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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能终端中兼具趣味性和教育性的软件程序深受幼儿的喜爱，幼儿从小就接触智能终端，养成良好的智

能终端使用习惯是幼儿的必修课。本研究以信阳市多所幼儿园的514名幼儿家长为研究对象，通过发放

问卷的方式，了解大班幼儿智能终端的使用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大班幼儿的智能终端使用情况不容乐

观。因家长在督促幼儿正确使用智能终端中起到重要作用，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选择适合幼儿的智能

终端、为幼儿制定其使用规则并注重智游与自然体验并行，以期家长帮助幼儿养成合理使用智能终端的

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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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ftware programmes of smart terminals which are both interesting and educational are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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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r among young children, who are exposed to smart terminals since they are young, and it is 
a necessary course for them to develop good habits of using smart terminals. In this study, 514 par-
ents of kindergartens in Xinyang City were targeted to learn about the use of smart terminals by 
kindergarten children by distributing questionnaires.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show that older chil-
dren's use of smart terminals is not optimistic. Since pare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upervising 
children’s correct use of smart terminals,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selecting 
suitable smart terminals for children, setting rules for children’s use, and focusing on the parallelism 
between smart play and nature experience, in order to help parents help their children develop good 
habits of using smart terminals appropr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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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智能终端能够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体验。在信息时代，越来越多的幼儿从小就接触并使用

智能终端。学龄前儿童各方面的发展尚未成熟，对他们来说，智能终端像是一把双刃剑，不同的使用方

式可能会带来不同的影响[1]。智能终端不仅能够方便幼儿接触到丰富多彩的教育信息，而且还能满足幼

儿的个性化需求，提升幼儿的学习兴趣；智能终端的通讯功能既缩短了幼儿与朋友的距离，也缩短了家

与园之间的距离；不仅促进幼儿的沟通能力和社交技巧，并且还能辅助家长和幼儿园开展线上线下的相

关教育活动。虽然智能终端能够为生活与学习带来便利，但使用方式不当也会对他们造成不良的影响，

尤其是对处于认知迅速发展、自我意识明显提高的大班幼儿。因此，家长有意识地引导大班幼儿正确使

用智能终端显得十分重要。 
对智能终端的使用不当，也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例如，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导致幼儿视力下降，

甚至对幼儿大脑发育产生消极作用。有研究提出低龄化长时间使用智能终端会对幼儿视力产生不良影响

已是不争的事实，幼儿长时间接触电脑、手机、平板等智能终端，对视力健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易导

致视力疲劳、模糊、视觉障碍及干眼症等问题，长时间暴露于蓝光环境中会使视网膜细胞受损，尤其对

儿童视网膜损伤更大[2] [3]。此外幼儿因缺乏运动而导致肥胖、因长期低头导致腰椎、颈椎受伤等案例屡

见不鲜。更严重的是，使用智能移动终端的时长与幼儿的睡眠不良也存在一定不良影响，其原因是智能

移动终端携带的强辐射可能会导致幼儿大脑处于兴奋状态，使其睡眠质量下降，进而影响幼儿的生长发

育[4]。此外，智能终端中的内容呈现色彩鲜艳、生动有趣，很容易吸引幼儿的注意力，但不免存在暴力

内容，导致儿童无意识模仿，这些对他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成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2. 研究目的与问题提出 

幼儿年龄较小，大多数活动都需要父母的细心引导，在使用智能终端时也不例外。皮亚杰的认知发

展理论将儿童思维发展分为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大班幼儿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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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运算阶段后期向具体运算阶段过渡时期。这一阶段幼儿思维从直观形象向初步逻辑思维发展，但仍需

具体事物支持。在智能终端使用方面，合适教育类应用可契合其认知发展，辅助学习；但不当使用，如

沉迷娱乐游戏，会因阻碍感知运动体验、固化思维而影响认知发展。 
维果茨基社会文化理论强调家长和教师作为“更有能力的他人”在智能终端使用中的引导作用，与 

“最近发展区”结合，家长可通过共同使用智能终端(如协作完成教育任务)，在“现有水平”与“潜在水

平”之间搭建脚手架。学者易幽彤认为当下应把重点放在如何有效地引导和管理幼儿使用智能终端上[5]。
父母除了细心引导幼儿养成良好的智能终端使用习惯外，还需要注重自身使用智能终端的习惯是否恰当，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儿童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行为进行学习。父母是幼儿重要的观察对象，父

