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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基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相关理论，探究符号学作为设计方法应用到儿童家具设计中的可行

性。方法 从接受者对事物信息认知的类型出发，以符号感知作为载体，厘清事物信息在“物（事物）—

人（接受者）—物（产品）”之间的传递与转化关系；借助已完成的事物信息传递与转化的类型分析框

架，分析符号学作为儿童家具设计方法的基本原理，结合符号感知传递与转化的不同类型方式，构建出

不同类型的儿童家具设计文本的基本框架。结果 以具体的设计方案验证了框架的合理性，证明该框架

具备为儿童家具创新设计提供研究设计范式的可能性。结论 通过将符号学应用于儿童家具设计，促进

两者的融合，增强儿童家具设计的研究深度，夯实儿童家具设计的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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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semiotics as a design method to be applied in children's fur-

niture design based on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structuralism semiotics.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the cognition from the re-

cipient to the information of things, symbol perception was taken as the medium to clarify the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

mation relationship of the information of things between "objects (things)-people (recipients)-objects (products)". With 

the help of the completed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ing information, the basic funda-

mental principle of semiotics as the children's furniture design method was analyzed. Combined with the different types of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symbol perception, different types of basic framework of children's furniture design 

text were constructed. The rationality of the framework was verified by specific design scheme, proving that the frame-

work had the possibility of providing research and design paradigm for innovative design of children's furniture. The 

application semiotics in children's furniture design can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semiotics and children's furniture 

design, improve the research depth of children's furniture design and consolidate the research foundation of children's 

furnitur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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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家具产业的快速发展对家具设计的方法和

路径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

研究路径注重多学科的交叉”[1]理念的提出，预示着

家具设计研究范式将会发生转变。如果以托马斯·库

恩（Thomas S. Kuhn）的范式理论作为基础来看待今

天家具设计领域的话，那么它正在经历着一场“范式

转移”的变革[2]。因此，寻求一种适合当代家具设计

的研究范式，成为当下家具研究领域的迫切要求。 

儿童家具作为当代家具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结

合图式理论中皮亚杰关于儿童心理认知的“儿童认知

结构的发展是基于自身的自主调节，通过同化、顺应

等方式来与外部环境相平衡而达到[3]”的观点，在具

体的儿童家具设计过程中，不仅要充分考虑其严格的

尺寸关系，更要兼顾其对儿童思想、思维、感知、意

识的启发等方面的内容，即在满足儿童家具使用功能

的同时，要促进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罗兰·巴特的

结构主义符号学系统观认为，认知是指对象的意义在

“人与物”的系统结构中相互传递与转化的过程；他

还指出，翻译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一个对象能表达的

意义，另一个对象也大致能全部表达出来 [4]。从罗

兰·巴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观点中得到启示：一个对

象可以被另一个对象解释，是因为不同对象之间存在

相似或关联的信息（意义），并且它们可以通过符号

感知的形式在“人与物”的系统结构中有效地传递与

转化，从而完成信息的认知。据此，基于结构主义符

号学的相关理论，探讨符号学作为一种设计方法应用

到儿童家具设计领域的可行性，以期为儿童家具产业

的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1  符号学与儿童家具设计 

1.1  由事物到符号感知 

詹姆斯·吉布森的“可供性（affordance）”[5]理

论认为，接受者对环境中事物的感知，可理解为其知

觉层面对事物所散发信息的反馈，即该事物信息是否

以符号感知的形式延伸至接受者的无意识层面，并在

思维层寻找关联表意的符号，与事物所散发的信息进 
 

行对接（Found Object 重层性）[6]。列维·斯特劳斯

的结构主义理论从人类学的研究视野出发，认为形成思

想层面的经验，是人类日常生活积累的无意识集合[7]。

据此，事物散发的信息能否以符号感知作为载体进入

接受者的无意识层面，无意识层面能否寻找到关联表

意的符号与事物信息产生对接，对接的程度如何，主

要取决于接受者的两大属性（生物属性和人文属性）。

在此，以事物信息的符号感知传递与转化为目的，从

接受者的两大属性出发，对“物（事物信息）与人（接

受者）”之间的关系类型划分如下，见图 1。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事物散发的信息主要以四种

