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sign 设计, 2024, 9(1), 730-739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esign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1088     

文章引用: 陈俐, 孙恺睿. 学习迁移介入下的儿童美育产品设计研究[J]. 设计, 2024, 9(1): 730-739.  
DOI: 10.12677/design.2024.91088 

 
 

学习迁移介入下的儿童美育产品设计研究 

陈  俐，孙恺睿 

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2023年11月14日；录用日期：2023年12月4日；发布日期：2024年2月23日 

 
 

 
摘  要 

目的：为了培养儿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我们需要不断尝试创新的美育设计方案，以期提高美育产品设

计质量，促进儿童创造力的培养。方法：运用学习迁移理论重构产品设计流程，形成以儿童心理特征、

行为特征为依据的儿童美育产品设计方法。结果：通过儿童美育积木产品设计案例，验证学习迁移介入

下儿童美育产品设计的可行性。结论：学习迁移理论可以从教学材料匹配教学模式的维度提升儿童美育

产品设计价值，激发设计师创新设计灵感，从而进行美育特征的有效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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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foster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social and aesthetic development, we need to continuously experiment with innovative aesthetic 
design solutions, with a view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design of aesthetic products and 
promoting the cultivation of children’s creativity. Method: Reconstruct the product design process 
by applying the learning transfer theory, and form a product design method for children’s aes-
thetic education based on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ural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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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he design case of children’s aesthetic education building blocks, the feasibility of child-
ren’s aesthetic education product design under the intervention of learning transfer is verified. 
Conclusion: Learning transfer theory can enhance the value of children’s aesthetic product design 
from the dimens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matching the teaching mode, and inspire designers to 
innovate the design, so as to carry out the effective transfer of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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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学教育存在于通识教育系统中，目前已成为儿童教育课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它旨在通

过多种教学手段，培养孩子对艺术的感知能力，包括视觉艺术、音乐艺术、文学艺术和其他形式的创造

力表达。让孩子调动感官感知世界，帮助他们充分理解所处的客观世界[2]。当前，世界各国在教育的过

程中均形成了一套适合本国的儿童美育体系。英国首先提倡孩子先认识自己再认识世界，其次提倡注重

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并有意识的引入相关美育工具进入课堂；美国提出了校外辅助艺术教育形式，很好

地弥补了孩子在校美育中的不足；瑞典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鼓励儿童主动探索，发现新知识。 
其中，美育产品作为激发儿童创造力的有效工具，在一系列的教学过程中可以为儿童提供丰富的艺

术体验和多样化的学习路径[3]，有助于他们的全面发展。在 COVID-19 的冲击之下，以实践活动为导向

的儿童美育产品大量涌入市场，但质量参差不齐，给注重艺术创作实践的儿童美育带来了巨大压力[4]。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学习迁移与提高儿童创造力发展有着积极的联系[5]。Hsiao 等学者通过对迁

移学习环境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为儿童在获取知识与完成任务时提供培养创造力的学习工具，有助于加

速改善儿童的实践行为，由此开发了一种基于数字游戏的学习系统。学者庞岚依据学习迁移理论设计出

促进知识迁移的四个系统功能模块，增强了在线虚拟教学的趣味性，激发用户主动探索、学习的动机。

Su 等学者设计并实施了不同的教学方法，采用迁移思维导图的脚手架结构来构建创新课程，激发儿童的

创造性思维能力。本研究试图将“学习迁移”整合到儿童美育产品的设计流程中，旨在提高设计师的设

计质量，促进儿童的创造力发展。 

2. 学习迁移理论及其美育发展 

学习迁移理论最早是由 James M. Royer 提出，应用于教育学和心理学领域，用于提高学习者的学习

效率。现如今在设计领域，设计师通常将学习迁移理论应用于设计分析阶段，以便他们更好地进行产品

调研，确立产品设计目标。 

2.1. 学习迁移的概念 

学习迁移，是在某一种情境中获得的技能、知识、和理解用于另一种情境中的有效方式。它的概念

在涉及情境相关学术活动中受到广泛关注，具体表现为学习者能否做到将特定技能或知识在新环境中灵

活运用，见图 1。例如，1) 学龄前儿童对抽象概念的迁移，堆叠物体以获取某物的想法有助于激发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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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防御机制的想法[6]。2)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当学生能够在新的环境中灵活运用先前

