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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了满足儿童成长过程中对儿童坐具的需求，利用产品设计开发的理论模型对可成长性儿
童坐具进行设计研究，为儿童家具设计创新研究带来积极作用。方法 首先，运用 KANO 模型对产品的
需求属性进行划分，归纳不同满意度的需求指标，从而明确产品需求。其次，引入 AHP 层次分析法建
立多级递阶模型，构建判断矩阵并进行权重计算及排序。针对需求提出多个解决方案，邀请专家对解决
方案展开调研评分。在对评分进行权重计算及一致性检验工作后，对各方案要素的权重进行整合排序。
最后，根据权重排序确定最终设计方案的主要导向要素，并对设计方案进行设计开发。结果 根据 KANO
模型中得出的 3 个需求项，通过 AHP 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出优先项。得出计算结果分别为造型圆润及倒
圆角、产品主体材质柔软、可进行拆分调节 3 个需求项。结论 通过将 KANO 模型与 AHP 层次分析法
相结合的新型研究模型，创造性地应用于可成长性儿童坐具产品的设计研究中，使可成长性儿童坐具产
品的设计方案更加科学合理，消费者的满意程度更高，为相关儿童家具产品的设计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
方法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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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design growth-oriented children's seats according to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product de-

sign and development,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 research of children's furniture design innovation and meet the demand 

of children's seat in the process of children's growth. Firstly, the KANO model was used to divide the product demand at-

tributes, and the demand indicators with different satisfaction were summarized, so as to clarify the product demand. 

Secondl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was used to establish a multi-level hierarchical model, construct a judgment ma-

trix and conduct weight calculation and sorting. Several solutions for demand were put forward. Experts were invited to 

investigate and score the solutions. After score weighting and consistency inspection, the weight of each package elements 

was integrated and ranked. Finally, the main guiding elements of the final design scheme wer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weight ranking, and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esign scheme were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3 demand 

items obtained in the KANO model, the priority items were calculated by AHP, an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were respec-

tively rounded shape and fillet, soft material of product body, and availability for split and adjustment. Through the new 

research model combining KANO model and AHP, it is creatively applied to the design and research of growth-oriented 

children's seat products, contributing to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design schemes of growth-oriented children's seat 

products and higher consumer satisfaction and providing new theoretical methods and ideas for design and research of 

children's furnitur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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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有了显著

