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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产品外观对儿童生理和心理的影响
——以儿童鼻腔冲洗产品设计为例

陈千禧 肖雲曦 

广西师范大学设计学院 安徽 阜阳 541001

【摘  要】:产品外观通常对于儿童的生理和心理有着潜在的影响，而儿童医疗产品的外观设计更是关乎儿童对产品的接

受度以及使用体验。本文旨在通过总结影响儿童对产品外观设计认知的因素，以及对儿童医疗用品的现状的分析，对儿童

鼻腔冲洗产品的外观设计提出些许建议，以期有所裨益。

【关键词】:儿童；鼻腔雾化器；产品外观

1 产品外观对儿童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概述
作为成长的重要阶段，美好的童年总是会给人留下

诸多难忘的记忆，而儿童产品不仅仅是作为工具出现在

生活中 ,更是良好的环境和舒适的童年生活的缩影。优

秀的儿童产品设计往往对幼儿的精神引导、行为指引有

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1.1产品外观设计对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的影响

儿童时期是发育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儿童的身心

发展具备鲜明的特征，这一时期他们的好奇心比较突出，

对新鲜事物及新异活动尤为上心，对色彩及音乐、图形

等展现出浓厚的兴趣。儿童的心理往往与外在环境、家

庭环境等因素有密切的关联，成长环境及生活中接触到

的各种儿童产品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的心理有着影响。

而产品外观常常体现在最直观的方面，即产品外观设计、

色彩以及产品材质。产品外观对儿童的生理及心理影响

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外观设计的影响。视觉元素的冲击能迅速吸引

儿童的注意力，儿童通常会被具有卡通形象的外观设计

的产品所吸引，卡通形象可能来源于动画片，其故事内

容往往符合儿童的乐于想象的天性，且它们一般具有趣

味性，儿童渴望电视或者书籍中的一些虚幻角色能出现

在现实生活中，因为迎合儿童的心理，所以带有卡通形

象的产品设计往往会获得的儿童的青睐，所以这也是卡

通形象与儿童产品外观结合的成功法则。而儿童产品也

可进而引导价值取向以及行为习惯的培养。当然儿童产

品的设计要尊重儿童生理特征，彰显人性化关怀。

二是色彩的影响。儿童对色彩的人只是无意识的，

儿童通常对于明亮的色彩会具有更高的注意力，色彩也

在潜意识促进儿童的情绪变化，暗沉的色彩会使人变得

焦躁、迟钝 ,反之明亮活泼的色彩会使儿童感到愉悦和

放松。所以具有鲜艳的色彩儿童产品的外观，例如红色、

黄色、蓝色等比较醒目的色彩更容易吸引其注意力。

三是材质的影响。产品材质也是较为直观的表现方

式，儿童早期对物品的认知往往以观察和触摸为基础，

因此产品材质所体现出来的质感很大程度上决定儿童对

该物品的认知。儿童产品的材质设计应充分考虑儿童的

视觉喜好，柔软的质感通常给人舒适安全的感觉，也可

以通过大自然肌理的设计，满足儿童探索、好奇的心理，

获得亲近自然的感受和体验。

1.2产品外观设计的原则

儿童用品的产品设计不仅仅要顾及产品本身的功能

性，更要兼顾儿童的生理特征及心理，随着物质生活的

不断改善,人们对于儿童用品的产品需求也在逐步增长，

因此而产品外观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该产品被受众所

接受的因素之一。

1.2.1外观设计情感化

儿童产品的设计要从其生理和心理特征出发，外观

设计可以采用具有趣味性的卡通形象、自然形态、仿生

等作为设计元素，还可以利用夸张等手法对外观进行情

趣化设计，造型上可以采用比较圆润柔和的形体，使产

品兼具功能性与趣味性，创造一种新奇的心理感受和情

感体验，满足儿童的新鲜感，赋予产品更多的情感意义，

