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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手机用户群体越来越广泛,手机App中儿童用户群体有着其年龄层特征的需求,本文通过分析

儿童用户群体的阶段性的心理特征和感觉特征,并结合情感化设计理论,总结在儿童类识字App中情感

化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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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bile phone user group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extensive, and the child user group in the 

mobile app has the needs of its age characteristics. By analyzing the staged psychological and sensory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user groups, combined with emotional design theory,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emotional design strategies in children’s literacy 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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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Application）所涉及的领域

不断扩展开来,针对儿童用户群体的

App也呈现出空前繁荣的状态。越来越

多的家长开始为儿童挑选适合的App。

在苹果应用商店（App store）中,儿童

App下载榜单排名前十的App中有6款是

语言教育类App,这既反应了儿童App市

场的倾向,也说明家长对于儿童语言教

育的重视。儿童识字类App作为语言教

育App的其中之一,已成为孩子汉字启

蒙学习的重要手段。这个阶段儿童所使

用的App都是由家长为了满足儿童对于

汉字的认知需要所筛选而出的。根据马

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于人需求的划分,

在满足较低水平的需求后,人们会追求

更高层次的需求满足,如情感需求,自

我价值需求的满足。对使用者——儿童

来说,仅以认知为单一导向的识字类

App已不能满足儿童用户,还需要在识

字类App的设计中从情感角度打动儿童

用户,让儿童喜欢上识字类App产品。因

此,正确建立起儿童用户与识字类App

产品之间的情感桥梁就显得愈发重要。

通过分析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生理和

心理特征,并结合Norman的情感化设计

理论分析,旨在找到儿童识字类App的

情感化设计策略。 

1 儿童用户的心理和生理特征 

1.1心理特征 

1.1.1通过实践探索来认知世界 

识字类App作为儿童对于汉字的启

蒙和幼儿园至小学阶段的学习过渡,应

用场景为一般为3-6岁儿童,这个阶段的

儿童属于学龄前儿童。该阶段的儿童对

周边的世界充满好奇的状态。根据心理

学家皮亚杰在认知发展理论,3-6岁的儿

童正处于前运算阶段。此阶段的儿童感

知仍支配着推理,缺乏逆运算的能力,不

能够跟踪转换,处于自我中心的状态中,

感知有集中于事物某方面的倾向,并且

思维主要受当前的情景和感知的支配,

是一种“实践性的智力”。这是因为3-7

岁左右逐渐形成具体形象思维,即主要

凭借事物的具体形象或表象及对表象

的联想进行的思维。例如,此阶段的儿

童进行橡皮泥的游戏,在具体的形象

没有捏制好之前,对自己捏制的形象

并未建立起具体的认知,待制作好后

会进行形象上的联想,捏制的造型是

筷子,面条等等。 

1.1.2通过模仿形成完整的人格 

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结构模型

里将人格划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本我,

自我和超我。本我即人本能的部分,不被

感知的属于潜意识的部分,与满足个人

欲望有关。人类在出生的时候只有一个

人格即本我,婴儿阶段看到想要的东西

就会伸手去抓取,无论这个东西是否安

全,或者是否属于他。自我是本我在与外

部环境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第二部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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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遵循现实原则的“自我”会在考虑现