的提升，儿童家具相关市场也受到了愈来愈多的关

注。在此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家具企业加入儿童家具

市场并对其进行细分。尽管国内也有不少儿童品牌，

但大多数都仅仅是成人家具的缩小版，缺乏对儿童成

长需求的关注，且存在产品使用周期较短等问题。此

外，企业在儿童家具设计过程中没有考虑到儿童成长

过程中心理和生理的发展变化，难以满足儿童的成长

需要[1]。 

可成长性儿童坐具是一种适应儿童成长的新型

设计思路，主要以 6~12 岁学龄期儿童为研究对象。

通过研究儿童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分析成长过程中儿

童需求的变化，设计出符合用户需求与市场需求的可

成长性儿童座椅。使其伴随儿童的成长进行形态变

化，在满足不同年龄段儿童需求的同时，也进一步延

长座椅的使用寿命，缓解家庭经济负担[2-6]。 

1  研究现状 

KANO 模型与 AHP 分析法作为现代产品设计中

常用的研究方法，目前已有许多学者运用二者进行了

相关用户需求的研究，如：钟凯颖、孙龙凤[6]在《基

于 Kano 模型的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需求研究进展》

一文中运用 KANO 模型方法，探究失能老年人长期

看护的需求；李晓英、董铱垚[7]在其文章《基于 KANO

模型与联觉体验的儿童交互玩具设计》中通过 KANO

模型获取儿童交互玩具的设计需求；陈珊珊、段齐骏、

李亚军等[8]在《基于 SAPAD-AHP 的儿童牙医服务系

统设计研究》中利用 AHP 层次分析法，获取核心意

义簇，从而对儿童牙医服务系统进行研究设计。 

KANO 模型最早是由东京理工大学教授 Noriaki 

Kano 为解决用户需求分类并进行优先排序而发明的

有效工具。它以分析产品某功能对用户满意度的影响

为基础，构建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8]。即在满意度

二维模型的基础上，将影响满意度的因素划分为 6 个

类型，研究每个类型与满意度之间的影响关系，从而

构建出 KANO 模型。KANO 模型不是准确的非线性

关系模型，不能直接测量得出用户满意度，而是通过

二者的非线性关系来获取及预测用户满意程度。产品

设计中设计师需要基于用户需求进行设计，而 KANO

模型能够挖掘用户需求，对用户需求属性进行划分。

但在实际应用中，单纯运用 KANO 模型研究方法进

行产品设计是有偏颇的。因为在运用传统的权重运

算方法中，会存在主观性较强和缺乏定性分析等问

题 [9] 。 为 了 更 好 地 解 决 此 问 题 ， 研 究 者 通 常 会 将

KANO 模型与 AHP 层次分析进行结合，从而更好地

确定用户需求[10-11]。 

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

是由美国运筹学家、匹兹堡大学教授萨蒂（Saaty）

等[12]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一种多方案优化决策方

法案。AHP 层次分析法作为一种定性定量的需求权

重研究方法，与传统权重运算方法相比，能从多目标

出发，根据不同目标划分不同层次，对每一个层次进

行权重比较，让数据比较更具独立性与科学性[13]。 

因此，在对成长性儿童坐具进行设计时，通过采

用 KANO 模型与 AHP 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即

在 KANO 模型划分用户需求属性的基础上，运用

AHP 层次分析法比较用户需求权重，得出用户需求

排序，进而明确成长性儿童坐具的设计方向。 

2  基于 KANO 模型的设计研究实践 

在 KANO 模型中，根据用户需求分析及研究，

将用户的满意度分为 6 类，分别是基本型质量（M）、

期望型质量（O）、兴奋型质量（A）、无差异型质量

（I）、反向型质量（R）和可疑质量（Q）。具体解释

如下。 

1）基本型质量（M）是指拥有该需求，用户可

能不会表现出满意，但失去该需求，用户一定会表现

出很不满意。 

2）期望型质量（O）是指拥有该需求，用户会

表现很满意，但失去该需求，用户的满意度也会随之

降低。 

3）兴奋型质量（A）是指提供该需求，用户会表

现出很惊喜，提高满意度，但没有该需求，也不会增

加用户的不满意程度。 

4）无差异型质量（I）是指无论是否提供该需求，

或是该需求无论好坏，都不会影响用户的满意程度。 

5）反向型质量（R）是指提供该需求后用户的满

意程度随之降低。 

6）可疑质量（Q）是指无法确定该需求是否会

影响用户的满意程度。 

2.1  用户定位 

可成长性儿童坐具主要针对的目标用户群体为

处于基础教育小学阶段的 6~12 岁儿童。儿童成长是

一个动态的过程。而可成长性儿童家具特性正好符合

儿童成长的最大特点，满足儿童成长过程中对家具安

全、空间、装饰、功能等方面不断变化的需求。相较

于 0~6 岁的儿童，此阶段儿童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

面对功能较为复杂的产品时，也能够更为正确地使用

产品，较少出现误用且导致不良后果的情况。除了儿

童家具的直接使用者，家长作为儿童家具的主要消费

者，也属于目标用户群体的研究范畴。 

根据儿童年龄阶段的特征与家长的需求，设计一

款“能伸、能缩、能大、能小、能高、能矮”的坐具，

在产品的结构、功能、材料等方面更加注重。产品使

用周期较长，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能从中体验到别样的

乐趣，帮助儿童健康地成长[14]。此外，家长对坐具还

有可折叠收纳、防磕碰、造型美观、坚固耐磨等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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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希望其能更长时间地伴随儿童成长。 