不同的方式与接受者产生关联，具体如下： 

第一种，事物散发出多种信息，信息以可供性的

形式（有价值的内容）调动人的直接知觉，直接知觉

让接受者直接实施行为（归属于条件反射的方式）。 

第二种，事物散发出多种信息，信息以可供性的

形式（有价值的内容）调动人的直接知觉，事物单一

的可供性将会以符号感知的方式延伸至接受者的无

意识层面（思维层），唤醒无意识层面的关联符号与

之对接，进而形成前意识，完成信息的认知。 

第三种，事物散发出多种信息，如果事物信息以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可供性的形式（有价值的内容）调

动人的直接知觉，受到接受者个性差异性的制约，这

些可供性之间会形成比较，并会以多个符号感知的方

式先后延伸至接受者的无意识层面（思维层），唤醒

无意识层面的关联符号分别与之对接，进而形成多种

前意识，完成多种信息的认知。 

第四种，事物散发出多种信息，信息以符号感知

的形式直接进入接受者的无意识层面（思维层），唤

醒无意识层面的关联符号与之对接，进而形成前意

识，完成信息的认知。 

在“物（事物信息）与人（接受者）”的关系中，

第一种事物信息的传递方式仅停留在人的生物属性

层面，没有进入人的人文属性层面，因此无法完成符

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其他三种方式中的事物信息皆

以符号感知的形式进入接受者的无意识层面（思维

层），并进一步形成了前意识，有效完成了符号感知 

 
 

图 1  事物信息与符号感知关系图 
Fig.1 Relationship diagram between thing information and symbol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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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递与转化；这三种事物信息传递方式将是文中探

究的内容。 

1.2  从符号感知到儿童家具设计 

认知心理学认为，符号感知作为人知觉层面的产
物，承担着“物（事物）—人（接受者）—物（产品）”
关系中的媒介作用。深泽直人以欧文·拉兹洛的系统
结构模型为基础，提出了“结构主义产品文本”理论。
他认为，在产品文本系统结构内的设计活动，凡是涉
及到体验和情感方面的表达，本质上都可以理解为一
方符号感知向另一方符号感知的传递，一种符号感知
向另一种符号感知的转化[8]。 

随着国家三胎政策的开放，我国儿童数量将会更
加庞大。与此同时，在儿童家具设计领域，儿童的身
体发展、认知特征、行为特征、教育、感知觉等方面
的问题与设计之间的关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9]。如
何利用设计的手段，从儿童的特殊性需求出发，设计
出既能满足儿童对于家具的功能需求，又能满足儿童
对于家具新颖外观形式以及文化内涵等情感方面的需
求[10]，是当下儿童家具设计的迫切任务。儿童家具中
的功能和情感需求，是儿童家具设计中“产品功能”
和“产品语义”的重要外显形式，有赖于儿童家具设
计活动中的符号感知在“物（事物）—人（接受者）
—物（儿童家具）“过程中的有效传递与转换才能实现。 

因此，在儿童家具设计活动中，符号感知的有效
传递与转化成为了其体验和情感表达得以成功展现的
必要条件之一。再者，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作为一
种思维活动，是一个抽象的过程，难以被传统的设计方
法有效地量化。雅柯布森符号学观点的“言语交际六功
能”[11]中的“表意”传递原理，为这种抽象推导过程具
体化提供了有效指引：从符号学与家具学科融合的研究
视角，对符号学理论系统和家具学科方法论之间的关联
性进行整理，搭建出符号学与家具学科方法论相互解释
的理学设计思维框架；通过这种抽象思维融合的推导过
程中，使儿童家具设计活动中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过
程呈现出具象化的特征，为符号学进入儿童家具设计领
域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正如艾柯所说，一切都可以
从符号学角度来探索，只是成功程度不一[12]。 

