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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情感化理论在儿童医疗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方法，达到减轻患病儿童在治疗过程中产生

的焦虑和恐惧心理，积极配合治疗的目的。方法 首先，用文献分析法对儿童医疗产品设计现状、儿童

医疗产品的目标用户特征，以及情感化设计层次理论进行分析梳理；其次，结合案例分析，系统提炼和

总结儿童医疗产品情感化设计的方法；最后，进行设计实践，佐证上述设计方法。结论 儿童医疗产品

情感化设计需要对诺曼的 3 个层次进行系统把握，本能层设计上，从医疗产品的形态、色彩、材质和尺

寸要素，整体构建愉悦感官体验；行为层设计上，用简约的功能和流程、人性化和趣味化的交互、及时

的提示和反馈，共同营造良好使用体验；反思层设计上，通过产品形象象征、提升用户参与度和故事扮

演的方法，系统塑造深层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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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motional Design in Child Medical Products 

XING Xiang-long 
(Bachu Art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Hubei Yichang 443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emotional design theory in children's medical products, so as to re-

duce the anxiety and fear of sick children during the treatment process, and make them actively cooperate with the treat-

ment. Firstly,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ldren's medical product desig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rget users of children's medical products, and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design hierarchy. Secondly, 

combined with case analysis, the methods of emotional design of children's medical products are systematically refined 

and summarized. Finally, the design practice is carried out to prove the above design method. The emotional design of 

children's medical products needs to systematically consider the Don Norman's three levels of design. In the design of the 

visceral level, a pleasant sensory experience is constructed from the shape, color, material and size elements of the medi-

cal product. In the design of the behavioral level, a good user experience is created by using simple functions and proc-

esses, humanized and interesting interaction, timely prompts and feedback. In the design of the reflective level, a deep 

emotional experience is systematically shaped through the methods of product image symbolization, enhancing user par-

ticipation, and story-pl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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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儿童数量庞大，是一群需要被特别关爱和照

顾的群体。儿童在生病后接受治疗时，面对陌生医疗

环境、医疗人员和各类医疗产品，容易产生焦虑、恐

惧等心理[1]，并导致医疗活动难以高效、顺利进行。

从设计层面来讲，儿童医疗产品的设计关乎儿童的身

心健康，虽然近年来儿童医疗服务逐渐得到关注和重

视，但是从认识层面到具体落实到医疗细节中，还存

在一定的距离。儿童医疗产品设计目前仍有很大提升



第 43 卷  第 16 期 邢祥龙：情感化设计在儿童医疗产品中的应用研究 285 

 