实性的基础上尽量满足本我的冲动。例

如：当儿童在口渴的时候,看到正在沸腾

的热水时,本我的驱动下抓取热水的冲

动,但在自我会以考虑行为后果的方式

将本我控制在无意识中,最终所产生寻

求他人帮助等行为来满足本我的喝水的

欲望。 

超我人格在儿童5岁左右开始形成,

是一种代表社会的、父母的价值和标准

的观念影响下的人格。当老师对小朋友

做出礼让的行为予以肯定,或者对于乱

丢垃圾等不良行为做出批评的态度时,

其他的小朋友会积极模仿得到肯定的行

为或避免不良行为举止,因此儿童形成

对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有更多限制和更

高要求的价值判断即超我人格。例如：

在看完《小猪佩奇》动画片后,儿童会在

雨天穿上胶鞋在户外踩水坑玩耍,这正

是对片中角色佩奇行为的模仿,佩奇在

和弟弟踩完水坑弄脏衣服的时候,佩奇

的妈妈和爸爸并没有斥责这种行为,而

是清理干净衣物后,全家人穿上胶鞋一

起在踩水坑,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儿童

追求快乐的“本我”天性,同时片中传递

出和谐温暖的家庭观念。回归现实中,

儿童对模仿踩水坑的行为所形成的价值

判断是既满足了内心的快乐,同时也可

以和家人们一起玩耍。 

1.2感觉特征 

处于学龄前的儿童总是对自身周边

具体可感知的世界充满好奇,这是因为

他们直接通过自身的感觉系统来了解世

界。教育思想家蒙台梭利认为,从幼儿降

临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他们的感觉

系统就开始工作了,并且0-6岁阶段无论

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都处于

感官敏感期。这里嗅觉和味觉在App产品

中暂无法具体实施,故不作讨论,现归纳

总结以下感觉特征： 

首先,视觉特征。生理学认为人在接

受信息的过程中绝大部分是由视觉所获

取的,所以视觉是获取信息的主要感觉

器官。儿童在视觉的感知上以形态和色

彩为主,学龄前儿童对于形态上的视觉

感知受限于具体思维的发展还未形成抽

象思维,对于物体的识别多以具体形象

为主。例如面对一个方形的物体,学龄

前儿童的形态上的视觉感知会认为这

是一个盒子,而不是立方体。在色彩的

感知上,由于正处于视觉迅速发育期,

对于鲜艳的颜色,和色彩差异性的感受

能力,能够极大的刺激儿童视觉感官,

并且影响情绪的变化。但不能长时间,

高强度的色彩刺激,会对儿童的视觉发

育造成一定影响。 

其次,听觉特征。学龄前儿童阶段

听觉感官的迅速发展对于声音的敏感

度几乎接近于成人,对不同音质、音量、

音阶可做出不同的反应,并能影响情绪

的变化。能过够对声音进行大小,音调

和音色的区分,可以进行定位声音发出

的位置。 

最后,触觉特征。触觉同样是儿童认

知世界的重要手段。除了用眼睛看、用

耳朵听,儿童还会更多地出现用手触摸,

用舌头品尝等感知觉行为。外界多样的

刺激可以带给儿童丰富的感知体验,感

知觉程度越完整、准确,儿童所获得的信

息量就越多。 

2 情感化设计 

随着物质基础的不断向前发展,情

感作为人类的高层次追求,逐渐引起人

们的重视。情感是人类对于外部环境影

响下的一种内在感受。强调情感元素在

设计中应用,可以提高产品的可用性和

用户对于产品的满意程度。情感化设计

是以满足用户的情感需求为导向的设计

理念。认知心理学家Norman将情感化设

计划分成三个层次：即本能层,行为层,

反思层。 

本能层强调产品的设计中,通过产

品的颜色、形态、材质等外在元素直接

激发人类本能的感官刺激。实验表明,

外观上美观的产品会给用户更好用的感

觉,人们会为产品的外观进行付费的直

接原因。 

行为层强调产品的功能性与易用性,

产品的功能性是用以满足用户的功能需

求的,这个目的是不会改变的,而在产品

功能与用户连接的方式上的不同的会带

给用户不同的使用感受,如果连接方式

符合用户的日常行为习惯,那么用户容

易获得良好的情感体验。 

反思层强调在本能层和行为层的

作用下,用户接触并使用产品后,所产

生的情绪反馈或情感共鸣与产品自身

传递的信息,如产品意义、文化含义和

价值观念等相结合,能产生更深层次

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会受个体的差

异而有所不同。 

3 儿童识字类App中情感化设计 

3.1感官层次的设计 

儿童对作为审美媒介的艺术作品的

生动性、形象性、趣味性、色彩等方面

都有着特殊的要求。针对学龄前儿童的

心理和生理特征,制作能够符合儿童认

知规律的产品视觉设计,让儿童能够在

识字过程中有着良好的视觉体验。受限

于学龄前儿童语言及文字的能力,识字

类App中一般采取设置伴学的产品形象

引导儿童进行操作。学龄前儿童正处于

具体思维发展阶段,形象选取一般选择

动物,并赋予拟人化的性格。活泼可爱的

动物形象可以迅速拉近产品与儿童间的

距离。在《熊猫博士识字》识字App中,

以中国特色的大熊猫为产品形象,圆润

的身材,活泼好动的性格,吸引着儿童的

目光。 

3.2行为层次设计 

情感化设计中优秀的行为层设计要

求产品有完善的功能同时要具备易用性

的特征。UI界面图标是实现App产品功能

的窗口,同时也是用户与App产品之间建

立联系的通道。首先在识字类App产品中

UI界面设计在同一界面下图标的风格统

一,易于儿童识别。其界面内的标签图标

大小常见的设计尺寸为32*32px、48*48 

px或64*64px这三种,针对而学龄前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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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视觉发育初期,可采用横版界面设

计,同时采取较大尺寸的图标设计,易于

儿童操作。 

触觉是学龄前儿童认知的重要手段,

触觉交互是目前App交互手段中应用最

为广泛的方式,成年人可以熟练掌握多

种触觉交互手势,例如按与敲击、两指拖

动、手掌拖动等一系列复杂的交互手势,

但儿童的肢体特征影响着正常的交互方

式,只能以儿童熟悉的常规动作为主。学

龄前儿童可逐渐掌握点、拂、滑、拖、

旋转、长按、放大、缩小这8种基础的交

互手势。所以避免使用复杂的交互手势

设计。 

3.3反思层设计 

反思层设计在本能层和行为层的综

合体验之后,产品在自身传递的理念,价

值,文化等方面引发儿童情感上的共鸣,

使得识字类App产品与儿童用户间建立

长期关系,提高用户的忠实度。识字类

App市场竞争激烈,良好的用户体验是产

品的基础,想要家长和儿童持续产生产

品关注度,需要打造IP化产品,建立品牌

情感。《熊猫博士识字》App以其优良制

作一面向市场就深受家长及儿童的喜

爱。围绕着App产品中的熊猫博士打造的

周边产品不断丰富着品牌形象。熊猫博

士一系列的产品包括游戏、动画、绘本、

手工等等围绕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学习娱

乐需求所打造的。其中《熊猫博士》3D

动画以熊猫博士和他的伙伴乌龟脱脱为

主角的每集7分钟左右的儿童动画。在动

画中熊猫博士每集扮演着不同的职业,

有消防员,蛋糕师或是园丁等等,与小伙

伴遇到不同的问题并解决问题。《熊猫博

士》通过全方位品牌产品塑造,在家长和

儿童用户中形成强烈的品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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