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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分析将多种感官体验融入儿童包装设计中的可能性，确立多感官体验包装设计的方法，

并用于设计实践。方法方法 了解国内外多感官体验包装设计及其研究的现状，通过导入经典儿童感知觉

理论，完成对儿童感知觉特点的分析，探索儿童包装设计中应该注意的儿童使用心理和感官习惯。结结

论论 分别从视觉、触觉、听觉和嗅觉等感官体验方面提出具体的包装设计方法，并探寻几种感官设计共

同使用时对儿童包装使用体验效果的协同作用，并将该包装设计方法初步应用到设计案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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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sensory Experience Design in Children′s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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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urpose is to analyze the possibility of packaging design with various sensory experiences by children.

It establishes a new packaging design method with multi-sensory experience，and uses it to design practice.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researching situation of packaging design with multi-sensory experience，it explores how to fit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and sensory habits in packaging design by importing the classic children′s sense of perception theory and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ldren′s senses. A new specific packaging design method is put forward with various

experience of senses such as vision，touch，hearing and smell. The synergistic effect with various senses is tested in

children′s packaging design.The result is good through applying the new packaging design method preliminarily in the

process of gradu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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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感官包装设计是指在包装设计时选择不同的

感官语言对商品信息进行编码、组合，通过刺激受众

的不同感官，使其产生多种感官体验，让目标受众更

好地感知商品的相关信息，诱使消费者作出购买的决

定。包装通过表面的装潢色彩、质感肌理和材料气味

等可带来不同的感官体验，包装设计通过感官感受愉

悦消费者的情感和心理，让包装和消费者之间产生互

动，增强包装的吸引力。

1 多感官包装设计现状

日本中生代平面设计大师原研哉[1]曾经提出“沟通

设计”的理念[2]；日本物学研究会会长黑川雅之也认为

21世纪“由视觉时代转移到触觉时代”，是“体现身体感

官特点的设计时代”[3]；2006年“多感官包装”的概念首

次在德国举办的第六届Pro Carton大会上提出。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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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也在多感官体验设计方面进行了探索，像严