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

1.2.2材料设计人性化

儿童在触摸产品时产生的软硬、冷热、粗糙、光滑

等对产品材料的感知可以对其情绪产生影响。儿童产品

的设计可以采用柔和的材料和质感，给儿童产生舒适的

触觉感受和心理体验。也可以通过大自然肌理的设计，

满足儿童探索、好奇的心理，实现通过产品亲近自然的

感受和体验。儿童产品材料的选择要从其心理感受出发，

符合人性化的特征。

1.2.3色彩人性化

儿童产品的色彩可以采用柔和、饱和度较低的色彩

或者采用合理的色彩搭配实现吸引儿童注意力。要结合

儿童的身心特征，使儿童产品的外观引起儿童的注意力

和好奇心。获得更好的使用感。

1.2.4安全性设计原则

安全性是儿童产品设计的首要条件，儿童产品设计

过程中要保证产品形状不具备尖锐的部分一面造成安全

隐患，产品材质更要无害、安全的材质。产品整体的安

全性的要求比于普通产品要更加严格。

2 儿童医疗产品及其外观对儿童的影响

2.1儿童医疗产品现状

目前儿童医疗用品虽然虽与成人相区别，但儿童医

疗用品往往脱胎于前者，将成人医疗产品机械的缩小产



46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3卷第 12期 2021年

品尺寸运用于儿童患者的现象并不少见，儿童医疗产品

本质上并没有体现对儿童的情感关怀。另外部分儿童常

见医疗用品如输液固定板等，产品设计常常功能性站占

据更大一部分，产品外观、色彩、材质等设计往往有待

改进。

2.2医疗产品外观对儿童的影响

儿童通常心里更为脆弱，对环境也较为敏感。心理

特征和生理特征决定他们对医疗产品的接受比较困难。

而且幼儿时期是身心发育的关键阶段，不良的影响的体

验可能会留下叫深刻的心理影响。而医疗产品很大程度

上是一种交互体验 ,这也是其与普通的儿童用品的不同

之处。儿童在机械的治疗环境中容易产生焦虑、抵触等

消极情绪。医疗产品使用过程中儿童的不稳定性是就医

过程的一大挑战。因此医疗产品的设计要照顾到幼童的

心理生理特征，以情感化设计理念转移和缓解儿童患者

的心理压力，使儿童就医过程不再艰难。

儿童作为医护产品的使用者往往是被动的，而医疗

产品的双重交互性则体现在医护人员使用医疗产品对儿

童患者进行诊治及治疗，因此要注重使用者的心理感受

及产品体验感。减少因儿童心理、生理的不稳定性带来

的使用过程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最常见的医护产品如

玻璃温度计，玻璃体温计材质易碎且水银容易造成危害，

但儿童的情绪控制及自我行为控制能力有限，因此可视

化智能体温计应用而生，只要粘贴在儿童皮肤上就可以

测量体温，简单易用，完全无需担心就诊过程。

儿童患者通常对于冰冷、机械的医疗用品有抵触感，

导致就诊过程难以顺利开展。所以外观采用卡通形象或

者符合儿童心理特征的外观形象更容易被接受，能分散

他们的注意力，减轻儿童对就诊过程的恐惧，从而获得

愉快的就诊过程。

除了外观形式，医护用品的色彩也是外观的一部分，

色彩一定程度上能影响使用者的情绪变化，相比于其他

儿童用品，医护用品囿于其本身功能性，通常外观设计

可变动的地方有限，在此情况下，作为最直观的色彩便

可一展其作用。使用比较柔和的颜色或者搭配比较鲜明

的颜色都能引起儿童的注意，从而分散儿童患者的注意

力，减少紧张、恐惧的心理。

产品的材质也能通过直观的方式给与儿童患者情绪

改变的影响，医疗产品通常具备专业性，材质选择的余

地不多，此时可以从医疗辅助用品着手，可以爱用较常

见的材料作为辅助用品，不仅实现其功能，更是在节约

成本与保证产品功能性之前做到了很好地平衡，较于冰

冷机械的医疗器械也更容易被儿童患者所接受。

儿童医疗产品的重要因素就是安全性，幼童的生理

及心理特征的不稳定性使得医疗用品对于好动而且欠缺

自我约束能力、理解能力有局限性的儿童存在一定安全

隐患。所以儿童医疗用品设计要在外观上尽量采用生动

有趣的形象，替代机械部分，以防就医过程中儿童敏感

好动产生安全隐患。

3 鼻腔冲洗产品概述及外观设计困境

3.1鼻腔冲洗产品现状

鼻腔冲洗能有效缓解儿童鼻窦炎的病发症状，鼻腔