母自身对智能终端的使用习惯、态度以及在幼儿面前使用智能终端的场景，都会被幼儿观察和模仿。若

父母过度依赖手机娱乐，幼儿可能也会倾向于将智能终端用于娱乐；反之，若父母利用智能终端进行学

习、工作，并向幼儿展示其积极用途，幼儿也更可能学习到正确使用智能终端的方式。 
学者陈子唏认为父母的媒介接触行为会影响学前儿童平板电脑使用行为，具体表现在内容的偏好以

及媒介接触习惯上[6]，在国外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发现，在对 3~5 岁儿童及其与家庭的研究显示，如果

父母每天看两小时以上的电视，他们的幼儿有超过 5 倍的可能性出现与此相同的行为。在细心引导和以

身作则的同时，对年级尚小的幼儿进行适度的监管也是有必要的，幼儿不合理地使用手机也与家长对幼

儿使用手机查看内容缺乏监管有关[7]。此外，还有一些因素会影响幼儿的智能终端使用情况，何辉等人

的研究中发现，地区情况、家庭环境、父母年龄和文化收入的区别也会影响幼儿使用智能终端的情况，

其中城区幼儿、核心家庭幼儿、母亲文化程度高的幼儿相对来说，在时间上接触智能终端较早，而使用

频率相对较低[8]。 
21 世纪，智能终端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对幼儿亦是如此。一些学者看到了智能

终端给幼儿带来的益处，作为大班幼儿，“他们知道自己能够比父母更轻而易举地驾驭它，他们知道自

己生活在电脑时代”[9]。但在这个信息时代下，幼儿从小暴露在大量信息涌现的网络环境中，鲍尔·洛

基奇(Sandra Ball-Rokeach)指出：“幼儿年龄越低，其个人直接经验越少，距离讯息越远，因此他们比成

人更依赖媒体，媒体所提供的观念和行为规范对他们的影响就更大。[10]”在此情形之下，幼儿就会越来

越远离自然，处于由智能终端所营造的“虚幻的真实”之中。 
综上所述，大班幼儿处于学前期向小学的过渡独特时期，智能终端的使用会影响其接下来的学习习

惯，因此显得至关重要。我们以 XY 市为例考察大班幼儿智能终端使用现状，分析其利与弊，并提出针

对性建议，以期家长引导幼儿正确地使用智能终端。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 XY 市随机选取两所幼儿园，并在两所幼儿园的大班幼儿家长中随机选取 550 名作为研究

对象，对其发放问卷。发放问卷 550 份，实际回收问卷 525 份，剔除回答不完整和有明显反应倾向的问

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514 份，有效回收率为 93.45%。 

2.2. 研究工具 

(1) 《信息时代大班幼儿智能终端使用现状及教育启示》问卷：该调查问卷主要在阅读已有的文献基

础上，参考硕士论文编制的问卷，结合调查实际改编成《信息时代大班幼儿智能终端使用现状及教育启

示》，共 35 个项目，分为 4 个维度：个人信息(8 题)、大班幼儿使用智能终端现状(10 题)、家长对幼儿使

用智能终端的认识与态度(9 题)、家长对幼儿使用智能终端的干预与措施(8 题)。该问卷采用 4 点计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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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由“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 
(2) 访谈法：采用半开放性访谈，制定访谈提纲，根据问卷所得数据，为了解大班幼儿在家庭中使用

智能终端的具体情况，本研究随机抽取其中 10 位家长进行访谈，旨在了解家长对大班幼儿使用智能终端

的态度以及家长对其看法与建议的回应。将访谈资料与问卷所得的结果相结合，以确保研究的客观全面。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家长对幼儿使用智能终端的认识 

由表 1 可知，家长对于幼儿使用智能终端的认识比较完整。一方面，许多家长认识到智能终端在现

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它不仅仅是娱乐工具，更是幼儿学习和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因此，一些家长可能

会鼓励幼儿在适当的时间和条件下使用智能终端，如观看教育视频、参与在线课程或进行创造性的数字

游戏等。另一方面，家长也意识到错误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如视力问题、过度依赖、影

