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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技术的革新与成熟使得媒介形态发生了一系列改变，低龄儿童触屏操作日益常态化。学前儿童数字媒介

使用对其身心发展有重要影响，家庭数字化育儿也存在三类典型误区：“电子保姆”现象引发儿童对屏

幕的依赖；早教类应用软件可能隐藏儿童发展危机；过度禁止使用数字媒介反而导致儿童数字素养滞后。

针对此类现象提出优化策略，即提升家长数字媒介认知体系、制定家庭数字媒介使用规则、加强儿童的

数字素养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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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novation and maturity of technology, a series of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form of 
media, and the touch screen operation of young childre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normal. The 
use of digital media by preschool childre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de-
velopment. There are three typical misunderstandings in family digital parenting: The “electronic 
babysitter” phenomenon leads to children’s dependence on screens; early education apps may hide 
development risks for children; and excessive prohibition of digital media use may result in l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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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literacy among children. In response to these phenomena,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re pro-
posed, namely, enhancing parents’ digital media cognitive system, formulating family digital media 
usage rules, and strengthening children’s digital literacy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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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手机和平板成为新一代的“数字摇篮”，媒介正悄然改变儿童的成长方式。《青少年蓝皮书：中国

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3)》指出，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已达 99%，6 岁前首次接触互联网的

儿童占比达 52% [1]。接触网络的儿童日益呈现低龄化趋势，媒介的广泛应用为儿童的发展带来了便利与

益处，也引发了一系列家庭育儿方面的问题。因此，审视儿童数字化成长的价值与意义，探索家庭数字

化育儿的现实路径，有助于实现数字世界与现实体验的良性互动，保护儿童最本真的成长需求。 

2. 厘清利弊：儿童身心发展的双重境遇 

2.1. 数字媒介对儿童发展的积极影响 

在数字化的广泛普及下，适度使用手机、平板等数字媒介对学前儿童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是提升儿童的认知发展。优质的教育类屏幕内容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屏幕过度使用对早期读写能力的

不利影响，并在促进其语言与认知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教育研究中提出的“主动屏幕时间”，

即儿童主动参与教育性媒介活动，对于儿童认知技能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有研究表明，当儿童每日学

习类屏幕时间控制在 120 分钟以内，他们的非认知能力水平呈现上升趋势[2]。二是促进儿童的智力发展。

当儿童用屏幕观看适当的教育性内容并通过触摸屏幕设备进行互动时，更有利于提升其技术水平、创造

力和智力。三是促进儿童的学习。适度的教育性屏幕接触可能有助于提高儿童的学习效率和实践技能。

学前儿童在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中的教育类应用程序时，有助于提升其数学、科学、问题解决能力以及

自我效能感。可见，在科学、合理的引导使用下，数字媒介有望成为儿童早期重要的教育资源。 

2.2. 数字媒介对儿童发展的负面影响 

在享受数字媒介带来的诸多好处的同时，儿童也面临着多重身心健康风险。一方面，视力下降、肥

胖以及睡眠问题是过度使用屏幕带来的儿童身体发育方面最常见的危害。一项对北京市 2199 名学前儿童

视力情况的筛查研究发现，其中 13.6%的儿童因过早接触屏幕设备及长时间用眼等原因导致其视力异常

[3]。儿童天生活泼好动，但屏幕强烈的视觉刺激促使其被动地凝视屏幕。长时间静坐不动容易导致能量

摄入与消耗失衡，进而引发肥胖等健康问题。睡眠所需的褪黑素的产生会被晚上的屏幕蓝光所抑制，从

而导致入睡和睡眠持续时间减少的情况。另一方面，过度使用屏幕也会引发儿童心理方面的潜在风险，

例如语言发展延迟、孤独症谱系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和记忆力下降等问题。一项针对 2~5 岁儿童

屏幕暴露的研究表明，每日屏幕暴露时间超过 60 分钟，尤其是超过 120 分钟是导致语言能力发展的危险

因素[4]。更值得警惕的是，睡眠不足会加剧注意力分散，并且儿童过早且频繁地接触屏幕，不仅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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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谱系障碍的风险，还可能减少儿童的沟通意愿，这些危害相互叠加，构成了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