2  符号学理论下的儿童家具设计文本框架

构建 

事物信息感知的类型分析为符号感知在不同对

象之间的传递与转化方式提供了基础理论研究框架，

然而“宏观”的类型分析难以探究到符号学作为设计

方法的内部框架与组织之间的具体运作关系，更无法

为儿童家具设计提供行之有效的实践操作指引。为

此，在事物信息感知的类型分析的基础上，探究符号

感知的传递与转化方式组织类型所涉及的下一层级

“微观”逻辑关系—组织关系架构模型下不可细分的

“细胞（符号或元素）”单元基准层面，为符号学与

儿童家具设计建立相互关联的知识体系提供了 大

的延伸可能。 

基于结构主义符号学相关原理，结合事物信息感

知的传递与转化方式的基础框架，以符号学的结构主

义文本[13]（符号与符号的组合关系）编写为依据，构

建以符号学为设计方法的儿童家具设计中符号感知

传递与转化的不同类型框架。 

2.1  文本内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框架 

2.1.1  文本内单个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框架 

事物散发出许多信息，信息以单一可供性的方式

刺激设计师的直接知觉，延伸至设计师的无意识层

面，寻找关联表意的符号与之对接，以符号感知（与

单一可供性对接）的形式，完成从“物（事物信息）”

到“人（设计师）”的传递；同时，儿童家具以“元

素（结构、造型、材料、色彩、肌理）”的方式刺激

设计师的直接知觉，延伸至设计师的无意识层面，找

寻关联表意的符号相对应，以符号感知（与元素对接）

的形式，完成从“物（儿童家具元素）”到“人（设

计师）”的传递；当与单一可供性对接的符号感知和

与元素对接的符号感知存在关联时，单一可供性将会

以符号的形式进入儿童家具元素结构中，形成新的儿

童家具文本。至此，事物信息以符号感知的形式在“物

（事物）—人（设计师）—物（儿童家具）”的通道

中完成传递与转化，见图 2。 
 

 
 

图 2  文本内单个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框架 
Fig.2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framework of single symbol perception in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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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文本内组合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框架 

在事物散发出的众多信息中，存在两种或两种以

上（在此仅讨论两种）可供性对设计师的直接知觉进

行有效刺激的情况时，当这些可供性进入设计师的无

意识层面后，它们之间将会形成比较关系，并根据设

计师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以一种先后顺序的方式找寻

关联表意的符号分别与它们进行对接，从而形成两个

感知符号。另外，儿童家具同样以两个“元素（结构、

造型、材料、色彩、肌理）”的方式对设计师的直接

知觉进行刺激，并会在设计师的无意识层面找寻相应

表意的符号与之对接，形成两个符号感知。在找寻可

供性符号感知和元素符号感知之间的关联性时，由于

事物与儿童家具都存在两种符号感知，所以它们之间

的关联类型会表现出以下两种特征： 

1）在设计师的无意识层面，由事物可供性形成

的符号感知 n 和 n+1 与元素的符号感知 N 和 N+1 存

在关联时，即符号感知 n 与符号感知 N，符号感知 n+1

与符号感知 N+1，皆存在关联时，事物信息的可供性

n 和信息的可供性 n+1，将会以符号的形式分别进入 
 

儿童家具元素内不同的元素组合结构中，对结构中 N
元素和结构 N+1 元素进行重组或替换，形成儿童家
具文本内组合结构关系下的一个新的儿童家具文本
（如图 3 中的家具文本 A）。 

2）在设计师的无意识层面，由事物可供性形成
的符号感知 n 和 n+1 与元素的符号感知 N+1 和 N 存
在关联时，即符号感知 n 与符号感知 N+1，符号感知
n+1 与符号感知 N，皆存在关联时，事物信息的可供
性 n 和信息的可供性 n+1，将会以符号的形式分别进
入儿童家具元素内不同的元素组合结构中，对结构中
N+1 元素和结构 N 元素进行重组或替换，形成儿童家
具文本内组合结构关系下的另一个新的儿童家具文
本（如图 3 中的家具文本 B）。 