响社交能力等。特别是对于幼儿来说，他们的自控力和辨别能力相对较弱，更容易出现智能终端使用不

当的情况。家长对智能终端积极和消极方面的认识，会影响他们在幼儿面前使用智能终端的行为示范。

如果家长自身将智能终端主要用于学习和获取信息，且向幼儿展示其积极用途，幼儿可能受此影响，更

倾向于将智能终端用于学习相关活动，符合班杜拉理论中观察学习的原理。反之，若家长在幼儿面前过

度沉迷娱乐性应用，幼儿也可能更多地将智能终端用于娱乐。 
 
Table 1. Parents’ understanding of children’s use of smart terminals (multiple choices) 
表 1. 家长对幼儿使用智能终端的认识(多选) 

问题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正确使用 开拓眼界，获取新知识 286 55.64% 

 提高幼儿社交能力 336 65.37% 

 提升幼儿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342 66.54% 

 丰富幼儿业余活动 211 41.05% 

 学习工具 132 25.68% 

 其他 11 2.14% 

错误使用 占用大量时间影响学习和休息 259 50.39% 

 容易形成网瘾 396 77.04% 

 暴力、欺诈等负面信息难以避免 279 54.28% 

 影响视力及身体健康 277 53.89% 

 不具备培养自主思考能力 122 23.74% 

 其他 6 1.17% 
 
总体来看，家长对于智能终端的认知全面，认识到其适用范围，也明白适度使用智能终端的重要性

及使用不当的不良后果。 

3.2. 家长对幼儿使用智能终端的规则意识 

调查结果显示(见表 2)，家长对于幼儿使用智能终端的规则意识模糊阶段是人生发展的基础阶段，幼

儿的生理、心理和智力发展都需要家长的正确引导，但很多家长对幼儿沉溺于智能终端问题缺少科学的

干预。家长与幼儿一起商量延长使用智能终端时间，或引导幼儿线上线下都要促进友谊，这体现了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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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文化传递者，通过与幼儿互动交流，帮助幼儿理解和适应社会文化中关于合理使用智能终端以

及人际交往的规则，符合维果斯基理论中社会互动对儿童发展的促进作用。若家长只是把智能终端当作

“看娃神器”，缺乏与幼儿互动，就无法充分发挥社会互动在幼儿学习和成长中的作用，不利于幼儿在

社会文化环境中正确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形成。 
由于幼儿自身年龄较小，缺乏自我控制能力，他们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他们以后的成长。例如现在市面上许多游戏都推出了未成年人防沉迷模式，许多应用程序、App、网站等

也纷纷推出了“青少年模式”和“防沉迷限制”。 
 
Table 2. Parents’ awareness of rules for children’s use of smart terminals 
表 2. 家长对幼儿使用智能终端的规则意识 

问题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禁止幼儿使用智能终端的措施 严厉禁止触碰 75 14.59% 

 说明原因，逐步减少使用时间 323 62.84% 

 用其他事物转移幼儿注意力 110 21.4% 

 其他 6 1.17% 

幼儿想延长使用智能终端的时间，您会 与幼儿一起商量 263 51.17% 

 当即制止 219 42.61% 

 随着幼儿的意愿 32 6.23% 

幼儿想通过智能终端与其他幼儿增进感情，您会 支持，沟通比较便捷 94 18.29% 

 不支持，让幼儿面对面之间的玩耍 235 45.72% 

 引导幼儿线上线下都要促进好友谊 175 34.05% 

 其他 10 1.95% 

 
仅仅依靠这些外在的规定约束是远远不够的，家长一定要引起重视。如果家长不采取合理的措施对

大班幼儿使用智能终端的情况加以监管，那么幼儿极为容易形成网瘾不能自拔，影响日常生活及大脑细

胞发育。在家中，幼儿使用智能终端也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在父母忙于工作或者处理家庭事务无暇顾

及幼儿时，智能终端就成为了很好地“看娃神器”，无形之中也会提升幼儿使用智能终端的频率，其大

部分在辅助幼儿上下学时发挥重要作用，方便接送，有时上课幼儿也会情不自禁把玩。 
大班幼儿对智能终端着迷的标准没有办法严格衡量，家庭间的教育方式、教育标准不同，不能用统

一的标准去衡量所有幼儿，要求家长必须采取措施对幼儿进行正确的引导，防止其沉溺于智能终端，同

时积极开展游戏活动，培养幼儿的自理能力，发展幼儿的社会性。 

3.3. 幼儿使用智能终端的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见表 3)，使用智能终端玩看视频的人数最多，占比 74.51%；使用智能终端进行电子阅