空间。情感化设计一直以来被广泛运用到产品设计领

域，它不仅关注人的感官愉悦，还关注人们内在情

绪、情感和心理的满足。在医疗产品设计中运用情感

化思维，能够带给儿童感官层面、行为层面和反思层

面的愉悦体验，对缓解患病儿童的医疗恐惧和焦虑情

绪，并配合完成医疗过程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基

于情感化设计三层次理论，结合患病儿童的心理和行

为特点，提出以缓解儿童患者医疗焦虑和恐惧情绪为

目的的儿童医疗产品情感化系统性设计策略，并进行

了设计实践，希望对情感化设计理论的发展，以及情

感化思维在儿童医疗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1  儿童医疗产品设计概况 

1.1  儿童医疗产品设计现状 

数据统计，我国 12 岁以下的儿童约有 2.5 亿，

占全国总人数的 20％左右，且每年还有大约 2 000 万

的新生儿。儿童作为一个数量庞大的特殊群体，其心

理 特 征 和 情 感 需 求 是 产 品 设 计 需 要 重 点 考 虑 的 因

素。近年来，我国儿童医疗服务逐渐开始重视儿童的

心理需求，也在医疗环境的装修风格上尽量设计得充

满童趣[2]，然而，在儿童医疗产品设计方面依然存在

各种问题。一方面儿童专用的医疗产品缺乏，很多医

院、诊所都是让儿童直接使用成人的医疗产品；另一

方面，很多儿童医疗产品仅仅是在成人产品的基础上

将尺寸和型号稍加改动[3]。这样的医疗产品现状并不

能很好地满足儿童患者的需求。因为儿童患者比成年

人内心更为敏感，情绪不稳定。内心的恐惧感和抵触

感使儿童难以配合医护人员顺利完成医疗诊断，给治

疗过程增添了较大的难度和麻烦。 

1.2  儿童医疗产品用户特点 

儿童医疗产品的用户主要是患病儿童，其次还涉

及医护人员和陪护家长。对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基本

行为特征、内在情感和心理特征进行分析，有利于情

感化设计方案的实现。医学界对儿童的定义是指 0～

14 周岁的人群[4]。儿童心智发育尚未健全，因此会有

一些与成年人不同的行为特征和心理特征，见表 1。

此外，有相关学者提出，儿童在诊疗过程中有如下特

点：易产生恐惧和焦虑等负面情绪、配合性较差，以

及对熟悉的人和事依赖感强等[5]。 

表 1  儿童行为和心理特征 
Tab.1 Children's behavior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行为特征 认知能力 性格特征 情感特征 

好动 形象思维能力强 喜欢被认可 情绪极易波动

爱模仿 对图像信息敏感
兴趣多样 

但不持久 
情感细腻丰富

爱玩游戏 记忆力强 好奇心强  

  耐心不足  
 

儿童在医疗过程中的负面行为和负面情绪，往往

也会影响家长的情绪，并对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和情

绪产生负面影响。在常规医疗过程中，不同参与者的

情绪痛点真实存在，见表 2。因此，用情感化理念指

导儿童医疗产品设计的意义，不仅可以有效缓解患病

儿童的恐惧和焦虑情绪，使其配合治疗，还有助于家

长保持情绪稳定，并减轻医护人员的压力，提升医疗

效率。 
 

表 2  医疗过程中不同角色的情绪痛点 
Tab.2 Emotional pain points of different  

roles in the medical process 

儿童 家长 医护人员 

恐惧 焦虑 无奈 

焦虑 暴躁 疲惫 

痛苦 慌乱 压力 

无助 疲惫  
 

2  产品情感化设计 

情感化设计是美国认知心理学家唐纳德·A·

诺曼提出的设计理论。诺曼根据人类的情感需求，将

情感化设计理论分为 3 个层次：本能层、行为层和反

思层。本能层次的设计对应的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感官

层面（视觉、触觉、听觉等）的诉求，要求设计师关

注产品的外观设计；行为层次的设计对应的是人们在

产品使用过程中对良好体验（如易用性、舒适性、便

捷性）的诉求，要求设计师关注产品的功能和交互；

反思层次的设计对应的是人们更深层次的思想和情

感（如自我形象、满足感、记忆、情感共鸣）的诉求，

要求设计师关注产品个性化特点、产品特殊含义等。

本文对情感化设计三层次理论进行了整体性分析，见

表 3。用户在前两个层次中的感觉和体验都是在使用

产品的当下即时获得，而反思层的情感却是持久性 
 

表 3  情感化设计理论分析 
Tab.3 Analysis of Emotional Design Theory 

情感层次 情感诉求 设计层面 设计要素 情感时效

本能层 良好感官体验 产品外观设计 形态、色彩、材质、尺寸等 即时性

行为层 良好使用体验 产品功能和交互设计 功能结构、操作方式、使用流程、交互体验等 即时性

反思层 思想和情感的交融 自我形象、个人的满足、记忆 产品个性化特点、产品特殊含义等 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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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诺曼认为，在实际的产品中，真正的体验都包含