由事物信息所提供的两种可供性在对设计师的
直接知觉进行不同程度的刺激后，先后形成两个符号
感知，当这些符号感知与儿童家具元素组合结构关系
中的两个元素所形成的符号感知能够产生相互关联
时，事物信息便能以先后顺序的方式在“物（事物）
—人（设计师）—物（儿童家具）”的通道中完成两
种形式的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见图 3。 

 

 
 

图 3  文本内组合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框架 
Fig.3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framework of combined symbol perception in text 

 

2.2  文本外附加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框架 

在事物散发出的众多信息中，某类信息可以直接

唤醒设计师的无意识，并在其思维层寻找关联表意的

符号感知与之对应；再者，儿童家具同样以“元素（结

构、造型、材料、色彩、肌理）”的方式直接刺激设

计师的无意识，并在其思维层寻找关联表意的符号感

知与之对应。当与事物信息对接的符号感知和与儿童

家具元素对接的符号感知存在关联时，事物信息将会

以符号的形式进入儿童家具元素结构中，形成新的儿

童家具文本。新的儿童家具文本在常规的使用环境 

中，事物信息无法以符号感知的形式在“物（事物）

—人（设计师）—物（儿童家具）”的通道中完成传

递与转化；只有当新的儿童家具文本处于特殊的环境

时，事物信息才能以符号感知的形式在这种通道中完

成传递与转化，见图 4。 

上述的三种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类型文本表

现出一个共同特征：不管是事物信息的认知还是儿童

家具元素的认知，都延伸到了设计师的无意识层面，

并在该思维层寻找关联表意的符号与之相对接，形成

符号感知；当信息的符号感知和元素的符号感知存在

关联时，事物信息便会以符号感知的形式进入“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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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人（设计师）—物（儿童家具）”通道中进行

流通，并会以符号感知的形式，对新的儿童家具文本

中相应的符号感知进行不同方向的解释：服务于文本

系统、文本情感表达或兼顾两者，见图 5。 
 

 
 

图 4  文本外的附加符号的传递与转化框架 
Fig.4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framework of additional symbol perception outside text 

 

 
 

图 5  儿童家具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类型与解释方向 
Fig.5 Type of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direction of symbol perception in children's furniture 

 

所不同的是，第一种类型，单个可供性的符号感

知和元素的符号感知存在关联时，这个可供性的符号

感知直接进入儿童家具元素结构中，在形成的新的儿

童家具文本内完成事物信息所对应的符号感知的传

递与转化，并对新的儿童家具文本内的对应元素的符

号感知进行解释，它的主要应用对象为单体儿童家

具。第二种类型，出现两个可供性的符号感知和元素

的符号感知存在关联时，这些可供性的符号感知会以

两种形式先后（受个体差异性制约）进入儿童家具元

素内组合的不同元素结构中，在新的不同的儿童家具

文本结构中完成传递与转化，并以事物符号感知的形

式分别对新的儿童家具文本内组合结构关系中的两

个符号感知进行相应方向上的解释，它的主要应用对

象为组合儿童家具。第三种类型，某类信息与元素可

以通过直接刺激设计师的无意识，形成符号感知；当

两者之间存在关联时，信息的符号感知进入儿童家具

元素结构中，形成新的儿童家具文本；只有在特殊环

境的刺激下，信息的符号感知才能在儿童家具文本中

完成传递与转化，并对新的儿童家具文本结构外附加

的单个或多个符号感知进行解释，它的应用对象主要

是单体儿童家具。 

3  符号学理论下的儿童家具设计实践 

在以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为基础的儿童家具

设计基本模型框架内，可以将儿童家具设计理解为设

计师对儿童家具文本的再次解释过程，其创新的程度

取决于“物（事物信息）”与“物（儿童家具元素）”

的创造性关联程度。不管是何种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

化类型文本，从儿童家具设计的本质来看， 终的目

的要么是服务儿童家具的系统（使用操作），要么是

服务儿童家具的情感表达（文化内涵），或者是同时

服务儿童家具的系统和情感表达。 

3.1  服务儿童家具的系统：算盘系列·高低椅 

在儿童家具设计中，以某事物的单一可供性所形

成的符号感知对儿童家具结构中的某个元素的符号

感知进行解释，当解释偏向于儿童家具自身的功能、

操作、体验、肌理等内容时，该符号感知以服务儿童

家具文本的系统为主。如笔者所在团队进行的“算盘

系列·高低椅”文本编写，以及设计的“算盘系列·高

低椅”，见图 6 和图 7。 

算盘可以散发出“珠子结构”的信息，信息以“珠

子移动，高度改变”的可供性延伸至设计师的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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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算盘系列·高低椅”文本编写 
Fig.6 Text writing for "Abacus Series·High and Low Chairs" 