严峻挑战。 

3. 教养困境：家长常见的三种典型误区 

3.1. “电子保姆”现象引发儿童屏幕依赖 

在数字化养育环境中，“电子保姆”，即通过数字媒介替代照护功能，正在加剧儿童的屏幕依赖问

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养育压力的影响。有的家长因工作繁忙或是被家庭

琐事缠身，无暇陪伴孩子，便利用屏幕的安抚功能使孩子保持安静，以获取自身可支配的时间，一项研

究显示 6 个月至 4 岁的儿童最常被给予屏幕设备，主要原因在于父母希望他们保持安静以便做家务[5]。
或者采用睡眠替代策略，将睡前的亲子陪伴转变为与屏幕设备的互动。二是育儿认知存在偏差。有的家

长把屏幕设备当作普通玩具，并依据儿童观看时的笑声频率评估适宜性，忽视了教育质量的潜在影响。

家长的这些不当行为可能会导致儿童屏幕依赖，并引发一系列负面后果。例如，短视频平台根据儿童的

使用习惯以及偏好，精准推送大量同质化内容，算法机制在“定向投喂”过程中屏蔽了多样化信息来源，

使儿童逐渐丧失对时间的感知。此外，快节奏的屏幕内容会持续激活多巴胺能神经系统。长期高频的屏

幕暴露可能导致儿童大脑奖赏回路对正常刺激的敏感性降低，进而需要更高频率的屏幕刺激来获得愉悦

感。一旦屏幕设备无法使用，儿童可能表现出明显的焦虑或渴求状态。 

3.2. “早教应用”软件暗藏儿童发展危机 

随着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教育类应用程序的合理使用边界亟待厘清。受“教育内卷”

与“教育焦虑”情绪的影响下，许多家长认为教育就是对儿童进行大量的知识与技能的灌输。一些家长

对“早教应用”的使用存在过度依赖，要求孩子通过反复点击屏幕完成学习任务。例如“洪恩识字”APP，
虽通过视听交互设计提升学习趣味性，但其过度使用可能引发三重发展风险，其一，感知–动作系统发

展失衡。以触屏点击替代传统书写练习的教学模式，导致儿童缺失纸笔书写带来的触觉刺激、记忆巩固

与精细动作发展机会。其二，深度认知能力受阻。商业化教育软件普遍采用碎片化教学设计，如单个汉

字教学仅持续几十秒。这种快速切换的信息呈现方式虽有助于吸引注意力，但难以支持儿童完成系统的

认知加工过程。其三，学习行为异化。教育类应用利用其可爱的画风与奖励机制吸引注意力，虽能短期

维持学习兴趣，但是也容易引发儿童的行为成瘾。唯有家长在技术工具与儿童自然发展规律之间实现平

衡，才能使数字教育真正赋能儿童成长。 

3.3. “过度禁止”导致儿童数字素养滞后 

在数字化浪潮的全方位影响下，部分家长倾向采取“过度禁止”的干预方式，这种过度防范策略可能

引发儿童数字素养发展滞后。数字素养是个体在数字时代所需要的各类能力的统称[6]，儿童的数字素养培

养是国民数字素养发展的基础，是塑造未来数字化创新人才的关键起点。然而，部分家长因担忧屏幕对幼

儿的负面影响，将手机、平板等数字媒介视为“洪水猛兽”，采取“过度禁止”的干预方式，这种试图构

建“数字无菌环境”的教育策略，既与社会现实相脱节，也不利于儿童数字素养的系统性培养，甚至还可

能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加剧数字能力差距。在数字素养已成为基础生存技能的智能时代，长期被隔绝屏

幕的儿童在信息检索、界面交互等方面存在明显劣势。与具备基本数字操作能力的同龄人之间容易形成“数

字鸿沟”。此外，还可能会造成儿童难辨媒介信息真假、媒介风险抵抗意识不强等问题。美国儿科学会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在修订版指南中明确指出，更应该关注“如何使用”而非“是否使用”数

字媒介[7]。在数字媒介无处不在的时代背景下，家长应该成为孩子探索数字世界的同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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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导成长：家长数字媒介的应对策略 