冲洗的方式主要分为鼻腔雾化，鼻腔灌洗，电动冲洗几种。

目前市场上的洗鼻器种类繁多，按照不同的产品模式主

要有传统洗鼻壶、雾化洗鼻器、便携式洗鼻器等产品，

不尽相同。传统洗鼻壶适用比较广泛，但当水量较多或

者压力过大时可能存在引起鼻部疼痛等现象，会产生异

物感，不易使儿童接受；雾化冲洗器则对此进行了改良，

水流通常喷雾柔和细致，使用时对鼻腔没有明显的刺激

感，但其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噪音较大，可能引起儿童的

不适心理。便携式洗鼻器则属于一次性产品，通常用于

日常保健。

鼻腔雾化器作为目前患者接受度较高的医护用品，

市面上的鼻腔雾化冲洗器主要分为家庭式雾化洗鼻器、

压缩式雾化器、手持式雾化器等形式，手持式雾化器一

般为成人患者所设计，不符合儿童的身心特征，市面上

现存的儿童款雾化器也存在产品形象设计不够新颖，应

用的卡通设计元素老套 ,不能给予其新鲜感，没有充分

考虑儿童的情感特征及心理。

3.2儿童鼻腔冲洗产品的设计困境

儿童通常对医疗器械存在恐惧心理，更是抗拒鼻腔

冲洗时的异物感。这也是儿童鼻腔冲洗产品设计的痛点

和难点。儿童的动手能力、自我管束能力受年龄的限制，

不符合儿童身心特征的鼻腔雾化器往往出现儿童操作困

难、接受度不高、不配合使用等现象。同时市面上的鼻

腔雾化器大多存在不便收纳，清理较为麻烦等困境。

4 儿童鼻腔雾化器外观设计的些许建议
医疗用品囿于其本身的功能性，产品形态大多保持

医疗产品简介、刻板的风格。因此儿童鼻腔雾化器可从

外观上展开设计，使其兼具功能性与趣味性，便于儿童

接受和顺利使用产品。

4.1儿童鼻腔雾化器的外观可以以儿童的感官去挖掘设

计元素

可以采用新颖的仿生的形象设计，形态简约又不失

新鲜。儿童通常具有较强的好奇心，新颖有趣的产品外

观也能给与他们不一样的体验感。另则，儿童鼻腔雾化

器的产品设计要符合产品人机学，要考虑到儿童患者使

用产品时的姿势、同时产品大小也要依据儿童的身心特

征作出合理的设计。且儿童正处于成长的关键阶段，好

动且对物品的安全性认知较少，因此产品外观设计要考

虑安全性问题，形状应该圆润有弧度，尽量避免较为尖

锐的形状和棱角，更要从成品本身的安全性出发，保证

密封性和优秀的抗击能力，以防存在安全隐患。

4.2产品色彩是外观设计较直观的表现形式之一

儿童通常会被比较显眼的色彩所吸引，当然产品设

计通常要考虑色彩搭配，以求色彩协调、配色舒适，比

较柔和的色彩也不失为一个选择，温暖、明亮的色彩能

让人产生积极地情绪变化，外观色彩能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儿童对产品的接受度。儿童医疗用品设计中恰当地使

用色彩会缓解儿童对医疗设备的恐惧、紧张的心理。

4.3产品材质也是产品外观设计的主要元素之一

儿童早期对物品的认知往往以观察和触摸为基础，

因此产品材质所体现出来的质感很大程度上决定儿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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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物品的认知。柔软的质感通常给人舒适安全的感觉，

因此儿童医疗产品的设计材质往往要采用具有质感的材

料。作为医疗产品，儿童鼻腔雾化器的材质首先要遵循

安全性原则，采用无毒性、耐化学性、卫生及能高温消

毒的材质，产品可使用高级硅胶橡胶作为原料。

5 结语

儿童的身心特征决定了儿童产品的外观设计对其心

理和生理有着显著的影响，而作为医疗用品的鼻腔冲洗

产品外观设计更要契合其情感特征，让儿童在就医过程

中获得良好的体验。儿童医疗产品的设计人性化、情感

化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然而儿童医疗产品产品设计

道阻且长，仍需不懈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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