读和听故事的人数各为 283、257，占比分别为 55.06%、50%。智能终端的使用频率和时长不容乐观，本

研究与现有的众多研究一致，幼儿使用智能终端呈现低龄化趋势，且使用时长超过适宜时长[11]。每天使

用智能终端的人数为 283 人，占比 55.06%。每次使用时长在 31~60 分钟的人数最多，为 255 人，占比

49.61%；每次使用时长在 30 分钟以内的仅有 165 人，占比 32.1%；每次使用时长为 121 分钟及以上的人

数为 10 人，占比 1.95%。科学表明，2~6 岁的幼儿每次使用智能终端的时长不得大于 15 分钟，每天累计

不得大于 1 小时。在未来的日子里，使用频率和使用时长可能会呈现出一个增长的态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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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使用智能终端进行听故事、电子阅读、看视频等活动，这些活动提供的丰富直观信息与幼儿当

前认知发展阶段偏好直观形象刺激相匹配。然而，幼儿使用智能终端时长超过科学建议，长时间注视屏

幕不利于他们通过身体运动、触摸等感知运动方式去认识世界，阻碍了感知运动能力的发展，而感知运

动是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中基础阶段的重要发展方式。智能终端虽有助于幼儿认知和社交能力的发展，

但是在亲子互动方面，智能终端发挥的作用不大。本研究发现，家长在居家办公或与他人聊天时，存在

通过让幼儿玩手机的方式让幼儿安静下来，和幼儿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看电视或使用智能手机，而且陪伴

他们的时光大部分是在一起使用智能终端而非实践性操作活动的现象。基于大班幼儿的身高、体重持续

增长，逐渐接近学龄前儿童的标准以及他们动作灵活、控制能力明显增强的发展特点，父母应遵循这一

生理发展规律，带他们到户外进行亲子活动，让其感受到户外亲子活动的乐趣。 
 
Table 3. Children’s use of smart terminals (multiple choices) 
表 3. 幼儿使用智能终端的情况(多选) 

问题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幼儿使用智能终端的内容 听故事 257 50% 

 电子阅读 283 55.06% 

 玩游戏 230 44.75% 

 看视频 383 74.51% 

 拍照、录像 156 30.35% 

 听音乐 108 21.01% 

 其他 17 3.31% 

使用频率 偶尔使用 138 26.85% 

 每天 283 55.06% 

 两天一次 56 10.89% 

 一周 3~5 次 37 7.2% 

每次使用时长 30 分钟以内 165 32.1% 

 31~60 分钟 255 49.61% 

 61~90 分钟 68 13.23% 

 91~120 分钟 16 3.11% 

 121 分钟及以上 10 1.95% 

4. 讨论 

4.1. 幼儿使用智能终端的行为 

通过调查，大班幼儿使用频率较高的智能终端类型主要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其中使用频率最多

的为看视频(如短视频、电影等)，其次是电子阅读(读绘本)和听故事，幼儿使用智能终端的目的大部分在

于休闲娱乐。A 家长提到：“我家孩子都特别喜欢看动画片，如小猪佩奇、汪汪队；经常听一些拉布拉

多警长、拼音王国的故事；会读一些电子绘本，如爷爷一定有办法；偶尔也会玩洪恩拼音、斑马英语等

识字类游戏。但这都些是在我监督的前提下干的事情，我要是不盯着他，他就一直看动画片，会上瘾。”

当然也有家长 B 谈到：“怎么能幼儿园就用智能终端了呢？应该多去接触真实自然世界；在 16 岁以前我

几乎不会让她接触智能终端，多注重培养她的兴趣爱好，让她好好学习，与她共同成长。”C 家长也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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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幼儿自制力差，自己不好控制时间，且判断是非的能力差，网络信息混杂。我家孩子一拿起手机就

是半小时起步，我真担心他很快就戴眼镜了，以后上小学就要学习了，不能让他被网络诱惑。” 
由此可见，大部分家长比较重视孩子的教育，并不认为智能终端能够提高孩子的学习，从本次调查

结果来看，幼儿集中使用智能终端的时间集中在 31~60 分钟，仍然超出了教育专家给出的合理时长范围，

说明幼儿的自控力也有待提升。 

4.2. 家长对智能终端的态度与建议 

家长对智能终端的使用态度影响着幼儿智能终端的使用。有大部分家长认为智能终端容易形成网瘾，

而且网络上的负面信息难以避免，如暴力、欺诈等，占用大量时间影响学习和休息，会影响视力和健康，

如 A 家长提到：“不建议孩子从小养成对智能终端的依赖，一方面对视力有极大影响，我国目前青少年

近视人数比例较之前有很大提升，这明显是不利的；另一方面，对孩子的兴趣培养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会影响孩子的社交能力，网络是把双刃剑，对成年人如此，对意识不健全的幼儿更是如此。幼儿接触网

