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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动技术在玩具设计教学中的应用 
◆周冰洁 

（长沙师范学院  湖南长沙  410100） 

 
摘要：眼动追踪技术是用摄像机等设备跟踪目光移动的技术，与此同时

可以用来记录用户观察位置，捕捉用户的注视点、注视时间、热点图、

兴趣区数据等眼动指标。眼动技术在视觉系统、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的
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将此项技术应用到玩具设计教学中，可以帮助

学生理解视知觉相关原理及充分利用各种感官信息提炼玩具的形式，让

学生基于视觉规律有效地设计作品展板，同时在方案评估阶段有利于量
化玩具作品的视感反馈，从而贯通从认知到实践的整体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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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眼动追踪技术 
人们的信息获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视觉，约有 80％～90％

的外界信息是通过人的眼睛获得的。人的视线具有直接性、自然
性和双向性等其它信息所无法具备的特点。眼动研究被认为是视
觉信息加工研究中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眼动技术在医学、人机交
互、运动心理学、交通心理学、航天科学、广告和消费心理学等
领域已经展开了较为成熟的应用，而在玩具设计领域仍留有很大
的探索空间。   

眼动仪可以通过眼动追踪监视器记录每只眼睛的运动轨迹
及在可视点上的活跃区域。眼动仪的 DV 系统，可将被试对各界
面的参数进行记录、测量和统计分析，通过量化的数据来发现人
们对测评样本的视觉认知规律。 

2、眼动技术与玩具设计 
随着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设计学等多学科交

叉应用的学科发展趋势，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思维研究方法成为
一种新价值观。玩具设计是工业设计的分支方向，同样具有综合
性和交叉性的特质，涉及人文、地理、美学、生态等多方面的知
识。传统的玩具设计的研究是从教育、美学、制造层面进行感性
研究。20 世纪以来，计算机、眼动仪、脑电波实验等新技术的
普及为物的设计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并通过调查和数据
的语言提供科学的论证。 

眼动技术应用在玩具设计具有明显优势：首先是精细化用户
调研。设计过程中，往往由于经费、时间、场地等方面的限制，
使一些调研工作无法顺利进行，造成玩具设计的实际效果不能得
到保证。眼动技术的应用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设计人员可以采
用眼动技术来进行更具科学性的用户调研，以眼动分析为量化要
素，研究用户对玩具的视觉感知。同时利用眼动技术可以在后期
评审做实时的动态评审，可以同时通过眼动、虚拟现实交互进行
同步反馈，了解观察者对产品方案的真实体验。 

3、眼动技术在玩具设计教学中的应用 
3.1 适用内容 
根据玩具设计的课程主线，可以罗列出设计心理学、人机工

程学等专业基础课及童车设计、交互设计等专业核心课程，其分
别有使用眼动技术教学的必要。 

设计心理学课程主要从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入手，纵向深入，
从基本的研究方法，到感官层的知识，再到思维层的认知，最后
延伸到情感层的设计，层层深入，为学生平时的设计起到一些引
导作用。“视知觉”是设计心理学的重要内容,让学生明白设计中
感觉与知觉的区别与关联，并且对知觉中和设计关联度较高的视
知觉组织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个阶段可以引入眼动实验，在
教师引导下测试，并得出视觉规律的结论，让学生对眼动技术有
初步的认识。 

人机工程学是一门将设计中“人-机（产品）-环境”这三者
连接起来的课程。人机工程学实验教学是理论教学的延伸，是重
要的实践环节。课程中“基于感觉系统的显示设计”是显示与操
纵系统的重要知识点，此阶段应该培养学生熟悉眼动仪操作及眼
动数据分析，利用眼动技术对显示进行评估与判断。 

在各类专业核心课程中，项目制的教学体系必然有调研与评
估的过程，这个阶段引导学生进行眼动实验设计，同时自主进行

数据采集和分析，为玩具产品的开放及创新提供依据。 
3.2 教学方法 
眼动技术在玩具设计中的教学方法，就是利用眼动仪作为工

具，将感知规律再现给学生，讲授知识要点并进行理论概括，引
导学生充分利用自己的各种感官信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
新意识，启发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拓展创新思维活动的一种
教学方法。 

此外，教师可以在现有的教学模式基础上，使用多媒体计算
机进行演示，能为全体学生的充分感知创设情景，也可以重新组
织教学情景，突出事物的本质特征，促进学生形成稳定清晰的表
象，为学生形成学习概念规律创造条件，促进学生对重点知识的
理解，同样也可用于技能训练。 

3.3 过程应用 
（1）在设计前期阶段 
利用眼动技术我们可以在玩具设计前期做一些可行性的虚

拟测试，研究用户需求。利用眼动技术快速定义前期研究的可行
性，可以让设计者更清楚更明确的选择方案和修改方案。 

（2）在设计阶段 
形式感是玩具的重点，通常会用到 IP 形象、仿生设计等。

利用眼动技术可以提取意向造型的特征化样式，捕捉更适应儿童
感知的形式，进一步优化设计方案，提高设计效率，完善设计表
达。 

（3）在设计评估阶段 
利用眼动技术我们可以在玩具设计后期评审做实时的评审，

加强过程质量控制，完善考核方式。将方案效果图导入眼动实验
中，组织专业人员及非专业人员共同进行试验评价。通过热点图、
注视轨迹等结果，检测设计方案质量，为教师评判及成绩赋分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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