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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感性工学的幼儿玩教具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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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玩教具在幼儿早期教育当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它集教育性与娱乐性为一体，有助于培养幼儿的学习兴趣，充分激发幼

儿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还对增强幼儿体魄至关重要。然而，纵观现如今的玩具市场，越来越多玩具难以满足幼儿的身心发展需求，也无

法满足幼儿园教师对玩教具的感性需求。基于此，本文以感性工学理论为基础，立足幼儿和幼儿园教师对玩教具的感性需求，首先分析

了当前幼儿玩教具设计存在的问题，然后，以问题为导向，基于感性工学理论研究玩教具造型形态设计要素，结合实际应用开发园所场

景下的自然科普玩教具产品，以期创新优化自然科普玩教具设计开发原则，为幼儿玩教具的设计提供崭新的理念和方法，满足幼儿对玩

教具的多元化需求，从而为幼儿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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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和社会对儿童早期教育重视程度的日渐提升，越来

越多研究表明，玩教具作为儿童学习和成长的重要工具，不仅影

响着幼儿的智力发展，同时，也对促进其情感、社会技能等多方

面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怎样才能以感性工学理论

为指导，设计出既安全又能引起幼儿兴趣，同时满足其发展需求

的玩教具，这一直是教育领域和设计领域面临的重要挑战和值得

探讨的问题。希望本文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能切实为相关人员带去

一定启发和参考。

一、感性工学概述

“感性”一词是对于感觉、知觉等心理活动的认识，重点从

人类的自我心理认知角度展开分析，是基本思维属性的具体展现。

感性认知涉及多个维度，触及审美、情感、经验等不同层面，与

理性认知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人类复杂丰富的世界观。就感性

工学而言，它是认知科学、心理学、美学、工业设计等领域交叉

融合的产物。感性工学理论认为，产品开发除了关注产品的功能

性之外，还应重视产品引发的感性反应，先分析人的感性，然后

依据人的喜好来设计产品，旨在将感性转化为感性价值。

二、幼儿玩教具设计现存的问题

首先，忽视了幼儿的感性特征。感性工学的核心为以人为本，

强调从人的感性特征出发设计玩教具。然而，现如今，研究表明

越来越多设计师可能更关注玩教具多样化功能的探索，反而忽视

了幼儿的感性特征，导致玩教具难以满足幼儿的实际需求。其次，

忽视玩教具的情感价值。感性工学理论十分注重情感价值，即玩

教具除了满足幼儿对功能方面的多元化需求之外，还应满足幼儿

的情感需求。当前忽视趣味性和情感性的玩教具偏多，这可能导

致玩教具难以有效激发幼儿的情感共鸣，使得幼儿在使用的过程

中很可能感到枯燥乏味。

三、研究思路

基于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玩教具需针对

不同年龄段的幼儿发展需求设计，同时适应环境需求和功能需求，

本文将设计语境和设计内容方向进行了限定，由于所限定的设计

内容具有庞大体系，需结合幼儿教学理念提出优化的概念设计新

思路，提出优化的课程设计原则，从而能够适应集体教学应用语境、

贴合教学目标、完善幼儿教育课程体系。 

本文借鉴了欧美国家教学内容组织形式，结合“关键概念”