 

 
 

图 7 “算盘系列·高低椅”设计作品 
Fig.7 Design of "Abacus Series·High and Low Chairs" 

 
层面，并在思维层寻找“结构变动，高度改变”的关

联表意符号与之对接，形成符号感知；同时，儿童椅

子以“椅面结构”的结构元素方式延伸至设计师的无

意识层面，并在思维层寻找“椅面高度”的关联表意

符号与之对接，形成符号感知。此时，与算盘“珠子

结构”信息所对接的“结构变动，高度改变”的符号

感知和与儿童椅子“椅面结构”元素所对接的“椅面

高度”的符号感知具有表意上的相似性，因此，算盘

“珠子结构”的“珠子移动，高度改变”的可供性便

会以符号的形式进入儿童椅子的元素结构中，改造其

结构，形成“算盘系列·高低椅”文本。该文本主要

是以算盘的“结构变动，高度改变”的符号感知对儿

童椅子的“椅面高度”的符号感知进行解释，目的在

于通过“算盘系列·高低椅”坐垫组合的变化，形成

一定级差的尺寸[14]，为不同身高的儿童提供 大限度

的身体尺度舒适性。 

3.2  服务儿童家具的情感表达：粤韵·组合衣帽架 

在儿童家具设计中，以事物先后所散发出的两个

可供性所形成的符号感知对儿童家具元素内组合结

构关系中的两个元素所形成的符号感知进行先后解

释，当解释偏向于儿童家具的视觉感受、文化需求、

情感表达等内容时，这些符号感知以服务儿童家具文本

的情感表达为主。如笔者所在团队进行的“粤韵·组

合衣帽架”文本编写，以及设计的“粤韵·组合衣帽

架”，见图 8 和图 9。 

岭南水乡可以散发出“池塘”和“镬耳墙”的信

息，信息以“池塘色彩（可供性 n）”和“镬耳墙造

型（可供性 n+1）”两种可供性延伸至设计师的无意 

识层面，在设计师思维层先后寻找“村落印记（与可 

供性 n 对应的符号感知）”和“家的视觉形象（与可

供性 n+1 对应的符号感知）”的关联表意符号与它们

对接，形成两个符号感知；另外，儿童组合衣帽架以

“架子造型（元素 N）”和“坐垫色彩（元素 N+1）”

的元素延伸至设计师的无意识层面，在设计师思维层

先后寻找“视觉形象（与元素 N 对应的符号感知）”

和“心理感受（与元素 N+1 对应的符号感知）”的关

联表意符号与它们对接，形成符号感知。此时，与岭

南水乡“池塘色彩（可供性 n）”对应的符号感知“村

落印记”和与儿童组合衣帽架“坐垫色彩（元素 N+1）”

对应的符号感知“心理感受”具有表意上的关联性；

与岭南水乡“镬耳墙造型（可供性 n+1）”对应的符

号感知“家的视觉形象”和与儿童组合衣帽架“架子

造型（元素 N）”对应的符号感知“视觉形象”具有

表意上的相似性；即遵循“文本内两个符号感知的传

递与转化框架”中的儿童家具文本 B 类型符号感知的

传递与转化方式。因此，岭南水乡“池塘”的“池塘

色彩（可供性 n）”便以符号的形式进入儿童组合衣

帽架的坐垫元素结构中；岭南水乡“镬耳墙”的“镬

耳墙造型（可供性 n+1）”便以符号的形式进入儿童

组合衣帽架的架子元素结构中；分别对儿童组合衣帽

架元素内组合结构关系中两个元素结构进行重组，形

成“粤韵·组合衣帽架”文本。该组合文本主要是以 

“村落印记”符号感知对“心理感受”符号感知的解

释，以“家的视觉形象”符号感知对“视觉形象”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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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粤韵·组合衣帽架”文本编写 
Fig.8 Text writing for "Yueyun·Combined Clothes Stand" 