4.1. 构建科学理性的媒介观念 

随着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家长需建立科学理性的媒介观念体系，以有效应对儿童成长过程中面临

的技术挑战。家长应该意识到，屏幕设备本身作为工具，并不具备天然的危险性，真正产生影响的是家

长如何理解与使用这一工具。家长的价值判断以及媒介态度直接影响儿童的数字素养发展，甚至可能导

致认知偏差的形成。首先，构建客观的媒介认知。家长需主动学习数字技术的基础知识，理解不同媒介

工具的功能与潜在影响。通过观察儿童使用场景，了解教育类应用的科学设计原理，形成基于事实的理

性判断。其次，强化亲子互动引导。家长应主动参与儿童的数字媒介使用过程，例如通过共同观看科普

动画后讨论知识点，或协作完成益智类游戏关卡。相关研究表明，家长在儿童使用新媒体过程中进行积

极互动有利于孩子早期读写能力的发展[8]。最后，践行示范性媒介使用。家长自身需摆脱“低头族”状

态，在家庭中展现健康的数字使用习惯。例如，尽量不要当着孩子面频繁刷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

做好孩子的榜样，通过身体力行传递“媒介服务于人”的价值导向。 

4.2. 制定合理有效的使用规则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建立合理的屏幕使用规则是数字育儿的关键环节。从内容选择方面来说，学

前儿童处于前运算阶段，具备初步的符号理解能力与图像识别能力，在此阶段，家长应优先选择符合具

象思维特点的教育类应用并禁止幼儿独自观看短视频平台，避免被动接收过量无逻辑信息。从时间管理

角度来看，家长应设定每日使用时间上限。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提出了“2~5 岁

的儿童每天 1 小时的屏幕时间被视为过长，两岁以下的婴幼儿不应接触任何数字媒介[9]。”为积极响应

政策引导，帮助儿童做好迈向数字世界的准备，家长可以与孩子共同制定“屏幕使用公约”，商定好合

理的屏幕使用时间和规则并共同遵守。从替代活动的层面来看，家长可以设定“无屏幕日”或“家庭活

动时间”，鼓励儿童参与户外运动、手工制作等替代性活动逐步减少儿童对屏幕的心理依赖。家长以引

导者、陪伴者的身份引导儿童使用媒介，不仅有助于规范媒介行为，也有利于促进亲子关系的良性发展。 

4.3. 培养健康正向的数字素养 

在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培养儿童健康的数字素养迫在眉睫。随着儿童自我意识和主动性不

断增强，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信息探索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与热情。为了帮助儿童正确地理解与使用媒介，

提升数字素养是当前数字化育儿的必经之路。首先，培养获取媒介信息的能力。平台依靠算法依赖的特

征致使儿童沉迷其中，沦陷于营造的“信息茧房”。家长需承担筛选内容与规范使用的责任，明确数字

媒介的辅助功能定位，为儿童选择合理的信息资源。其次，增强媒介信息甄别意识。屏幕所呈现出的海

量信息常伴随着广告推送或是娱乐化内容泛滥，增加了辨识难度。家长应在日常互动中，引导儿童逐步

建立基本的媒介辨识能力。例如，家长在陪伴使用屏幕设备过程中，通过语言提示或行为示范，帮助儿

童辨别媒介信息的真伪与价值。最后，提高媒介信息批判意识。面对良莠不齐的信息环境，尚未具备判

断力和自控力的儿童极易在社会认知、价值取向等方面受到负面影响。例如面对广告中的夸张虚假宣传，

家长可以在孩子面前主动对其进行质疑，展示批判性思维，通过日常渗透，让幼儿从被动接受媒介信息

转向具有良好数字素养的主动使用者。 

5. 结语 

童年不会被屏幕毁掉，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成人在面对科技时所表现出的焦虑、回避与应对失衡。虽

然数字媒介为儿童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与创新，但它也在无形中创建新的“规则”，只有家长以积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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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态度与儿童共同学习、共同成长，那些发光的屏幕也能成为照亮童年的星光。毕竟，数字时代的孩

子需要的不是无菌的环境，而是懂得在数字浪潮中为他们掌舵的智慧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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