了以上 3 个层次，很少只涉及某一个层次[6]。而且，

不要试图用一种产品去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因此，儿

童医疗产品的设计需要对以上 3 个层次进行系统考

量，结合目标用户的特点和需求，努力在 3 种层次的

设计中保持一种平衡。 

3  儿童医疗产品情感化设计方法 

基于情感化的儿童医疗产品设计，关注患病儿童

的心理压力和情感体验，通过情感化思维使医疗产品

的外形、功能、使用方式等整体形象变得有温度、有

趣味，改变儿童心目中传统医疗产品冰冷、严肃、压

迫的印象，缓解他们对看病或治疗的恐惧，从而能够

更顺利地配合完成诊疗过程。本文结合设计案例分

析，总结探讨了儿童医疗产品在本能层、行为层和反

思层的情感化设计方法。 

3.1  本能层情感化设计 

诺曼认为，本能层是针对人的第一反应而做的设

计，此时产品的外观和形式非常重要。通常人们更容

易被第一眼就感觉美的、有趣的、新奇的外形吸引，

然后才产生想去使用和购买的冲动，这是人的本能。

对于儿童群体，产品的外观更是决定能否对他们产生

吸引的关键因素。因为儿童天生对美具有感受力，因

此，那些美的或趣味化的医疗产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抚慰患病儿童的心灵[7]。设计师可以从形态、色彩、