2.2  用户需求划分 

通过初次用户调研分析，确定用户需求，并进一

步划分用户的一级二级需求。调研初期，设计团队通

过桌面调研以及用户访谈，将得出的用户需求划分为

一级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划分出具体的二级需求见

表 1。 
 

表 1  可成长性儿童坐具初始用户需求分类统计 
Tab.1 Classification statistics of initial user demands  

of growth-oriented children's seat 

一级需求 二级需求 

可折叠易收纳、调节尺寸等 

符合儿童人机工学、模块化设计等 结构 

维修方便等 

游戏化设计、储存空间、阅读需求等 

防磕碰、便于清洁等 功能 

造型美观、占地面积小等 

抑菌抑霉、环保可持续等 

坚固耐磨等 材料 

性价比高等 

得出两级需求后，为了更进一步确定问卷调研中

的需求项，设计团队与多位职业家具设计师、设计学

教授、研究生等专业人士进行深入交流与探讨。最终，

总结归纳出 11 项需求项见表 2。 

 
表 2  可成长性儿童坐具初始用户需求细化调整列表 

Tab.2 Refinement list of initial user demands of 
growth-oriented children's seats 

编号 需求项 编号 需求项 

1 可折叠易收纳 7 便于清洁 

2 调节尺寸 8 造型美观 

3 符合儿童人机工学 9 环保可持续 

4 模块化设计 10 坚固耐磨 

5 游戏化设计 11 性价比高 

6 防磕碰   

 

2.3  问卷设计与调查 

根据 KANO 模型的基本原理特点，设计出针对

产品功能需求的调查问卷，主要针对用户需求正反

两方面的问题进行设置，KANO 调查问卷摘选列举

见表 3。 
 

表 3  可成长性儿童坐具 KANO 调查问卷摘选 
Tab.3 Excerpts from the KANO questionnaire for growth-oriented children's seats 

如果提供这项需求，您的接受程度 如果不提供这项需求，您的接受程度 

需求项 
我很惊喜 理应如此 可有可无 

我不喜欢

但能接受
我不喜欢 我很惊喜 理应如此 可有可无 

我不喜欢

但能接受
我不喜欢

调节尺寸 5 4 3 2 1 5 4 3 2 1 

防磕碰 5 4 3 2 1 5 4 3 2 1 

 

答案采用里克特五点量表法进行表示，分别为

“我很惊喜”“理应如此”“可有可无”“我不喜欢但

能接受”“我不喜欢”。通过这 5 个维度的分值来衡量

该需求项对用户满意度的影响，见表 4。表中“M”

表示基本型质量；“O”表示期望型质量；“A”表示

兴奋型质量；“I”表示无差异型质量；“R”表示反向

型质量；“Q”表示可疑质量。 
 

表 4  KANO 模型需求评价矩阵 
Tab.4 Need evaluation matrix of KANO model 

不提供该需求 

用户需求 我很 

惊喜 

理应

如此

可有 

可无 

我不喜欢

但能接受

我不

喜欢

我很惊喜 Q A A A O 
理应如此 R I I I M 
可有可无 R I I I M 

我不喜欢 

但能接受 
R I I I M 

提供该

需求 

我不喜欢 R R R R Q 
 

2.4  KANO 结果分析 

2.4.1  问卷分析 

根据用户定位，因 6~12 岁儿童还无法准确、科

学地表达自身对于坐具的需求，且儿童坐具产品的购

买者通常为儿童家长，家长在产品销售过程中有很强

的话语权与决定权。因此，设计团队将此次调研对象

定位于家长。调研过程中共发放问卷 160 份，收回问

卷 155 份，其中有效调查问卷为 129 份。根据每项需

求中各个质量的结果数值，运用最大值归类的方法，

将该需求进行进一步归类。以可折叠易收纳需求为

例，所获得的数据结果，见表 5。 

由此可知，其中：A 占 31.78%；Q 占 11.62%；O
占 6.98%；R 占 3.10%；I 占 37.20%；M 占 9.30%。

因此，可折叠易收纳需求属于无差异型质量，即产品

无论是否提供该需要，都不影响用户的满意程度。 

2.4.2  Better–Worse 数据计算 

通过计算 Better–Worse 系数，分析某功能可以增

加满意或者消除不满意的程度，能够大大提高用户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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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KANO 模型需求评价矩阵数据 
Tab.5 Need evaluation matrix data of KANO model 

