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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讨3-6岁儿童课外美术教育平台的交互设计,使3-6岁的儿童获得更有效

的线上美术教育。本文提出遵循儿童发展的课外美术教育平台交互设计,为以后的美术教育平台交互设

计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参考并提升儿童对学习美术的兴趣。本文基于文献查阅法、定量研究法、观察

法。首先通过文献查阅法、定量研究法分析现有儿童课外美术教育平台的交互设计,其次通过观察法分

析儿童对于哪种交互类型识别度高,最后为3-6岁儿童课外美术教育平台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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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ve design of extracurricular art education platform 

for children aged 3-6, so that children aged 3-6 can obtain more effective online art educ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nteractive design of extracurricular art education platform following children's development,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for the interactive design of art education platform in the future, and improves 

children's interest in learning ar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observation. 

Firstly, it analyzes the interactive design of the existing children's extracurricular art education platform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Secondly, through observation, it analyzes which interaction type 

children have high recognition.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extracurricular art education platform 

for children aged 3-6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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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深入人心的今天,美术教

育越来越受家长的欢迎,教育模式逐渐

科技化,从传统教育转变为线上教育。在

“互联网+”的背景下,线上美术成为一

种新兴的教育模式,如何使交互设计让

儿童产生更好的体验、满足儿童的需求

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研究儿童

在使用美术类平台中的交互设计就有着

非常重要的意义。 

1 美术教育平台的特点 

“互联网+美术”促使了儿童课外美

术教育平台快速发展,使儿童无时无刻

都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学习美术,在美术

教育中收获趣味性体验。线上美术教育

平台区别于线下美术教育,它有以下特

点：①具有便捷性的特点,学习不再受物

理空间限制,学习空间和时间更自由,更

适合碎片化学习和反复学习,能够使儿

童学习美术的兴趣得到提升,并且还可

以掌握一定程度的艺术技能,从而使学

习效率得到有效的提高。②具有体系化

的特点,由于美术教育自身的特殊性,线

下学习有时因为特殊原因错过了一节课,

就可能会导致美术学习过程中缺少了一

环节。但是线上美术教育就可以通过回

放的功能进行补缺,让每个孩子能够享

受到相对公平的教育资源,使美术教育

学习得到整体的发展,体系化的学习美

术。③具有以人为本的特点,由于每个孩

子的发展并不是相同的,线下美术很难

做到人人兼顾,这对于老师和孩子都有

一定的局限性。而线上美术则可以让基

础较差的孩子从初级知识进行学习,那

些拥有一定美术功底的孩子就可以去学

习新的内容。 

2 现有的3-6岁美术平台交互

方式分析 

在应用商店搜索相关平台,对符合

3-6岁区间年龄儿童美术教育平台进行

整理,通过分析得出现有的平台主要类

别分为教学类和工具类,然后通过手势、

触控和语音三种交互方式来分析现有平

台的交互设计。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

手势交互是指无需和实体进行接触,只

要做出手势的交互方式。触控交互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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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日常使用进行的控制手势,或称为