晨等人的研究主要涉及了嗅觉和触觉表达在包装中的

应用[4]；杨天舒等人分析了视觉、触觉、嗅觉、味觉和听

觉等感官的特点，并在包装设计中产生交互[5]；陈颖燕

等全面探讨和分析了现代包装设计中的多感官表达[6]；

此外，李檬等人研究了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的综合心

理感受以及多感官包装对于购买决定所起的作用[7]。

在深入研究多感官体验包装设计理论的同时，设计实

践也在同步进行。日本设计师深泽直人在模拟香蕉、

草莓和猕猴桃表皮的真实色泽和肌理时设计了相应的

系列水果饮料包装，见图1[8]；我国艺术设计大师黄永玉

的“酒鬼”酒包装，见图2，容器造型使用一根红绳扎口

的麻布袋，酒瓶瓶身麻布纺织品的纹路触感强烈，视触

觉体验感受同样丰富；韩国品牌TONY MOLY的魔法森

林护手霜包装，见图3，同样利用视触觉感受以及嗅觉

感受来营造多感官体验，先是模拟甜橙、水蜜桃、西红

柿、樱桃、青苹果等水果的外观形态和色泽，然后针对

不同的水果，设计可释放相应水果香味的包装材料，视

觉和嗅觉的双重体验可丰富消费者的使用体验。纵观

这些理论研究和设计实践，多种感官体验在包装设计

中已引起重视，然而这些都没有针对特定消费者比如

儿童来进行研究和设计。对于儿童消费者而言，综合

了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多种感官体验的儿童包装

能够更好地满足儿童消费者的知觉感觉习惯和心理，

从多元的色彩、动听的声音、舒适的手感、宜人的气味

等方面进行关注和表达，可以让儿童包装更具有吸引

力，更直接、迅速地传递多元化信息。

2 儿童感知觉及其特点

感觉是指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刺激物的

反映，包括视、听、嗅、触、动与平衡觉等。知觉是指人

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事物的整体反映，是对感

觉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加工，受经验影响。感知过程是

个体产生和成熟的最早的心理过程，儿童正是通过这

一过程来认识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意大利幼儿教育学

家蒙台梭利认为[9]，儿童主要通过基本感觉从周围的环

境中获得经验，在感知的基础上，形成记忆、想象、思维

等，并对客观事物得到更进一步的认识。对于幼儿来

说，尚未形成或者初步形成对事物认知的经验，无法对

事物进行理性思考，事物更多地通过感官上的刺激来

吸引注意，儿童更多地是通过触觉、视觉、听觉等感官，

通过色、形、声等感觉认知世界。在此基础上，蒙台梭

利开发了一系列感官训练方法，通过感觉的练习使儿

童能辨认、分类、排列顺序，从而培养其智力和能力。

在蒙台梭利感官理论的基础上，美国南加州大

学临床心理学博士爱尔丝于1969年提出了感觉统合

理论[10]。感觉统合是指大脑和身体相互协调的学习

过程，指机体在环境内有效利用自己的感官，以不同

的感觉通路从环境中获得信息输入大脑，大脑再对

其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并作出适应性反应的能力，简

称“感统”。其理论说明儿童只有通过大脑及身体感

官的组合互动，让儿童充分感知各种刺激后，才能形

成学习能力。根据儿童感知觉多通路、多维度的特

点，在儿童玩具包装设计中引入多感官元素，让孩子

们不仅看到并且能摸到、听到、嗅到，让包装设计更

加吸引儿童消费者，还能对儿童的认知成长教育起

到一定的帮助。

3 儿童多感官体验包装设计方法

儿童多感官体验包装设计从儿童的多种感官，即

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位置觉等混合协同作用

出发，完成儿童与包装的对话与融合，加强儿童对于

内包装物的存在感受以及与包装的互动。包装设计

中的感官体系由几种主要的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感

官系统组成，最为重要的有视觉感官体验、听觉感官

体验、触觉感官体验与嗅觉感官体验。

3.1 视觉感官体验设计

包装设计属于视觉传达设计的范畴，视觉上的感

图1 水果饮料包装

Fig.1 Fruit beverage

packaging design

图3 TONY MOLY魔法森林护手霜包装

Fig.3 Magic forest hand cream packaging of TONY MOLY

图2“酒鬼”酒包装

Fig.2 "Alcoholic" liquor packaging

desig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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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体验是最为主要的体验形式。包装设计通过图形、

文字、色彩等形式来完成包装诉求，表达生产厂商需

要转达给消费者的信息，最先吸引消费者的和最重要

的体验感受都来自于视觉。儿童最先发育成熟的感

官也是视觉，儿童自一出生就开始用眼睛来观察世

界，儿童的视觉感官特点决定了在儿童包装设计时有

其特殊的原则和定律。色彩对于儿童来说是第一视

觉感官要素，而且对于包装设计来讲，首先映入眼帘

的就是色彩，解决色彩问题对于儿童包装设计至关重

要，在设计儿童包装时应该多选用饱和度高、对比度

大的原色，以符合儿童喜好鲜明艳丽的色彩需求。图

形方面，儿童对于复杂图形的辨识度不高，他们更喜

欢简单圆润的几何曲线形以及具象化的卡通图形，包

装形象、标志等图形设计应该符合儿童对图形的审美

心理，比如日本儿童糖果品牌不二家的包装，见图4，

就设计了两个卡通儿童形象。文字方面，因为儿童正

处于语言文字学习的起步阶段，所以包装中的字体设

计更应该以易于识别为第一原则，文字选用简单易懂

的简体字，字体使用细圆体或其变体，便于儿童识别，

特别是品牌名称等重要的字体设计中应该以生动活

泼、亲切感强为原则，如伊利QQ星儿童牛奶包装，见

图5，其LOGO和品牌名的字体设计就是典型代表。

3.2 触觉感官体验设计

触觉是人类最敏感、最真实的感觉，人们通过触觉

感官可以感受到粗糙、光滑、坚硬、柔软等不同的质

感。包装的触觉感官体验设计是指利用不同包装材料

本身所具有的纹路、肌理、湿度、柔硬度等特性，以及印

凹凸、压印、覆膜等加工工艺来引导消费者的触觉感

知，通过触觉传递产品信息，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从而让消费者作出购买决定。触觉感官体验往往能起