不提供该需求 

可折叠易收纳 我很 

惊喜 

理应

如此

可有 

可无 

我不喜欢

但能接受

我不

喜欢

我很惊喜 Q=15 A=5 A=20 A=16 O=9

理应如此 R=1 I=6 I=11 I=13 M=10

可有可无 R=1 I=1 I=10 I=3 M

我不喜欢 

但能接受 
R=2 I I=1 I=3 M=2

提供该

需求 

我不喜欢 R R R R Q

 
求的精确度，准确获得用户所需产品的设计需

求，更好地提高用户的满意程度[15]。 

Better–Worse 的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1）增加后的满意系数 B（Better）：（魅力属性+

期望属性）/（魅力属性+期望属性+必备属性+无差异 

因素），见式（1）。 

B = A O
A O M I


  

 (1) 

2）消除后的不满意系数 W（Worse）：（期望属性+

必备属性）/（魅力属性+期望属性+必备属性+无差异

因素）×（–1），见式（2）。 

W= 
O M

A O M I



  

（–1） (2) 

具 体 以 可 折 叠 易 收 纳 需 求 项 为 例 ， 通 过 计 算

Better–Worse 系数，得出 B≈0.454 545，W≈–0.190 909。 

根据调研数据以及公式，计算可成长性儿童坐具

各功能的 Better–Worse 系数见表 6。 

列出 Better–Worse 系数四分位图，见图 1。 

根据 Better–Worse 系数四分位图分布所示：当功

能处在第一象限时，表示该功能为期望型质量（O），

即 Better 系数值高和 Worse 系数绝对值也很高。表示

若产品提供此功能，用户满意度会提升。反之则用户

满意度就会降低。当功能处在第二象限时，表示该功 
 

表 6  KANO 模型分析结果汇总 
Tab.6 Summary of KANO model analysis results 

功能分类 
基本型质量 

（M） 

期望型质量

（O） 

兴奋型质量

（A） 

无差异型

质量（I）
反向型 

质量（R）

可疑质量

（Q） 
属性 Better Worse

可折叠易收纳 12  9 41 48 4 15 I 0.454 5 –0.190 9

调节尺寸 26 19 41 29 2 12 A 0.521 7 –0.391 3

符合儿童人机工程学 25 23 36 31 2 12 A 0.513 0 –0.417 4

模块化设计 14 10 39 52 1 13 I 0.426 1 –0.208 7

游戏化设计 10 9 40 51 9 10 I 0.445 5 –0.172 7

防磕碰 37 17 27 33 3 12 M 0.386 0 –0.473 7

便于清洁 38 22 29 25 2 13 M 0.447 4 –0.526 3

造型美观 17 31 38 29 3 11 A 0.6 –0.417 4

环保可持续 20 32 35 27 4 11 A 0.587 7 –0.456 1

坚固耐磨 18 23 30 45 1 12 I 0.456 9 –0.353 4

性价比高 20 26 41 26 2 14 A 0.592 9 –0.407 1
 

 
 

图 1  Better-Worse 系数图 
Fig.1 Better-worse coefficient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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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兴奋型质量（A），即 Better 系数值高和 Worse