材质、尺寸等方面对儿童医疗产品的本能层次进行设

计，提升儿童感官层面的愉悦。 

3.1.1  形态要素 

首先，安全性是儿童医疗产品造型设计应该首要

考虑的。设计师需要对儿童使用产品的各种姿势、场

景进行思考，多采用圆滑的曲线，避免尖角，以防儿

童被产品尖锐的部位或粗糙的拼接处划伤。其次，趣

味感和亲切感。医疗产品属于专业性的器材，传统产

品的外形设计大多追随功能，偏向单调的工业风格，

直线多而曲线少，显得正式而严肃。这显然很难对儿

童产生吸引。根据儿童的特点，有趣、新奇、可爱的

产品造型，更容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引发他们的好

奇和亲近感。比如，用仿生设计模拟自然中的动植物

形态，或借用动画片中的经典角色形象，可以瞬间增

强医疗产品的吸引力和趣味性。 

3.1.2  色彩要素 

儿童主要通过视觉来感知和认识周围事物。色彩

是视觉设计的关键要素之一，它会在第一时间吸引人

的注意力。合适的色彩不仅是诊疗的需要，更是儿童

视觉与心理的需要[8]。色彩会给人传递鲜明的情感含

义，比如蓝色让人联想到蓝天、大海，从而产生宁静、

清爽、开阔的感觉。医疗产品的色彩设计应适当考虑

儿童的色彩喜好，但更应考虑设计想要让产品传递何

种情感体验。从整体来看，首先需要注重医疗产品整

体配色的和谐。和谐的配色可以带来视觉上的舒适感

与心理的愉悦感。其次，高明度和高饱和度的颜色更

符合儿童的普遍审美，如暖色系使人产生温暖的感

觉，纯净明亮的蓝色系或白色系则让人心情平静。而

黑色、深色系或灰色系则难以让儿童产生亲切感。此

外，医疗产品设计的目的是让儿童更顺利地完成治疗

过程，所以为避免儿童产生过于兴奋或强烈的情绪波

动，应减少使用太刺眼或者对比度太强烈的配色。 

3.1.3  材料要素 

不同材料蕴含不同的情感，如木材亲切，金属冷

硬，塑料轻巧，纺织材料温暖等[9]。由于儿童会直接

接触到医疗产品，所以不同的材质会直观地影响儿童

的触觉、味觉和嗅觉感受。因此，结合儿童用户特点，

在产品材料选择上需要注意 3 点：第 1 点，材料的安

全性。安全无害的材料是前提，如果是儿童独自使用

的产品，还应尽可能减少玻璃等易碎材料，避免儿童

受伤。第 2 点，材料的温度和触感。触感温润的材料

可以给儿童传达亲切感和愉悦感，拉近患者与医疗产

品的距离。金属、玻璃、塑料都是医疗产品的常用材

质，其中现代塑料材质既坚韧又温度适中，且导热和

散热缓慢，是更能让儿童感觉温暖的材料 [10]。第 3

点，材料的味道。儿童的味觉和嗅觉都是敏感的，有

些医疗产品需要接触儿童的口腔或鼻腔，如果味道过

于刺激，容易引起儿童的强烈反感和抗拒。 

3.1.4  尺寸要素 

对儿童医疗产品来说，尺寸也是需要考量的因素。

不合理的尺寸可能直接导致产品效果丧失，或者在使

用时给儿童带来生理或心理上的不适感。像温度计、

压舌板、输液袋等医疗产品，尚且可以让儿童和成年

人用同一种尺寸，但像助听器、塑形头盔等与人体的

器官尺寸息息相关的医疗产品，则需要符合儿童的生

理特征才能保证功能的有效性。有些可能还需要进一

步细分，比如按照儿童身高和体重，将产品分为幼

童、中童、大童 3 个等级的尺寸。产品尺寸不仅是产

品外观的一部分，更是关乎功能的可用性和儿童使用

产品过程中的舒适度因素。 

3.1.5  设计案例分析 

总体而言，本能层的设计关注产品外观设计是否

能让儿童产生视觉、触觉、听觉等感官愉悦，并对产

品产生好奇心和亲近感。例如，Dano Su 和 Young Lee 

Kim 设计的 Lollipop 棒棒糖口含式体温计，就是一款

在本能层设计上非常突出的案例，见图 1。体温计一

端可含在嘴里测体温，另一端则被设计师巧妙地设计

成棒棒糖的形态，从而让孩子愿意将其含在嘴里完成

温度测量。体温计类似棒棒糖的手柄，用来查看体温，

设计师用红色和蓝色渐变用以区分温度的高低，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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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Lollipop 棒棒糖体温计 
Fig.1 Lollipop thermometer 

 