所学的知识，那么就表明学习效果已经达到[7]。 
 

 
Figure 1. Illustration of learning transfer theory 
图 1. 学习迁移理论图解 

 
从理论上讲，影响学习迁移的要素可以被概括为三大类：1) 认知结构；2) 学习动机；3) 学习环境

[8]。认知结构，是指个人在感知理解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在头脑里形成的一种心理结构，它包含有效的

认知策略、认知结构的稳定性。Costley J 使用认知结构来调节学习者的认知超载问题，有助于提高学习

者的学习水平[9]。学习动机，是指引发和维持学生学习行为并使之指向一定学业目标的动力倾向，它包

含积极的迁移定势。Wigfield A 团队的研究表明，当学习动机被激励时，提高学习效率的策略才会取得

成功[10]。学习环境，是促进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意义和促进能力生成的外部条件，它包含学习材料的相

似程度、学习情境的相似程度、表征的匹配与重叠和学习引导。Lewis 团队研究发现，“交互式记忆”可

以帮助用户在扩展任务环境中持续产生影响，将先前的知识应用于新环境中，从而促进学习循环的产生

[11]。在 Blumenfeld P C 的研究中，关于学习迁移的讨论，表明认知结构、学习动机、学习环境，三者不

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12]。任何参与过“自己动手”实践项目的用户都知道，正确

的工具会让任务变得更加简易，正如在不同的学习环境中掌握正确的方法。“以任务为中心”的学习者，

可以有选择的进行信息分配，优化认知架构。相同的学习环境下，初始动机较高的学习者会随着时间的

推移导致动机下降，由此大部分设计者会通过优化学习环境来维持学习动机的积极状态。比如，课程的

差异化、教师的支持度、课堂规则的清晰度。同时，学习环境也可以促进认知功能的发展，优化学习者

的认知结构，表现在学习者倾向于使用多种认知策略来求解情境问题。 

2.2. 学习迁移与儿童美学教育的关系：教学策略 

学习迁移可以通过艺术设计的教学策略，应用于儿童美学教育领域。艺术设计的教学策略是将用户

认知转化为用户行为的过程，旨在通过强化用户的认知结构来达到技能培养的目的。Heylighen 在他的研

究中通过教授儿童不同绘画工具的使用，丰富他们的认知方式，促进学习/技能发展[13]。学习动机和学

习环境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的是促进转化的作用。Wong 采用以体验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引导儿童自主绘画来

改变儿童活动场所的色彩及形状构成，唤起他们对环境的整体感知，更好地鼓励儿童进行学习活动[14]，
从而促进学习正迁移的产生。 

学习迁移作为促进教学效率的有效机制，在儿童美学教育产品的设计领域拥有广泛的发展前景。儿

童美学教育旨在通过对周围世界/环境的看法与环境产生互动，让孩子们获得“新技能”，并学会灵活应

用[15]。“新技能”的培养，其核心在于匹配学习情境中的用户行为与美育目标，产生学习正迁移。Jiang 
He 团队通过参与多样化的实践活动发现环境要素在实践中的工具性作用聚焦于培养儿童的社会参与和

情感体验，促进儿童的创造性实践能力[16]。因此，学习迁移介入儿童美学教育是十分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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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学习迁移的儿童美育产品实现方式 

3.1. 学习迁移介入下的儿童美育产品设计分析 

学习迁移主要应用于考察儿童美育产品关于学习方式的开发。市场现有的儿童美育产品，按照艺术

形式进行分类，可分为艺术、音乐、舞蹈、文学、戏剧、数字美学、自然美学、多媒体美学等 8 类。按

照教育内容进行分类，可分为视觉艺术教育、音乐教育、手工艺品和工艺教育、表演艺术教育、多媒体

及数字艺术教育等 5 类。按照产品使用方式进行分类，可分为互动式教育应用、线上课程平台、传统教

育材料、美学娱乐、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 5 类。综上，现已有多款产品可以在不同的艺术教育领域，

帮助儿童在美术、音乐、表演、设计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美学教育。而多样的产品使用方式则有助于家长

和教育者根据儿童的学习风格选择最适合他们的产品。 
一般情况下，面对用户个性化的培养目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结合差异化的艺术形式、教育内容以