系数绝对值低。这表示不提供此功能用户满意度不会

降低。但当提供此功能时，用户满意度随之提升。当

功能处在第三象限时，表示该功能为无差异型质量

（I），即 Better 系数值低和 Worse 系数绝对值也低。

无论提供或不提供这些功能，用户满意度都不会有改

变，这些功能用户并不在意。当功能处在第四象限时，

表示该功能为基本型质量（M），即 Better 系数值低

和 Worse 系数绝对值高。这表示当产品提供此功能，

用户满意度不会提升。当不提供此功能，用户满意度

会大幅降低。 

2.5  结果总结 

根据表 6 的数据汇总和图 1 的 Better–Worse 系数

四分位图，将无差异型质量（I）去掉，只剩下兴奋

型质量（A）和基本型质量（M）。其中，兴奋型质量

（A）需求项包括调节尺寸、符合儿童人机工程学、

造型美观、环保可持续与性价比高 4 个需求项。基本

型质量（M）需求项包括便于清洁和防磕碰 2 个需求

项。其中，基本型质量（M）代表着在产品中本应该

存在的功能。因此，可以着重在兴奋型质量（A）相

关的需求项上进行调研设计。通过整体的研究分析，

我们确定了从调节尺寸、美观造型、防磕碰这 3 个需

求来继续下一步的设计研究。 

3  基于 AHP 分析方法的设计展开 

3.1  建立多级递阶的结构模型 

根据 KANO 模型对可成长性儿童坐具需求属性

的分析，得出 3 个最重要的需求。通过结合 AHP 法

构建出层次分析模型（如图 2 所示），即目标层、准

则层和方案层，具体如下。 

1）目标层，即决策的目的及要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的目标层要素为可成长性儿童坐具最佳设计 
 

方案。  

2）准则层，即完成设计方案需求决策时需重点

考虑的因素及决策的准则。通过对儿童及家长关于可

成长性儿童坐具的相关调研，将调节尺寸、美观造型、

防磕碰这 3 个要素设置为准则层。 

3）方案层，即完成设计方案需求决策时的备选

方案。针对调节尺寸需求提出拆分调节、折叠调节、

滑动调节、伸缩调节 4 个备选方案；针对美观造型需

求提出有机仿生、硬朗冷峻、圆润柔和、沉稳厚重、

运动轻快 5 个备选方案；针对防磕碰需求提出造型圆

润及倒圆角、产品主体材质柔软、缓冲材料边角包裹

3 个备选方案。 

3.2  构建判断矩阵 

为了计算出每一层级中各指标相对于前一层级

的重要程度，主要通过采用两两比较的方法来得出层

级中各指标权重值，进而构建出科学合理的判断矩阵

B[16]。在判断矩阵构建中，Bij 表示进行比较的各准则

层 B1，B2，…，Bn 与目标 B 相比具有的重要性评价，

反之则用 1/Bij 表示。在此判断矩阵中 Bij 采用九级标

度法来，即采用数字 1—9 及其倒数表示标度值，以

此来对两两指标重要性进行判断，进而实现定量化计

算分析，见表 7—8。 

3.3  权重计算 

为确保权重的准确性及严谨性，邀请包括家具

设计师 6 人、家具结构工程师 8 人、专职儿童类家

具设计师 12 人、家具设计方向教授 6 人和家具设

计方向硕士研究生 4 人共 36 人组成评价对象展开

调研评分。可成长性儿童坐具最佳设计方案判断矩

阵（A）及权重见表 9，调节尺寸需求判断矩阵（B1）

及权重见表 10，美观造型需求判断矩阵（B2）及

权重见表 11，防磕碰需求判断矩阵（B3）及权重

见表 12。  

 
 

图 2  层次分析模型 
Fig.2 AHP model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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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判断矩阵的构建 
Tab.7 Construction of judgment matrix 

B B1 B2 B3 B4 B5 … Bn 
B1 B11 B12 B13 B14 B15 … B1n

B2 B21 B22 B23 B24 B25 … B2n

B3 B31 B32 B33 B34 B35 … B3n

B4 B41 B42 B43 B44 B45 … B4n

B5 B51 B52 B53 B54 B55 … B5n

… … … … … … … … 
Bn Bn1 Bn2 Bn3 Bn4 Bn5 … Bnn

 
表 8  判断矩阵标度说明 

Tab.8 Description of judgment matrix scale 

标度 
重要性 

程度区分 
涵义 

1 同等重要 表示两要素相比，具有同等重要性 

3 稍微重要 表示两要素相比，前者比后者稍微重要

5 明显重要 表示两要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7 强烈重要 表示两要素相比，前者比后者强烈重要