区域表示体温较高，蓝色则表示体温正常。而且，产

品整体配色活泼、明亮，容易获得儿童的好感，拉近

儿童与产品的距离。 

3.2  行为层情感化设计 

行为层的设计注重产品的功能和使用性。仅仅功

能实用还不够，优秀的设计必须考虑“体验”。易通

性好的产品，会让人们产生满足、骄傲、掌控感等积

极情绪[11]。随着用户体验概念的发展，产品设计更加

强调人与物的交互过程，也会更多地考虑到人们的心

理和情感。在儿童与产品的互动中，增加产品的易用

性和趣味性，可以缓解儿童在医疗过程中的负面情绪

和行为。 

3.2.1  简约的功能和使用流程 

儿童的认知系统大多还未发展完善，难以辨认复

杂的事物。且由于其好动、耐心不足等生理特性，如

果医疗产品的功能设计过多或过于复杂，可能会引起

儿童对治疗产生抗拒心理。因此，产品的可用性和易

用性就显得非常重要。设计师需要删繁就简，去掉儿

童医疗产品多余的功能，保留核心功能。同时，还要

尽量缩短产品使用的步骤和流程，如果使用流程过于

繁琐，治疗时间过长，就可能让原本就处于生理痛苦

的患病儿童失去耐心，产生焦躁情绪。 

3.2.2  人性化和趣味化的交互 

1）产品使用方式的人性化。儿童医疗产品的使

用者可能是医生、家长或儿童患者，所以产品的交互

方式应该考虑不同用户的特点，给予人性化关怀，从

安全性、便捷性、易用性、舒适度等方面提升用户的

使用体验。 

2）交互方式的趣味化。患病儿童是情绪和心理

比较敏感的群体，而看病治疗过程通常比较枯燥乏

味，难以让儿童保持长久的注意力，特别是年幼儿童。 

研究发现，具有幽默感的产品可以使人肌肉放松、心

情愉悦，有利于止痛内啡肽的产生，降低压力[12]。可

以将幽默设计和趣味设计理论融入儿童医疗产品的

操作方式或交互中。趣味设计的要点在于，通过创新

来增强产品的吸引力，引发人们的好奇[13]。设计师可

以搜集儿童群体感兴趣的物品元素和生活情景，进行

创新和重组，然后运用到医疗产品的使用中。通过趣

味化的交互方式让治疗过程变得生动、有趣，从而提

升儿童使用产品时的愉悦感。 

3.2.3  及时提示和反馈 

游戏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会在人们的通关过

程中不断给予反馈，及时反馈会激励我们乐此不疲地

继续挑战。而得不到反馈则会让人产生迷茫、挫败、

疑惑和焦虑等负面情绪。儿童在使用医疗产品的过程

中可能遇到各种问题，如果产品没有给予任何反应，

则会让他们产生烦躁和挫败感。而根据儿童的交互

习惯进行安全有效地引导，则会缓解其压力和不安情

绪[14]。设计师需要考虑每个操作步骤中儿童可能遇到

的情况，提前设计，给予及时、正确、易懂的操作提

示和反馈，以帮助儿童继续完成后面的操作步骤。有

效的提示和反馈还会大大增加产品的容错率，使儿童

在不小心操作错误时能够通过相应的提示进行改正。 

3.2.4  设计案例分析 

荣获红点、IF、IDEA 等多项国际设计大奖，由

江南大学设计团队设计的“OPlay——儿童哮喘医疗

产品”，见图 2，它在本能层和反思层皆有不错的表

现，而更为突出的是行为层的设计。“OPlay”的设

计在功能和使用上兼具人性化和趣味性。其一，它将

乐器演奏的方式融入医疗产品的使用中，把枯燥乏味

的治疗过程变成了孩子的音乐演奏会，用药过程即可

演奏一首乐曲。这种趣味化的行为设计，让有哮喘的

孩子每次治疗都如同做游戏一般轻松，在带给孩子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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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OPlay 儿童哮喘医疗产品 
Fig.2 OPlay - a medical product for children with asthma 