及产品使用方式，以更好地满足不同儿童的美学教育需求。通过用户调研及市场调研可以发现，现有产

品的培养目的大致可分为稳固认知结构、激发学习动机、提高学习效率 3 种。基于不同的培养目的，进

行教学成分分析，可见认知结构、学习动机以及学习环境三者的主要成分几乎涵盖了用户对于培养目的

的考量，见图 2。因此，学习迁移作为分类依据有助于明确不同类型的产品在美学教育中的作用和定位，

便于家长和教育者更好地选择适合儿童的教育工具和资源，更高效的达成相关培养目的。同样的，在设

计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认知结构、学习动机、学习环境帮助设计师更高效地约束项目条件，优化产品的教

育属性，从而提升产品质量。 
 

 
Figure 2. Deconstruction of children’s aesthetic education products based on migration elements 
图 2. 基于迁移要素的儿童美育产品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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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学习迁移介入下的灵感激发设计策略 

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学模式会对儿童的学习方式产生重要影响，教育者通常会根据儿童的学习目标

和个体差异选择适当的教学模式，以最大程度地促进他们的学习和发展。其中，结构化教学模式、游戏

化教学模式和符号化教学模式被大量运用在儿童美学教育产品的设计中。相关研究表明，结构化教学对

儿童认知发展具有较为明显的作用，具体表现在理解指令、稳定情绪等方面。游戏化教学能够促进儿童

运用身体去和环境完成交互行为，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具体表现为竞争、奖励等。符号化教学能

够通过自身的象征性质帮助儿童联系客观世界和自身认知，增强儿童的认知技能。 
教学材料是执行相关教学模式的重要工具，它可以对儿童的审美认知和创造力产生必然影响。高匹

配度的教学材料，可以更好地满足儿童的学习需求，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对儿童

教学模式产生积极影响[17]。以培养目的为基础，分析教学材料的设计特性，总结出清晰的视觉信息、灵

活的管理机制、多样的交互特征有助于创造高效且有吸引力的教学材料，提供良好的学习体验，满足不

同学习者的需求。 
学习迁移有利于创造更多具备连贯性和通用性的学习经验，用于协调教学模式和教学教材的匹配。

在结构化教学中，学习材料之间的共同要素越多，迁移就更容易产生。我们可以通过可视化信息来还原

认知结构，并在原结构基础上深化拓展，使学习者轻松地理解内容组织，达到稳固认知结构的目的。在

游戏化教学中，引导孩子摆脱原有的思维定势，融入游戏的元素、角色，通过感知–行为的相互影响，

促进儿童行为思维发散，发现事物之间的潜在规律和联系，从而激发学习动机。在符号化教学中，保持

操作方式的一致性，能给儿童带来强烈的熟悉感和控制感。当我们运用符号推理将知识点转化为行为语

言时，映射到儿童认知发展空间里，可以帮助他们轻松学习，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因此，将产品的培养

目的与迁移条件的主要成分进行一一对应，从认知结构、学习动机、学习环境三角度提出“重构信息序

列，搭建可视化系统”、“角色设定转换，创建游戏场景”、“提炼交互特征，设计巧妙的场景物品”

用来激发设计师创新设计想法，融入儿童美育产品的设计过程中，可以使设计师们在新任务上更快、更

有效地进行要素迁移。具体见图 3。 
 

 
Figure 3. Inspired design process with learning transfer intervention 
图 3. 学习迁移介入下的灵感激发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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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构信息序列，搭建可视化系统 
利用“物体”的各种形状和布局，重构立体形状空间。立体感的图形或结构，可以让儿童在观察和

互动中体验空间感，使他们更好的理解和记忆相关“物体”信息。在美育积木的交互场景中，将抽象概

念和元素通过视觉感知信息的方式进行重新建构，获取美育积木的视觉信息序列，并采取可视化的方式

呈现多种序列组合结果。从而可以帮助儿童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形象，通过视觉感知、掌握“物体”

信息。 
2) 角色设定转换，创建游戏场景 
不同的游戏类型和设计目的通常会采用不同的玩家视角，选择合适的视角可以影响玩家对游戏的体

验。通过任务或故事情节等行为触发要素，在不同的交互节点上给予儿童一定的自主选择权，让他们制

定策略执行相应的学习路径，实现积木搭建从第一人称视角到其他人称视角的转变，提升游戏的代入感，

让他们更有兴趣并积极参与学习活动，从而增强他们的学习动机。 
3) 提炼交互特征，设计巧妙的场景物品 
在学习环境中，为儿童提供更直观、更易理解、强互动性、增强记忆的学习体验，利于促进知识传