搭建教学“理性框架”，配合教学目标制定教学内容，围绕关键

概念取具体的形象，从而总结出玩教具设计要素。本文主要参照

的关键概念为“变化”“时间”“空间”和“适应”，这些概念

属高度概括的抽象概念，涵盖了大容量的基本概念。该种概念具

有很强的迁移性，也最易转化为人的某种能力。

本文侧重于自然科普类课程的玩教具设计。自然科学有两个

分支，物理科学和生命科学。在幼儿科学中，它可以分为自然科

学和科学，生物科学和无机自然综合技术。自然科普部分的课程

内容主要选择生命科学领域中的气象、季节的基础认知和动植物

的基础认知，以此为例进行设计实践。

本文借鉴了教育心理学，教师课程，自然科学和传播研究的

研究成果，开展了跨学科研究。教育心理学的理论著作是本文的

基础理论支撑，师范课程的课程设计是玩教具设计的目标和玩教

具功能的参考依据，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知识是本研究限定的教学

内容，传播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借鉴了其中人际关系、人与组

织和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理论研究成果。

四、研究过程

分析幼儿对玩教具的形态感知，构建感性意象词汇库。首先

搜集和筛选现有自然认知类玩教具和幼儿绘画中的自然图示，初

步建立天气符号、四季意象的图片样本库，通过问卷调查对幼儿

园中 3-6 岁儿童进行样本分群实验调查，运用感性工学研究中常

用的聚类分析法，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图片，分析幼儿对自然

科普玩教具的形态感知，构建感性意象词汇库。

开展自然科普玩教具造型感性意象语意研究。根据感性意象

词汇库设计实验，筛选在幼儿心中最符合天气、植物造型的感性

意象词汇，通过上述代表性样本与筛选出的感性意象形容词，进

行语意差异实验，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代表性因子并确定最终

的代表性意象形容词。

构建自然科普玩教具造型探讨设计要素与感性意象模型。确

定代表性感性意象形容词对，确定实验样本与验证样本，根据造

型形态设计要素对各样本进行编码，然后进行实验样本的语意差

异实验，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实验样本的意象评价均值进行分

析，进行验证样本的语意差异实验并检验。

自然科普玩教具的设计原则优化。

1. 直观具象化原则：以直观、具象的方式展现自然天气和动

植物特征，便于幼儿认知。例如通过归纳总结图式期幼儿绘画的

符号，整理出幼儿眼中的事物意向符号，转化为设计语言，能够

更加符合幼儿对事物描绘的具象化认知形象。

2. 互动参与性原则：增强玩教具的互动元素，适用于幼儿集

体教学环境，提高幼儿参与度和体验感。设计玩教具的同时，设

计玩法很重要，需要配有一定程度的使用说明手册，且便于陪同

幼儿的成年人识读和理解，增强玩教具的互动性，趣味性。

3. 情感共鸣原则：融入幼儿喜爱的元素，引发情感共鸣，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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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产品吸引力。要求基于感性工学的研究结果，挖掘幼儿对触感、

质感甚至听觉、味觉的认知理解，丰富其所能探索的感官因素。

4. 安全舒适原则：确保材质安全、无毒，尺寸和重量适合幼

儿操作。在保证选材、工艺过程安全的前提下选择材料，注意产

品的圆角处理、人机尺寸等问题，避免较小的零部件以防幼儿吞食。

5. 趣味探索原则：添加趣味性元素，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探

索欲望，通过主观增加 DIY 玩具的形式探索更多玩法，锻炼幼儿

综合能力。例如下述案例中，幼儿可以增加原有玩教具中没有的

新花草样式、通过观察描绘新的动物形象，结合材料包作为自制

的新角色、新玩具加入搭建的积木场景中。

6. 适教多元原则：注重玩教具的教育功能，在幼师指导下有

多元组合玩法，传递知识的同时启发思考。例如下述案例中，幼

儿可以使用观察箱进行植物生长观察，分组交替记录，也可以进

行对比种植实验，变换不同的植物生长条件，观察植物生长变化。

五、基于感性工学的幼儿玩教具设计实例

（一）设计方案一—“四季天气触感积木”