9 极端重要 表示两要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极端重要

2、4、

6、8 

上述两相邻 

判断的中值 
上述两相邻判断的中值 

倒数 
中间值反 

比较 

因素 i 与 j 比较的判断 Bij，则因素 j
与 i 比较的判断 Bji=1/Bij 

 
表 9  可成长性儿童坐具最佳设计方案判断矩阵及权重 
Tab.9 Judgment matrix and weight of the optimal design 

scheme of growth-oriented children's seat 

A B1 B2 B3 权重（w） 

B1 1 4 0.333 3 0.279 7 

B2 0.25 1 0.2 0.093 6 

B3 3 5 1 0.626 7 

 
表 10  调节尺寸需求判断矩阵及权重 
Tab.10 Judgment matrix and weight of  

adjustment requirement 

B1 B11 B12 B13 B14 权重（w）

B11 1 5 4 3 0.528 7 

B12 0.2 1 0.333 3 0.25 0.068 3 

B13 0.25 3 1 0.333 3 0.134 3 

B14 0.333 3 4 3 1 0.268 7 

 
表 11  美观造型需求判断矩阵及权重 
Tab.11 Judgment matrix and weight of  

aesthetic modeling requirement 

B2 B21 B22 B23 B24 B25 权重（w）

B21 1 3 0.25 5 0.5 0.156 3

B22 0.333 3 1 0.142 9 3 0.2 0.067 7

B23 4 7 1 6 4 0.506 9

B24 0.2 0.333 3 0.166 7 1 0.2 0.040 6

B25 2 5 0.25 5 1 0.228 5

表 12  防磕碰需求判断矩阵及权重 
Tab.12 Judgment matrix and weight of  

anti-collision requirement 

B3 B31 B32 B33 权重（w）

B31 1 3 5 0.626 7 

B32 0.333 3 1 4 0.279 7 

B33 0.2 0.25 1 0.093 6 

 

3.4  一致性检验 

为了保证评价对象在评分过程中思维的一致性

及判断矩阵的相容性，在计算出可成长性儿童坐具的

权重之后，需要对评分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一致性

比率用 R 表示，见式（3）。 

R= I

I

C
R

 (3) 

式中：CI 为判断矩阵一致性指标，RI 为平均随机

一致性指标。 

在进行结果一致性验证前需先计算出最大特征

根 max ，见式（4）。 

结果一致性检验过程，见式（5）。 

max =
1

( )1 n
i

iin w
 CW

 (4) 

CI= max

1

n
n

 


 (5) 

式中： ( )iCW 为特征向量 CW 的第 i 个分量；n
代表阶数；w 代表权重系数。 

RI 数值可通过在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表中查找。

只有当 R≤0.1 时，才认为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通过；

反之则不通过。对可成长性儿童坐具的 4 个判断矩阵

进行一致性检验，表明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通过，结

果有效，见表 13。 
 

表 13  一致性检验结果 
Tab.13 Consistency test result 

 A B1 B2 B3 
最大特征根 3.085 8 4.180 7 5.348 8 3.085 8

CI 值 0.042 9 0.060 2 0.087 2 0.042 9

RI 值 0.525 0.882 1.11 0.525 

R 值 0.081 7 0.068 3 0.078 6 0.081 7

 

3.5  综合排序 

设计团队在完成一致性检验后，为了进一步呈现

各需求中备选方案对用户满意度产生影响的重要程

度，将方案层中各备选方案要素及类目的权重进行整

合。即通过计算可成长性儿童坐具最佳设计方案各需

求权重指标与相应备选方案权重指标的乘积，形成权

重的综合排序，并以此作为可成长性儿童坐具最佳设

计方案的参考，见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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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各指标权重排序 
Tab.14 Weights of indicators 

方案层指标 权重 排序 

拆分调节 0.147 9 3 

折叠调节 0.019 1 9 

滑动调节 0.037 6 7 

伸缩调节 0.075 2 4 

有机仿生 0.014 6 10 

硬朗冷峻 0.006 3 11 

圆润柔和 0.047 4 6 

沉稳厚重 0.003 8 12 

运动轻快 0.021 4 8 

造型圆润及倒圆角 0.392 8 1 

产品主体材质柔软 0.175 3 2 

缓冲材料边角包裹 0.058 7 5 

 