递和儿童参与。同时，有效的交互物件可以为美育带来更便捷、更灵活和有效的教学方法，提升学生的

学习体验和理解水平。在积木的搭建过程中，创造不良的连接件可以让儿童轻松感知，重塑思考。当信

息反馈的介入形式发生转变时，原有的操作行为即可获得有趣的反馈结果，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体验。 

4. 儿童美育积木设计实践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历史的长河中生生不息。数千年来，建筑智慧多依靠口耳相传，子承父

业传承下来。随着宋代工匠的技艺提升，建筑方式也日渐趋向系统化与模块化，建筑物慢慢出现了自由

多变的组合，形成了更加成熟的宋代建筑风格，其美学价值也日益提升。儿童美育于宋代建筑文化的传

承具有重要意义，这有利于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技艺、提高审美素养以及促进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我国的宋代建筑美学特征包括 1) 建筑的形式美来源于功能内容。主要表现为建筑的结构精巧美、造

型意境美，一般都以生活实用的要求为基础，注重结构和造型的和谐稳定。2) 重视环境的内在意境甚于

造型美观。强调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深化环境意境，激发人们的联想[18]。3) 审美价值使人感官愉

悦。将景观元素融入建筑中，增添建筑的韵味和情趣。 
本设计拟围绕中国传统的宋代建筑美学为背景，以儿童美育积木为载体，进行产品设计实践。将宋

代建筑的美学特征与建筑力学原理进行设计联结，用现代化的手法呈现出来，促进儿童美育发展。 

4.1. 定义项目与需求收集 

儿童美育积木是激发儿童创造力发展的艺术玩具。它被证明为是激发认知、社交、身体和审美发展

的催化剂[19]。随着“Z 时代”父母进入儿童产品消费者行列，他们对于美学教育积木的需求逐步提升，

不再局限于教育内容，而是需要产品具备一定的互动性和教育价值(包括创造力培养、逻辑思维训练等)。
他们希望儿童美学教育积木能够在娱乐和教育之间取得平衡，帮助孩子全面发展。 

4.2. 产品设计分析 

结合学习迁移要素，对目前市面上销量较高的儿童美育积木产品进行相关拆解分析。乐高在产品的

造型外观上高度还原影视作品，通过角色扮演的信息引导方式给儿童提供沉浸式体验，保证了儿童认知

结构的完整性。木玩世家提供沙盒式开放玩法，在产品的搭建方式上提供多种连接部件，保证了积木搭

建的灵活性，激发儿童学习动机。计客在产品体验流程设计中，迁移了儿童原有的积木搭建操作习惯，

降低了儿童的学习成本，高度匹配学习环境的变化。综上，结合用户需求与美育积木产品市场现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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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关儿童美育积木的产品设计目标。在稳固儿童认知结构方面，本产品需要高度还原美育特征；在激

发儿童学习动机上，要保证产品使用的灵活性；在提高儿童学习效率上，降低使用产品的学习成本，从

而引导儿童进行审美感受，提高产品的使用体验。 

4.3. 产品设计 

基于积木自身的空间特性及灵活性，结合产品设计目标，我们提出了“I-eden 重力乐园拼接积木”

创新设计方案。 
“I-eden 重力乐园拼接积木”共包括三个模块：重力模拟物件、基础拼搭物件、信息反馈物件。分

别来源于建筑力学中的自然力、建筑材料、检测工具。其中重力模拟物件用于模拟自然力元素(外力作用)，
当小球从高处落下可以给建筑物一个外来的力，检测其稳定性。同时保证小球顺利到达凹槽积木处，可

以表明该建筑积木符合建筑力学的相关要求。基础拼搭物件用于模拟建筑材料，儿童可以通过积木零件

的不同拼搭方式自由组装建筑，以保持建筑的稳定性。信息反馈物件用于模拟工程检测工具，只有小球

落入凹槽积木中，并触发积木发光，才表明该建筑的搭建符合建筑力学原理。反之，则搭建失败。具体

玩法介绍及产品展示，见图 4。 
 

 
Figure 4. Product presentation and usage flowchart 
图 4. 产品展示及使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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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视化建筑结构，搭建立体空间 
宋代建筑以均衡与协调的结构形式(对称)而闻名，通常采用矩形或方形的平面布局，严格遵循均衡的