到超越平面的视觉效果，让消费者感受多重立体体验，

这种体验对于儿童消费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也最为

直接和真实。儿童包装设计上根据包装形象、文字等

视觉元素进行相应的凹凸处理的例子有很多，比如美

国巧克力品牌M&M′s包装，见图6，其100 g装巧克力

豆的罐盖表面将红M卡通人物形象用镂刻来进行处

理，开启罐盖时可以触及凹陷的眼睛、嘴部等五官，生

动有趣；其135 g牛奶巧克力豆的礼盒包装则将整个红

M和黄M卡通人物形象压印凸出，同时M&M′s的logo

甚至对小的巧克力豆图形也进行了压印处理，视觉和

触觉感受都十分强烈。此外，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

瑞士薄荷糖品牌D′mug，见图7，其包装上将品牌名称

字体和不同口味的水果图形形象都进行了压印处理，

甚至连草莓表面的颗粒，西瓜切开后的西瓜子都生动

逼真，充分利用了儿童触觉感官体验感受。

3.3 听觉感官体验设计

有声音的产品设计更能体现产品的卓越，尤其是

儿童的产品设计，听觉设计能让儿童感受到产品的更

多乐趣，增加儿童自身的控制欲和满足感。关门时

“嘭”的声音能传达一种门已经安全关好的信息，电梯

关门时“滴”的声音告诉人们电梯门已经合上，儿童学

步时设计的“叫叫鞋”是基于听觉感官的体验设计。

包装的听觉感官体验设计是利用声音去刺激消费者

的听觉系统，让消费者在观察和触摸包装的同时能够

在听觉上获取产品的信息，消费者可加深产品的体验

层次和维度。包装纸盒在开启过程中有纸板摩擦和

撕裂的声音，包装容器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拧开瓶盖

和按压瓶身塑料回弹发出的声音，在儿童包装设计中

放大和增加这些声音，儿童消费者在接触和使用包装

时会对里面的产品更有期待，也更愿意接近和探索这

样的包装。

3.4 嗅觉感官体验设计

包装的嗅觉感官体验设计是通过复合包装材料

或者通过释放印刷油墨的气味，让包装散发特定的味

道，通过气味刺激消费者的嗅觉，从而引起消费者对

产品的关注。在感官体验中，嗅觉体验不同于视觉、

触觉和听觉等感官体验，它属于被动感受，消费者在

图4 不二家糖果包装

Fig.4 Candy packaging of

Fujiya

图5 伊利QQ星儿童成长牛奶

Fig.5 Children growing up milk of

Erie QQ star

图6 M&M′s巧克力豆包装

Fig.6 Chocolate packaging of

M&M′s

图7 D′mug薄荷糖包装

Fig.7 Mints packaging of

D′m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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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产品的交流中可以不去看、不去触摸、不去听，但很

难不去闻，当消费者无意中闻到一种令身心愉悦的气

味时，往往会有一探究竟的冲动，从而达到吸引消费

者的目的。在产品使用过程中，清新宜人的气味会让

人更加专注和享受，研究表明，嗅觉比其他感受给人

的印象会更加深刻持久。儿童对不同的气味十分敏

感，如果能在包装上根据不同的产品类型加入不同的

气味因子，让包装自身附带的气味勾起儿童消费者的

食欲，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 多感官体验包装设计实例

4.1 基于多感官体验的儿童牛奶包装设计

周宗衍设计的基于多感官体验的儿童牛奶包装，

见图8，它以儿童果粒牛奶饮料包装为设计主题，设计

了苹果、香蕉、蓝莓、草莓、芒果5种不同水果口味的产

品包装，形成了包装系列化。造型色彩分别模拟5种

不同水果的视觉形态，包装表面同样进行了与水果肌

理相似的触觉处理，并通过包装材料复合以及摩擦缓

释油墨等技术实现了不同水果香味的释放，还可通过

包装容器开启和挤压产生的音效增加听觉体验。多

种感官体验协同作用，产生立体交互的多重感觉体

验，从而吸引儿童消费者，促进购买。

4.2 基于多感官体验的儿童果酱包装设计

罗荣广设计的基于多感官体验的儿童果酱包装，

见图9，以奇异果酱、橙子酱、苹果酱、西瓜酱、草莓酱5

种不同的儿童果酱作为产品对象设计包装。视觉上

对包装瓶盖装潢使用水果切开后的截面，包装瓶身应

用水果表皮图形，让儿童直观地感受到水果果酱的口

味，也暗示了包装开启的方向和果酱取出的位置，生

动有趣；触觉上通过对包装容器造型的切割和扭曲产

生不同于规则几何形体造型的感受；嗅觉上运用包装

散发出的水果气味传达产品类型。

5 结语

传统的包装设计方法只注重单一的视觉上的感官

体验，很少触及消费者其他的感官体验，更谈不上多种

感官体验的融合。随着现代包装技术、包装结构和包

装材料科学的发展，在包装设计过程中融入多种感官

体验已经成为可能，而这种融合也必定会带给消费者

多角度、多层次的使用感受，从而引领新的设计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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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基于多感官体验的儿童

牛奶包装

Fig.8 Children milk packaging

design based on multi-sensory

experience

图9 基于多感官体验的儿童

果酱包装

Fig.9 Children jam packaging

design based on multi-sensory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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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必将进行对现有包

装的重新审视。在电子商务和快消品策略的冲击下，

大件商品运输包装在废弃环节的种种问题得到社会

的广泛关注。在人文主义和绿色设计的感召下，深化

折叠设计、可拆卸设计、集成化设计以不同的角度切

入，大大降低了废弃大件包装的空间占用，提高包装

的易用性和回收率。3种方法各自的局限性，要求设

计师在设计时必须根据商品自身的特点，结合包装材

料的属性和加工工艺，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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