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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面纹”运用于智能玩具设计研发实践
汪　燎

（武昌理工学院，湖北 武汉 430223）

摘要：智能玩具同时拥有物质实体形态和高科技的电子部件。

物质实体形态的设计可以结合我国古代楚国基于其特殊的历史背

景和地理环境而形成的楚文化，其涵盖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元素及

独特的精神文化，大量的器物造型与装饰纹样都是设计的源泉。

高科技的电子部件，有光电感应、动态捕捉、程序设计、3D 打印、

虚拟现实、语音识别与合成等人工智能技术。文化与科技的有机

结合，能有效推广和传播湖北楚文化，同时又能提升湖北文创产

业的发展，提升湖北的文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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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楚文化中青铜器的造型与纹样

从楚文化中提炼出来的“楚元素”纹样多数来自商周时期的

青铜器上的蠕峭纹、蠕蛇纹、兽面纹、龙凤纹、云雷纹、圆涡纹

等，加以几何线条，构成楚青铜器特色的龙凤纹样。楚式青铜器

是商周青铜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样式既保持了与中原青铜器一

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又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第一，素面器增多，

很多鼎、蚕、壶等器物均以素面呈现。第二，以失蜡法铸造的铜

器装饰繁复精美、玲珑剔透。第三，一些花纹独具特色，如似浪

花飞溅的变形蟠输纹、以线条勾勒的极度简化的风鸟纹等。这些

精美的纹饰展示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情趣和文化意涵，也显示了古

代精湛的青铜冶铸工艺。

二、智能玩具现状与发展

（一）智能玩具现状

智能玩具是一个发展时间较短、不同于传统玩具的新兴的玩

具类型，它是将传统的有形的、可触摸的对象和数字化媒体、电

子组件进行有机完美结合的一种玩具。在多媒体的、交互丰富的

新的游戏环境中，用户可以通过与智能玩具的互动来进行双向的

交互，在玩耍的过程中，通过完成一定的目标任务来促进用户的

认知，或者让用户通过娱乐得到精神压力的释放。我国的玩具业

近年来无论在产值还是在出口创汇的增长方面都已有了不俗的表

现，已经成为世界玩具生产和出口大国。智能玩具的产量也在增加，

但绝大多数玩具生产企业的产品开发面狭窄，大都属于针对儿童

生产的益智认知类的陪伴型玩具，其交互技术含量较低，外形也

接近传统的布娃娃和卡通绒毛玩具，缺乏新意。市场上与楚文化

设计特征的智能玩具寥寥无几。

（二）智能玩具的开发

智能玩具的开发主要分为改良性开发和创造性开发。改良性开

发就是在现有的技术基础上，通过相应的设计实践，对现有的智能

玩具的外形、性能、技术含量进行不同成度的改进和完善。创造性

的智能玩具开发就是利用全新的技术、新的方法、新的体验生产出

来的玩具。两种开发方式都应在符合产品设计基本原则和美学原则

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或者改良，从而满足双向人机交互，也可以进行

设计任务的预设，具有很强的趣味性、教育性和可扩展性。

（三）智能玩具的发展趋势

智能玩具是近年来流行起来的新型玩具，它的新技术的融入

特点让其在玩具行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除此之外，智能玩具

还可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呈现不同的样式种类，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其表现形式多样，其功能上的科技互动性满足了青年和儿童的娱