1. 方案构思

在构思整体方案之前，笔者选取了部分幼儿园并对幼儿园教

师进行了问卷调查，由调查结果可知，当前玩教具设计概括为“趣

味天气认知与描述能力开发”。基于此，在玩教具设计的时候，

依托玩教具培养幼儿的逻辑思维与想象力，同时，发展幼儿的语

言能力与协调能力是重中之重。符合幼儿集体教学环境的设计需

求。

2. 方案展示

首先，季节系列的设计围绕四季的基本概念，提取“春草发芽、

冰雪融化、开花、落叶、 

动物冬眠”等自然现象进行造型设计。代表四季的三层台阶

平台均等划分为四部分，在前后关系上增加了上下关系和纵向的

空间感。每个四分之一圆的平台上可以安置一组代表某一季节的

积木，幼儿可以围坐一起，边沟通边搭建季节积木，在季节平台

中间可以安置天气摆台，结合天气认知与四季场景结合，构成完

善的季节场景，完整模拟四季的气候动植物场景，丰富幼儿的理

解和认知。

其次，植物系列积木分为树木和花草两种，树木提取柳树等

六种树的外形，树干依据树形调整比例，通过外部轮廓和表面树

叶浮雕式肌理区分树木种类，不仅增加了积木触感，还可使幼儿

通过对叶形、树形的了解对树种有更深刻的认识。花草积木提炼

出幼儿学实验中绘制的草丛、花草样式，材料选择软磁片的形式，

按照重复交错的平面构成骨骼排列成图案，同时配备自制花草素

材材料包，可以按照教师的引导自行绘制新的花草样式。

最后，四季动物积木设计成等比的直立造型，凸显头部特征

和爪、尾巴等特征，幼儿还可增添新认知的动物形象，关注动物

形象的特征，通过绘制到卡纸的方式，裁剪出轮廓，增添新的动

物玩具到四季天气积木场景中。幼师可以引导幼儿用语言描述搭

建的场景故事，锻炼其语言能力。

（二）设计方案二—“Plant 种植观察箱”

1. 方案构思

基于对幼儿园教师的调查结果分析，结合教师对玩教具设计

提出的建设性意见，针对大班幼儿的认知内容，可以开始对“变

化”概念有意识地理解和学习，针对幼儿动植物敏感期的发展阶

段，结合幼儿园集体教学的环境，设计分组种植活动，使幼儿能

够将种植植物的变化过程记录下来，培养其观察力、耐心、精细

操作和总结能力。本设计方案根据幼儿集体教学的行动导向理念，

将种植植物、观察、养护、记录的操作流程进行细分，着重将观

察记录的行为顺序进行了动线设计，进而指导种植箱的功能区域

设计。以四人组的种植和观察记录活动为例进行方案展示。

2. 方案展示

该产品具有种植水培、土培两种箱体各两个，其中水培观察

箱配备水培网板。观察箱中间为镜面，方便幼儿观察到种植的植

物各个角度。观察箱两侧分别配备两组时间日历、天气符号印章，

观察箱一端设有一卷 PVC 画片，按观察窗位置尺寸印有裁剪刻线，

且印有记录模板。该产品可供两组幼儿在其两侧观察箱体中植物

生长状态，同时可根据观察幼儿的身高，调节内部箱体平台的高度，

方便幼儿在记录植物生长高度时能够保持平视。在幼师教学过程

中，能够让幼儿观察植物生长发芽其和幼苗期，使用透明 PVC 画

片描绘植物主视图，将不同时间记录的 PVC 画片叠加起来，能够

对比植物由小到大、从无到有的变化过程，进而了解“变化”概念。

该产品使用方式具有明确的秩序和流程，需由幼师进行组织

引导。首先需划分小组，以四人一组为例，四名幼儿划分为两个

小队，按序依次取用 PVC 画片，每人一张，分别站到观察箱两侧，

观察植物生长状态，进行交流讨论。然后，将画片固定在观察窗上，

讨论分工，由一名幼儿描绘植物的主视图，另一名先记录时间、

温度、天气等信息，其中，观察箱上有温度计放大镜，可以滑动

其调整至温度数值，观察清楚后再记录温度。待两名幼儿完成后，

交换位置，分别重复上述步骤，完成自己的画片记录。最后围绕

观察箱，四名幼儿可以进行展示画片和交流讨论。

在后劲阶段教学活动中，可以使用该产品进行严格的对比

实验，通过不同生长条件下的植物形态的比较，幼师引导幼儿观

察归纳出植物生长的所需条件，也可以分别进行水培植物和土培

植物的生长条件对比实验。该观察箱主体选择透明亚克力材质和

PC+ABS 塑料，进行防滑耐磨处理。

六、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家长、幼儿园对玩具教育性和娱乐性要求的

提高，幼儿玩教具设计应密切结合感性工学理论，以此为基础，

争取设计出更多集创新性、益智性、安全性、趣味性等为一体的

丰富多彩的玩教具，以此充分调动起幼儿的参与兴趣，助力幼儿

全面发展，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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