 

 
 

图 9 “粤韵·组合衣帽架”设计作品 
Fig.9 Design of "Yueyun·Combined Clothes Stand" 

 
号感知的解释，目的在于通过“粤韵·组合衣帽架”顶

部的镬耳墙抽象造型与坐垫的水蓝色色彩的组合营造

岭南地区村落水乡的景象，让儿童在使用“粤韵·组合

衣帽架”的过程中，不经意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15]。 

3.3  同时服务儿童家具的系统和情感表达：娱乐的

凳子 

在儿童家具设计中，以某事物所散发出的某类信

息所形成的符号感知对儿童家具结构中某些元素所

形成的符号感知进行解释，当在对儿童家具自身系统

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同时获得一些新的体验感知，该

符号感知表现为同时服务儿童家具文本的系统和情

感表达。如笔者所在团队进行的“娱乐的凳子”文本

编写，以及设计的“娱乐的凳子”，见图 10 和图 11。 

绕珠玩具所散发出的“文本结构”信息直接唤醒

设计师的无意识，在思维层找寻“有趣的支撑结构”

的符号感知与之对应；与此同时，儿童凳子以“凳脚

结构”的结构元素直接刺激设计师的无意识，在思维 

层找寻“支撑结构”的符号感知与之对接。此时，绕

珠玩具“有趣的支撑结构”的符号感知和凳脚“支撑

结构”的符号感知皆具有“支撑、框架”的表意，因

此，绕珠玩具“框架结构”的信息以符号形式进入儿

童凳子的元素结构中，更新其结构，形成“娱乐的凳

子”文本。在常规的环境中，“娱乐的凳子”文本中

的“凳脚”结构符号仅表现出“支撑、框架”的功能。

只有当文本处于娱乐的特殊环境中，“娱乐的凳子”

文本中的“凳脚”结构符号才会表现出“绕珠游戏”

的娱乐功能；此时，该文本主要是以绕珠玩具的“有

趣的支撑结构”的符号感知对凳脚的“支撑结构”的

符号感知进行解释，目的在于使“娱乐的凳子”具有

“坐”功能的同时，附带有益智类游戏的行为引导和

情感体验功能[16]。即维持凳子坐功能的同时，在“绕

珠游戏”的娱乐过程中，儿童还可以分别获得在对珠

子进行楼梯形轨道滑动时的“天天向上”表意和珠子

终走完一个完整的奖杯形轨道后的“冠军荣耀”表

意的心理体验。 

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所构建的儿童家具文本

的服务偏向由事物散发信息的符号感知属性决定：

当符号感知偏向使用操作时，儿童家具文本表现出

服务儿童家具功能的特征；当符号感知偏向情感表

达时，儿童家具文本表现出服务儿童家具内涵的特

征；当符号感知同时偏向使用操作和情感表达时，

儿童家具文本表现出同时服务儿童家具功能和内涵

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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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娱乐的凳子”文本编写 
Fig.10 Text writing for "Recreational Stool" 

 

 
 

图 11 “娱乐的凳子”设计作品 
Fig.11 Design of "Recreational Stool" 

 

4  结语 

符号学的目的在于发掘意义[17]，具有“意义传播”

的特征，能够为人文社科领域内所有关于意义表达的

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参考。儿童家具设计作为设计领

域的分支，将功能、文化、认知和情感等内容进行有

机组合，在丰富其功能的同时，注重儿童的内心情感

体验[18]，将会是儿童家具设计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之

一。因此，将符号学相关原理应用到儿童家具设计领

域中，以符号感知的传递与转化作为切入点，搭建以

符号学作为设计方法的儿童家具设计文本的基本模型，

并以具体方案验证其可行性，既可以拓展符号学应用的

研究维度，也可以拓展儿童家具设计的研究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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