乐需求的同时还满足了家长的“寓教于乐”需求；其智能性和互

动性给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的成年人带来意外的快乐，缓解压力。

智能玩具能满足儿童、青少年、成年人在内的多类型消费者的需求。

智能玩具符和 STEAM 教育一直推崇的科学教育理念，智能玩具也

符合国家教育部一直宣传的科学教育方向，它满足了部分儿童教

育的需求，智能玩具的非正式学习特性，必定会在教具市场和玩

具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智能玩具迎合了人们多样化的情感需

求，这类产品有很大的市场空间。面对智能玩具良好的发展趋势，

本文通过情感化设计的研究和实践将情感化要素自始至终贯穿于

每一个设计实践环节中，在先进的技术支撑引导下，尽可能设计

出符合智能玩具市场的发展规律和市场需求的智能玩具，为今后

智能玩具设计的发展起引导作用。

三、楚文化应用于智能玩具应用方法

取式形，延其意，智能创新。将楚文化应用在智能玩具设计

上，其设计的本质是为了传达楚文化本身的内涵，那么就应在理

解楚文化意义的基础上，取其形，延其意，最终达到使楚文化精

神内涵广泛传播的目的。取其形，延其意，是对楚文化中的图形、

色彩、造型进行再创造，结合现代传感技术（声控传感、温湿度

传感、光控传感等）、自动化控制技术科技，提升审美、打散重构、

智能创造，使其传承和延续楚文化的同时，具有时代审美感。

四、楚元素“兽面纹”运用于智能玩具设计研发实践

（一）目标人群的定位

儿童用户智能玩具设计主要表现在产品的功能设计时以语言

的认知、肢体的认知以及一些学习知识的认知等为交互的实现形

式，是相对简单的、智能程度低的智能玩具类型。也就是说这个

阶段的智能玩具的设计是在满足儿童娱乐的同时，满足家长对孩

子教育期望和孩子知识增长多方面需求的设计。

（二）设计主题的确定

湖北是楚文化的发源地，饕餮纹，又称兽面纹，是楚文化的

典型传统纹饰，盛行于史前、商代和西周初期。此兽是古人融合

了自然界各种猛兽的特征，同时加以自己的想象而形成的，常作

为器物的主要纹饰。对兽面纹纹样、色彩进行深度研究，采取打

散重构的方法，改变已有的骨骼结构，创作出新的兽面图案，区

别于市面上已有兽面元素在玩具设计中直接应用，如图 1（兽面

纹设计图）；并充分考虑现代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对湖北文创产

品进行设计、智造，有助于湖北特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图 1　兽面纹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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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能技术的可行性分析与运用

图 2　3DMAS 建模，3D 打印成型

目前，智能玩具中运用的技术主要有人工智能、电子技术、

传感技术（声控传感、温湿度传感、光控传感等）、自动化控制技术、

与手机、平板相关的 App 开发的个人电子终端开发、WiFi 控制技术、

蓝牙控制技术等，这些技术是实现智能玩具智能化的关键，给智

能玩具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不同技术与材料、造型的搭配会产

生不同的视觉效果，不同技术的交叉组合会增加智能玩具的功能

性。本案“兽面纹”运用于智能玩具设计综合运用 3D 打印、红外

探测、光电感应，PWM 波控制机械手臂智能技术。如图 2（3DMAS

建模，3D 打印成型）；使用材料主要包括有皮草布艺、新兽面角

色 3D 打印成品、 舵机、杜邦线、stm32f407、oled、胶枪、剥线钳、

面包板、面包板跳线、小斜口钳、电烙铁、焊锡进行一系列的拼装、

打磨、裁剪、装饰，最后呈现作品。

（四）设计实物制作与效果

产品头部借用楚元素中器物造型与装饰纹样兽面纹，对兽面

进行立体化设计建模，3D 打印成形，身体造型参考动物尾巴局部，

利用动物的毛发进行情感传递，利用艺术与科技的结合；身体类

似动物尾巴的造型，追求形似而神不相同，是作品的灵魂所在。

借用光电感应技术、机械手臂科技，使产品与人有感应互动的趣

味性，当人靠近作品时，作品将自然摇摆。如图 3（结构与效果图）；

同时植入人机对话、语言，让其有陪伴和教育的功能。以此来表

达人与动物或人与人某些关系的紧张感，暗喻和谐的环境和关系

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强调构建和谐关系的必要性。

图 3　结构与效果图

（五）结论与展望

楚文化中有大量的器物造型与装饰纹样，这些都是具有象征

意义的图形符号，通过对楚文化进行分析和归纳，探索玩具设计

继承楚文化元素的途径，提出新的设计方法，突破传统思路，将

楚元素文化乃至丰富内涵与现代智能科技相结合，以玩具为载体

得以呈现，将楚文化一部分意义呈现出来，有效推广和传播湖北

楚文化，发扬湖北楚文化。也有助于中国的玩具设计在多元文化

冲击的激烈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智能玩具近年来发展前景一片

大好，融入楚文化设计的智能玩具，更符合市场导向，必然会带

来可观的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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