实，最后表现出来的思想却高于现实，这正

是通过内涵这一过程产生的。内涵在儿童成长家具设

计中亦是故事行为情感的升华，表现为对故事行为的

反思和强化，儿童成长家具记录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发

生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故事，儿童的认知水平会随着年

龄的增长不断提升，对前一阶段的行为进行反思，有

助于提高后一阶段儿童人格的发展和完善。为方便儿

童对故事进行回顾，应设计能够易于拆卸或者展示的

结构，方便“故事”的“阅读”，根据儿童认知发展

的特性，以及其年龄特点，采取家长干预引导与自我

反思的双重手段，辅助儿童完成成长的任务。 

外延和内涵共同构成了蒙太奇理论下的儿童成

长家具设计方法，外延是基础，内涵是对故事意义的

进一步深化思考。新方法一方面能够使儿童成长家具

成为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最佳玩伴，陪伴儿童始终，另

一方面又能够让孩子从成长故事的第一视角抽离出 
 

来，以观众的视角看待自己的故事和行为，以客观

的角度审视自己，通过对行为的思考不断促进人格的

发展。 

3  设计实践——“Growth elf”儿童成长记

事衣帽架 

基于蒙太奇理论的儿童成长记事衣帽架设计方

法 见 图 6。 结 合 叙 事 与 反 思 的 特 征 ， 笔 者 设 计 了

“Growth elf ”儿童成长记事衣帽架，叙事时以衣帽

架为载体，将故事记录于枝干处，“拧螺丝”的装配

方式为儿童在使用产品时提供了娱乐功能，在进行反

思活动时，底部坐垫可为儿童提供反思场所。 

“Growth elf ”是为 3~12 岁儿童设计的成长记事

衣帽架，利用蒙太奇思维“打散重组”的特征，将模

块化设计融入产品中，衣帽架枝干由多个基础模块构

成，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可以根据其身高变化不断

增加模块，从而提高衣帽架的高度；产品各个部件都

采用了“拧螺丝”的方式，可以增加趣味性；底部部

件不仅可以当做凳子使用，还可以起到收纳其他部件

的作用。“Growth elf ”主要为 3~12 岁的儿童提供

娱乐、记事、反思等功能，在儿童 12 岁之后仍可以

作为衣帽架使用。 

 
 

图 6  基于蒙太奇理论的儿童成长记事衣帽架设计方法 
Fig.6 Design method of clothes rack for children's growth notes based on montage theory 

 

3.1  第 1 阶段——记事表述情感 

蒙太奇是对现实的选择和处理，在记录故事时，

选择印象深刻的事件记录于“Growth elf ”成长家具

中，可以供儿童反思并总结经验。利用平行和交叉蒙

太奇的手法对儿童的成长故事进行记录，每个成长故

事都如同电影片段一样，既具有相对独立性，又相互

关联。根据时空独立的特点，采用平行蒙太奇的手法

记录故事，以“漂流瓶”的形式，将故事分别存放于

不同的瓶子中，平行地存在于儿童成长家具中。由于前

一阶段总结下来的经验会影响下一阶段的行为表现，因

此，瓶子之间的故事又存在递进、交叉的关系。在表述

情感时，多采用隐喻蒙太奇的方式赋予产品精神内涵。 

1）由瓶子可联想到漂流瓶，漂流瓶最早被当作
海上交流的一种手段，后来被人们当作一种寄托情感
的载体，故事记录的目的是传递相应的情感内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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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采用漂流瓶的形式，将故事装进瓶子中，能够引
发联想，以趣味化的形式丰富产品内涵。 

2）衣帽架不断增高，不仅预示着儿童年龄的增
长，也代表着儿童身体和心理逐渐成熟的过程。运用
对比蒙太奇的手法，可以通过材质、颜色来区分产品
部件的功能。衣帽架主干部件采用木头材质，瓶子由
透明和不透明的塑料及硅胶（底部）构成，防滑纹理
可以丰富细节，木质主干部分与多材质瓶子形成对
比，能突出瓶子的记事功能。为表现儿童的情绪，运
用色彩蒙太奇的手法，给每个瓶子底部加入代表情绪
的情绪贴，黄色代表开心，蓝色代表难过，以此来暗
示情绪，并通过颜色向父母传递情绪，以获得关注，
帮助儿童分析问题。底部坐垫可供儿童休息，为反思
行为提供了场所。 

3.2  第 2 阶段——反思促进人格发展 

蒙太奇思维将影片看作是对现实生活片段的重

现，成长记事衣帽架对成长故事碎片的记录，即是对

情绪的表达，也是对儿童生活片段的重现。在记录故

事的过程中，唤起儿童对故事的联想，引发思考。儿

童认知水平低，抽象思维能力相对较弱，对故事的回

忆需要借助具体的实物参考，因此，在记录儿童成长

故事时，可将与故事相关的物件置于漂流瓶内，例如

与小伙伴发生争执后弄坏的橡皮、收到的一封道歉信 

等。漂流瓶内的每一个物件都包含着一定的故事情 

节，儿童通过分析故事，可以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并总结实践经验。人格形成于社会实践中，实践

经验又作用于后期的实践活动，儿童成长记事衣帽架

通过对故事的记录，促使儿童对故事行为进行思考，

从而促进其人格的发展。心理蒙太奇着重于人物内心

情感的表达，可以通过情绪贴的更换来体现儿童对故

事的态度及其反思前后的情绪。反思活动结束后，儿

童可根据反思结果更换心情贴，换为黄色的开心情绪

贴时，代表儿童情绪得到了缓解，意识到了问题出现

的原因，明白了以后再遇到类似问题时该以怎样的态

度和行为来处理问题。底部收纳盒也可以对故事进行

收集，为新故事的记录创造了空间。为方便儿童阅读

故事，漂流瓶瓶身由 2 个部分构成，可自由进行拆卸，

分开后的敞口形状为故事收纳提供了便利。这一阶段

儿童通过对故事的反思，来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完

成故事的情感升华，在自我纠错和补充完善中健康成

长。“Growth elf ”儿童成长记事衣帽架见图 7。 

蒙太奇理论赋予儿童成长家具记事和反思的功

能，不仅能够记录儿童成长的过程，还能在娱乐中陪

伴儿童，帮助其培养健康的人格。 
 

 
 

图 7  设计实践——“Growth elf ”儿童成长记事衣帽架 
Fig.7 Design practice: "Growth elf" Children's growth note coat 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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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蒙太奇理论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其表现手法多

种多样，其思维方式也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无论蒙太 

奇身处任何艺术领域，都能很好地发挥其长处。笔者

根据儿童成长家具与蒙太奇理论的相似之处，将蒙太

奇叙事和表意的特点融入儿童成长家具设计中，并结

合“麦茨电影表达方法”，将蒙太奇叙事手法整合到

儿童成长家具设计中，为儿童成长家具的情感化发展

提供了新的设计思路。蒙太奇理论在儿童成长家具设

计中的应用是跨领域的艺术交流，可以让儿童对自己

的经历有充分的认识，并在不断的反思与总结中发展

自我、完善自我。基于蒙太奇理论的儿童成长家具不

再是一件冰冷的产品，它像小精灵一样陪伴儿童成长

的整个过程，陪儿童一起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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