4  设计方案阐述 

根据各备选方案的指标权重排序，以排序靠前的

解决方案要素为主要导向，确定了造型圆润及倒圆

角、产品主体材质柔软、可进行拆分调节以满足不同

年龄段的需要、整体形态圆润柔和等设计导向要素，

结合工业设计的程序与方法，进行可成长性儿童坐具

最佳方案的设计实践，并根据材质特性、适用人群人

机数据等因素完成设计的效果图，见图 3。 
 

 
 

图 3  产品设计效果图 
Fig.3 Product design renderings 

 
产品整体造型为一个突出的弧面，圆润柔和、简

洁美观。其边角处皆采取大圆角包边，防止儿童因玩

耍而发生磕碰意外，座椅搭配特制的布材海绵软包，

舒适柔软。本产品设计主要由两个模块组成，结构采

用 A 模块内部凹孔和 B 模块外部凸起的设计，增加

凸起与凹孔接触面的摩擦力，确保在不使用其他扣件

的两个部件之间紧密连接，见图 4。 

家长可根据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身高的改变而拆

分组合以满足不同坐高的需求，该产品通过不同的组

合方式可组合拼接成至少 8 种形态，见图 5。此外，

中间座板采用可拆卸结构。例如：单独拆解 B 模块， 

 
 

图 4  产品爆炸拆分图 
Fig.4 Product explosion split diagram 

 

 
 

图 5  产品不同组合方式展示 
Fig.5 Display of different product combinations 

 

可满足年龄较小的儿童坐在上面玩耍的需求；单独将

A 模块翻转即可满足儿童日常坐的需求；将 A、B 两

个模块进行拼接后即可满足儿童日益成长的坐高需

要，让这款座椅更符合儿童的人机工学；当 B 模块在

上 A 模块在下进行拼接，并将座板拆出调节高度，

即可当儿童简易书桌使用，以此实现儿童使用简易书

桌时容膝空间符合儿童人机尺寸的需求。在材质选用

上主要选用木质柔软、经久耐用的松木做为家具主

材。产品整体尺寸为座宽约 398 mm，座深约 384 mm，

座高可分别调节为 290、343、380 及 449 mm 4 种高

度。该产品方案均达到了设计导向要素要求，符合我

们的研究结论。 

5  产品验证 

为了进一步验证产品的实用性，设计团队招募特

定的用户，让用户在特定的合适的场景下体验该产

品，根据所感受到的有效性、舒适性及满意度，通过

儿童体验、家长打分的方式，将主观感受进行量化统

计。最终的验证统计采用李克特七点量表法进行用户

验证，让家长在整体造型圆润柔和、产品主体材质柔

软、可拆分调节及整体满意度这 4 个方面的主观感受

进行评分。3 分代表非常满意；2 分代表比较满意；1

分代表稍微满意；0 分代表一般；–1 分代表稍微不满

意；–2 分为比较不满意；–3 分代表非常不满意。调

查数据统计后计算平均分以确认家长的满意程度。此

次调查总共邀请了 16 组家庭参加，共发放调查评分

表 23 份，收回评分表 23 份，有效 23 份，各评分项

目的平均分值见图 6，整体满意度评分占比见图 7。

由图 6 得，整体满意度平均分值为 1.478 26，介于稍



第 44 卷  第 14 期 钟光明，等：基于 KANO-AHP 的可成长性儿童坐具设计研究 125 

 

微满意与比较满意之间，代表家长消费者对于最终的

设计方案基本表示认可。 
 

 
 

图 6  各评分项目平均分值柱状图 
Fig.6 Histogram for average score of each scoring item 

 

 
 

图 7  整体满意度分值占比饼状图 
Fig.7 Pie chart of overall satisfaction scores 

 

6  结语 

在可成长性儿童坐具的设计研究过程中，通过

KANO 模型与 AHP 层次分析法结合的研究方法，为

KANO 模型无法得出需求重要程度的问题提供新的

解决方式。通过两种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方式能更好地

解决可成长性儿童坐具在结构、功能及材料等方面表

现出的用户需求属性划分模糊、用户需求重要性不明

确等问题，有效缩减儿童、家长与设计师之间实际需

求与设计理念之间的差异，使可成长性儿童坐具的设

计方案更加科学合理，消费者对产品的接受程度更

高，也为相关产品的设计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与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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