 
乐体验的同时，还能帮助他们缓解心理压力和对于生

病的恐惧。其二，它兼具气雾剂、峰速仪 2 种功能，

操作步骤简单，避免了复杂的用药和检测流程，每个

操作阶段都有灯光指引和音乐反馈；儿童每次治疗时

都可以在 App 上自由选择更换乐器与乐曲，创造属

于自己的独特体验。这一系列的功能和交互设计促成

了儿童良好的产品使用体验。此外，“OPlay”的每

次测量结果都会上传到应用程序，家长可以在 App

上了解孩子的治疗记录，更好地跟踪孩子的病情。也

给家长带来了安心的积极情感体验。 

3.3  反思层情感化设计 

人类拥有结构复杂的大脑，能够有意识或无意识

地对现在、过去和将来的事进行思考，从而产生一系

列的情绪和情感。儿童到了 3~4 岁，大脑和小脑已经

基本发育成熟，拥有了对世界的认知、记忆和思考能

力。诺曼认为，反思层的设计常常与产品的含义，可

能唤起的记忆，或个人形象有关，而且，反思层的活

动将决定着一个人对某件产品的整体印象。对儿童患

者来说，如果医疗产品和使用过程能够帮他树立良好

的个人形象，或产生美好的回忆，或满足其个性化需 

求，或在与产品的互动中产生情感共鸣、满足感、自

豪感等积极的情感体验，那么就达到了反思层的设计

目的。由于反思层的情感是持久性的，他们也可能因

此而成为该产品的忠诚客户，且不再对此类医疗活动

产生排斥心理。 

3.3.1  产品形象象征——个人形象塑造 

儿童这一群体有着被认可的强烈情感需要。他们

会在周围人的评价中逐渐认知自我形象和自我价值，

会因为得到表扬而开心和自信，也会因为受到批评而

难过和自卑。如果患病儿童能够配合医生或父母积极

完成治疗，通常会得到勇敢、听话、懂事等正面评价，

儿童也会感到心生愉悦和满足。因此，反思层次的设

计可以考虑如何帮助儿童形成良好的个人形象。儿童

几乎从小都是在各种动画片的温情陪伴下成长的，容

易对这些角色产生情感共鸣[15]，且对正面角色充满喜

爱和向往。比如象征着聪明、勇敢、正义的喜羊羊，

象征智勇双全、无所不能的孙悟空，还有超级英雄钢

铁侠、狮子王等。因此，儿童医疗产品可以将经典动

画形象融入产品造型或医疗使用过程设计中，让儿童

心理上和这些正面形象产生关联，对产品产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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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并在潜移默化中去学习和模仿这些正面榜样的言

行和品质，从而配合医护人员和家长，甚至独立完成

治疗。一旦儿童配合完成医疗过程，通常就会得到医

生和家长的称赞，他们因此会充满自豪感，内心也会

越来越认可自己的个人形象。 

3.3.2  提升用户参与度——个性化需求满足 

人们会对亲自动手制作或参与的东西产生独特

的情感记忆。当今社会，人们对于互动参与的内心需

求越来越强烈[16]，儿童更是如此。如果只能全程被动

地接受治疗，对于多动且爱好新鲜的儿童来说比较困

难。可以通过刻意制造儿童参与行为来增加互动性，

比如让他们参与选择。参与选择可以强化互动体验，

并满足其内心的个性化需求。其一，对某个医疗产品

进行系列化设计，让儿童可以自主选择不同的颜色或

样式进行治疗。比如，将检查口腔用的压舌板，设计

成十二生肖、彩虹色、不同动画角色系列等样式，让

儿童自主选择。其二，在产品的功能或使用过程中加

入可供儿童选择的选项。比如前文提到的 OPlay 呼

吸机设计，哮喘儿童每次在进行治疗时，都可以在产

品的应用程序中选择不同的乐曲，形成不一样的演奏

体验。 

3.3.3  故事扮演——个人记忆塑造 

儿童之所以惧怕看病和治疗的过程，是因为医疗

检查、吃药、打针等治疗手段会带来身体上的强烈疼

痛和不适感。再加上传统的医疗过程中还伴随着医生

的强迫、父母的恐吓，医疗产品的使用感差等不良体

验，这些因素共同给儿童形成了一段非常糟糕的记 
 

忆。等到下一次治疗，儿童就会产生抗拒和逃避心理，
行为上也更难配合治疗，并陷入恶性循环。情感化医
疗产品设计希望扭转儿童心中的这一印象。通过故事
扮演的方式，可以给儿童塑造一段相对美好的记忆。
将儿童治疗过程当成一次故事扮演的活动，借用儿童
熟悉的场景和事物，重建医疗场景和设计医疗产品。
医生、护士、家长和患病儿童共同完成一次有意义的
活动。在活动中，患病儿童是“主角”，医疗产品是
主要的“道具”，每一个使用步骤都是“主角”必须
完成的任务，当儿童顺利完成任务就会得到鼓励和赞
扬甚至是小奖品。 

3.3.4  设计案例分析 

纽约一家儿童医院为缓解儿童在 CT 扫描时的紧

张、恐惧情绪，而专门定制设计了一套“海盗船”主

题的 CT 扫描仪，见图 3。为了配合主题，扫描室四

周的墙上也绘上了各种海盗卡通小动物的壁画。“海

盗”是电影和动画片中的经典形象，深受儿童喜爱。

儿童在看到“海盗船”的第一眼就会被吸引，引发强

烈的好奇和兴奋，“探险”的欲望被激发。当儿童进

入具有浓厚童话氛围的扫描室，就仿佛置身动画故事

中，即将开启一段刺激、冒险的海上旅行。于是，他

们自然不会排斥医生的检查，反而会非常配合，因为

这些检查行为成为了他们的个人“探险”，都在激发

他们的愉悦情感。此外，检测结束后，儿童还会忍不

住和小伙伴、家人讲述这段奇妙有趣的经历。该设计

把一次医疗检查变成了儿童人生中的一次愉悦、深刻

的游戏记忆，在兼具行为层的同时，把反思层和本能

层的体验做到了极致。 

 
 