微交互,例如单击。而语音交互则是需要

用户把需要的指令说出来进行交互的一

种交互方式。 

通过整理,在现有的3-6岁儿童课外

美术教育平台的交互中,手势交互还很

少,语音交互方式主要是以在线一对一

的线上为主,触控交互相对其它两种方

式较多,其中单击、双击、滑动等方式最

多,而双击、按压点击等复杂一些的交互

方式较少。除此之外,在现有的教学平台

中,主要授课方式分为直播课、AI录播课

和录播课,这些课程都是语音进行的,需

要儿童文字识别的内容很少,几乎都是

语音可以使儿童进行操作。 

因此,儿童在使用时可能会出现以

下问题：①由于儿童认知有限造成的阅

读难题,在使用过程中,不能完全理解一

些文字内容,可能会造成操作失败的现

象。②在执行双击、按压拖拽这种复杂

的交互方式时会出现操作错误。3-6岁的

儿童最直观的交互方式就是点击,如果

点击没有出现反应,他会不断的敲击屏

幕,对于复杂的交互方式操作并不能进

行操作。③在儿童使用APP时,会出现因

活动区域太小而导致操作错误,例如美

术平台中让儿童手动画图或填色的版面,

这样会呈现出操作不准确的画面,这是

由于儿童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导致的。 

3 3-6岁儿童交互方式分析 

笔者通过上文整理分析,又对3-6岁

的儿童进行观察,将儿童使用电子设备

时进行测试,从而进一步探讨符合3-6岁儿

童发展的课外美术教育平台的交互设计。 

通过观察得出,不同年龄阶段的儿

童交互方式也会发生变化,3-4岁的儿童

可以执行单击、双击、按压的交互手

势,4-5岁的儿童在3-4岁儿童的基础上

对轻滑的交互手势比较熟悉,5-6岁随着

年龄的增长可以执行几乎全部的交互手

势。因此,年龄偏低的儿童点击和按压的

手势会多一些,轻滑、拖拽、缩放是随着

年龄的增长才会的手势。除此之外,3岁

左右偏小的儿童因为年龄太小的原因,

在遇到点击没有反应或者不是他想要的

操作时,他会一直敲打和拍击屏幕。5-6

岁的儿童因为对使用的电子设备有熟悉

性、年龄的增长等原因,所以在操作上障

碍会减少一些。 

在语音交互中,3-6岁的儿童语言发

展迅速,运用语音交互辅助儿童操作电

子设备会更加方便,也会让她们的注意

力更加集中,美术学习的兴趣提高。但是

在现有的平台交互设计中,很少加入语

音交互设计。 

在手势交互中,儿童与成人不同,由

于这时期儿童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就使他

们很难完成精确定位类操作,而手势交

互则要求用户精确的做出相对应的手势

动作,根据用户做出的动作来完成相应

的操作。所以,儿童并不能准确的进行手

势交互设计的操作。 

4 建议 

通过上文的总结分析和观察,笔者

提出了关于3-6岁儿童美术教育平台交

互方式的建议,为美术教育平台交互设

计提供参考。 

(1)添加语音交互,3-6岁儿童的语

言发展迅速,能够理解句子并表达想法。

从上文分析可知,目前语音交互并不多,

现有的语音交互方式主要是在线课堂。但

是,语音交互的发展已经趋于普遍,例如

Siri会显示“你可以这样问我”、小爱同

学也可以与儿童进行正常的交流。语音

交互可以极大的提高交互效率,不受年

龄的约束,属于最自然的交互方式之一,

也会让儿童理解更加轻松,提高学习的

兴趣,保持长久的注意力,并解决儿童认

知有限造成的阅读难题。 

(2)提供一些可以容错的交互设计。

在上文的观察中,儿童在使用APP时手指

会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出现一些乱点的现

象,这是由于儿童年龄的局限性所引起

的。因此,在设计交互方式时,应该设计

一些可以容错和相较于成人大一些的交

互区域,这样可以减少儿童在无意识情

况下的操作错误,减少二次操作,提高操

作的准确性。 

(3)减少双击的交互设计。通过上文

分析,点击、拖拽、滑动是儿童使用最多

的手势,点击是儿童在下意识中做的最

多的手势。由于年龄太小,在使用的时候

会产生一些局限性,所以即使有双击,当

儿童做出点击交互没有产生反应时,他

们也不会去操作双击,只会一直重复拍

打、按压想点击的部分。 

(4)增添VR增强虚拟现实的交互设

计。从上文可知,对于儿童的美术启蒙主

要是在课程视频中,但是,这时期对于儿

童的发展不仅仅是在动手上,更重要的

心灵的启蒙。例如受疫情影响,郑州美术

馆推出沉浸式云展厅,为观者打造720度

沉浸式的线上“云展厅”,这样就可以使

观者足不出户也能身临其境的参观美术

馆,乐享丰富的云端文化资源。如果在儿

童美术教育平台中添加这样的设计,就

可以让儿童在虚拟的世界里愉快的学习

美术,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 

5 结语 

“互联网+”发展迅速的今天,儿童

课外教育实现了由传统转为了现代化的

教育方式,教育平台也越来越多,利用电

子产品的优势,可以为儿童课外美术教

育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也能因此促进美

育的发展,因此儿童交互方式的研究就

有着重大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在设计儿

童学习相关平台时,如何使交互方式让

儿童产生更好的体验就成为一个重要

的问题,我们首先要从儿童的角度出发,

才能设计出符合儿童发展的美术教育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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