比例关系。以稳定的几何形状为基础，呈现出整体的和谐感。我们提炼出宋代建筑中的对称结构——杆

系结构，抽象出杆系拼接要素，采用杆系拼搭玩法重构立体空间，运用“以古构今”的方式重现建筑中

的力学原理。从宋代建筑中提取出杆件结构的昂栓、交互斗和栌斗三元素，应用于建筑结构中的穿插、

衔接和支撑。遵循对称原则，合计抽象提取三组杆系拼接要素作为搭建积木的基础模块，以此来传递建

筑力学相关信息(图 5)。这种亲身参与和实际操作的学习方式，能让学习变得更加有趣和有效。同时促进

儿童的多方面发展，包括运动、空间想象力、创造力等。 
 

 
Figure 5. Information migration in architectural aesthetics 
图 5. 建筑美学的信息迁移 

 
2) 合理分配玩家角色，创建游戏玩法路径 
宋代建筑注重营造环境的内在意境以及空间的层次感。通过合理的布局和巧妙的构造手法，将建筑

空间进行有机划分，赋予不同空间不同的功能和意义。同样的，用户距离目标空间的不同会带给他们不

同的审美体验。当用户角色处于第一人称视角时，会获得较完整的沉浸感和体验感；当用户角色处于第

三人称视角时，能够掌握更多的场景信息。“I-eden 重力乐园拼接积木”采用实践模拟的形式分配场景

角色，同时辅助用户在游玩场景中进行角色切换，以获取更丰富的审美体验。儿童在进行积木搭建时处

于第一人称视角，可以更加专注于场景构建(图 6)。通过沉浸的体验和情感共鸣，更深入地了解、理解和

应用学习内容，从而获得更加丰富的审美体验。场景搭建结束，自然力元素介入检验任务，触发用户角

色转换，儿童可以从第三视角的角度去观察积木搭建情况，掌握更多的完整信息，增强学习体验。 
 

 
Figure 6. Management mechanisms to facilitate perspective-switching 
图 6. 促进视角切换的管理机制 

 
3) 提炼交互触点，创造反馈连接件 
宋代建筑美学更加注重审美趣味性的细节塑造。有趣的交互元素可以为建筑场景提供有效的信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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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让用户更容易获取自身所需的审美体验信息。设计面向儿童的教育产品时，积极的及时反馈不仅可

以帮助儿童建立积极的学习体验心态，还可以促进他们的认知发展，加深儿童对各种概念和关系的认知。

“I-eden 重力乐园拼接积木”，采用小球作为输入元素，带有凹槽的积木块作为输出元素。当小球通过

用户搭建的路径，掉落到凹槽积木中时，可以触发凹槽积木发光，让儿童轻松感知建筑力学原理，重塑

美学思考。 
4) 设计方案评估 
为了明确儿童美学教育积木设计对儿童学习效果的影响，本文应用“I-eden 重力乐园拼接积木”对

12 位学龄儿童进行了 A/B 测试。实验前，给儿童们提供力学原理知识问卷进行作答，根据答题结果，将

12 位儿童分别分为 2 组。实验组 6 人，对照组 6 人。实验开始后，实验组的儿童观看一部有关力学原理

知识的教育短片，对照组的儿童给他们提供拼接积木进行游戏。最后，12 位儿童都需完成力学原理测试

题。根据两组的测试结果，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表 1)。结果显示，t = −2.227，P = 0.04 < 0.05，具有显著

差异，因此可以认为“I-eden 重力乐园拼接积木”对提升儿童的学习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Table 1. Validity test of children’s aesthetic education blocks 
表 1. 儿童美学教育积木有效性检验 

  t 自由度 显著性(双尾) 

测试成绩 假定等方差 −2.227 20 0.038 

 不假定等方差 −2.227 17.294 0.040 

5. 结论 

在新时代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当下，儿童美育产品有助于激励儿童进行创造性活动，促进他

们的智力、情感和社会发展。这些产品的设计创新和使用创新可以在儿童的教育成长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因此，为设计师提供突破性创新的设计方法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将引导我们对产品设计的新想法。

本文提出将学习迁移介入到产品设计流程中，在产生更多创新设计想法的同时，平衡了其合理性和直观

性。这一新的理念为儿童美育产品设计提供了一条跨越式的思维路径，提高了设计质量及效率。 

注  释 

文中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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