图 3  “海盗船”CT 扫描仪 
Fig.3 Corsair themed CT scanner 

 
 

4  儿童医疗产品情感化设计实践 

为了能将医疗产品情感化设计的方法理论更好

地应用于实践中，针对儿童惧怕打针这一痛点，本研

究对“儿童注射器”进行了情感化设计实践。 

4.1  设计背景 

传统医用注射器之所以让儿童产生恐惧，除了注

射本身的疼痛外，还与产品设计和产品注射流程有

关。传统医用注射器的针头外露，让儿童打针前看到

针头就会自动产生恐惧联想；传统注射器和药液是分

离的，医生拿出注射器后还需要经过打开药液瓶，注

射器空气释压，注射器吸取药液，再释放空气等系列

步骤，这一过程中儿童只能在一旁等待，内心恐惧不

断加剧，甚至出现反抗打针的行为。虽然真正的注射

时间只需要几秒，但是等待的时间却较长。此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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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注射器外观设计偏工业化，难以对儿童产生吸引。 

4.2  设计实践作品分析 

针对医用注射器的现状，结合上述儿童医疗产品

情感化设计方法，本研究设计了一款名为“童趣”

(Childlike)的可缓解儿童注射恐惧心理的儿童医疗注

射器，见图 4。 

1）本能层面，该设计将注射器外观设计成了猴

子、绵羊、鸭子、熊猫等系列卡通动物形象，趣味化

的外形瞬间吸引儿童的注意力；不同的动物均有相应

的配色，色彩的搭配符合儿童审美心理。整体可爱、

亲切的产品形态和色彩给儿童带来了感官愉悦，引发

儿童的好奇心和亲近感。隐藏式针头设计，医生在注

射之前，儿童看不到针头，避免了传统注射器因针头 
 

暴露而给儿童带来的视觉和心理恐惧。 

2）行为层面，注射器和药液合二为一，该一体

化设计简化了传统注射流程，并同时减少了儿童等待

和恐惧的时间。考虑到儿童安全卫生问题，该注射器

为一次性产品，注射完即可废弃回收。此外，注射完

成后，针头可以缩回并锁定。对清洁回收人员而言，

该功能可以避免清洁人员在产品清洁回收时被针头

扎伤，从而保护了清洁人员的安全。 

3）反思层面，注射器的内胆和外壳是分离的。

儿童完成注射后，可以得到玩具外壳的奖励。既可以

分散其注意力，让其暂时忘记因注射带来的生理疼痛

感，又可以因得到奖励而为自己的勇敢行为产生自豪

感和成就感。 

 

 
 

图 4  “童趣”儿童医疗注射器 
Fig.4 Childlike-child medical syringe 

 
5  结语 

关注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层面的健康发展，依然是

目前设计的主要任务。患病儿童作为社会的弱势群

体，是需要被重点关怀的对象，设计理应积极配合医

疗手段，从产品设计层面协助解决儿童在治疗过程中

的情绪和心理问题。本文将情感化设计理论导入儿童

医疗产品设计中，从本能层设计的关注儿童感官愉

悦，到行为层设计的关注儿童使用和互动体验，再到

反思层设计的关注儿童个性化需求和深层情感体验，

层层递进，系统构建了儿童医疗产品服务设计的方法

体系。通过提升医疗产品和使用过程中的趣味性、易

用性和亲和力，增强儿童积极正面的情感体验，可以

有效缓解儿童患者对医疗产品和医疗过程的恐惧心

理和抗拒行为，从而配合医护人员和家长顺利完成医

疗诊治过程。情感化设计是当下乃至未来儿童医疗产

品领域的设计趋势，也是积极推动儿童医疗服务发展

和完善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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