络方便学习，但是不能影响成长。”B 家长谈到：“不支持，希望她多看点书，对眼睛伤害太大了；幼儿

自制力差，自己不好控制时间，且判断是非的能力差，网络信息混杂。不利于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还有小部分的家长认为智能终端可以开拓眼界，获取新知识，家长做好带头表率，以身作则，访谈

中私立园的家长对幼儿使用智能终端表示更多的支持，如在私立园就读的一名幼儿妈妈谈到：“我支持

孩子使用智能终端，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社会，脱离网络就像脱离群众，导致自己像个三不知人员，也

跟不上社会的进步。孩子没有强的判断力和自控力的群体，作为家长要筛选和监督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

时间、内容、形式和方法等，为幼儿挑选合适且健康的信息，避免血腥、暴力等不利于幼儿身心发展的

信息影响孩子的成长。除此之外，家长老师也要承担起引导作用，在孩子使用电子产品了解事物的同时，

也要用合适的方法来讲解，便于孩子理解，引导孩子形成积极向上的思想等等。”与此同时，智能终端

也可以提高幼儿的社交能力、创造力和想象力，家长需做好合理引导。 
从样本的层次来看，本次调查家长大专或本科以上的学历占 80%左右，由此可见此次调查的家长，

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与知识素养。因此，在对待幼儿教养方面，具备一定的科学判断能力，家长对幼儿

使用智能终端的教育重视度在不断提高[13]。通过访谈可以得知，大部分家长对于幼儿智能终端的使用持

反对态度，但还是有小部分能够保持支持，允许幼儿在家庭生活中一定限度内的接触智能终端。幼儿智

能终端使用权利应当得到尊重，《儿童权利公约》中指出儿童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无论国界，儿童都

拥有通过其选择的各种媒介来获取、寻求以及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14]。信息时代，智能终端的使

用已经成为一项必备的社会技能，完全断绝幼儿智能终端使用是不利于幼儿成长的，父母应当在合理的

限度内尊重幼儿智能终端使用权利，并以此为前提让幼儿获得相应的媒介知识与技能。 

5. 教育启示 

在信息时代下的家庭中，家长有责任引导幼儿正确使用智能终端，明确如何正确使用智能终端的问

题，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幼儿建立起使用智能终端的正确态度与良好习惯，减少其不良影响是家长为之

努力的方向。 

5.1 选择定制个性化智能终端 

家长应增强对智能终端的了解，明确智能终端对大班幼儿的正面影响。在信息时代，智能终端是日

常生活中的便利工具，也是参加各种线上课程、远程交流活动的得力工具，同时也是帮助幼儿发展兴趣

的百科全书，解答幼儿提出的各种问题。家长可以选择适合幼儿的智能终端，如针对幼儿防沉迷功能的

智能终端、具有教育意义的智能终端，这样才能更好地选择适合幼儿发展特点的智能终端供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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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家长制定合理的智能终端使用规则 

研究表明，家长树立的榜样作用越好，幼儿的学习品质培养的效果越好。正确合理使用智能终端，

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适度使用。过度使用或沉溺智能终端多半是沉溺于游戏及网络视频。智能

终端是我们休闲放松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家长有责任拓展幼儿的视野，带幼儿体验丰富多样

的活动，如带幼儿爬山、骑自行车、种菜、野炊等，幼儿感受到日常生活的许多乐趣后，自然不会沉溺于

智能终端里的内容。 
其次，合理使用。父母应认识到，智能终端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极大的便利，不仅能够帮助幼儿发展

兴趣爱好，还能够促进交流。例如：使用设备听音乐、学绘画、跟教学视频锻炼、与亲戚长辈定期视频通

话等。让幼儿认识到，合理地使用智能终端有利于自我提升及良好人际关系的维持。 
最后，适当监督。家长需要从时间、内容和方法三个方面对幼儿使用智能终端进行监督。在智能终

端的内容方面，家长可以帮助幼儿选择适合幼儿发展的内容的软件；在使用时长方面，有意识的限制幼

儿使用智能终端游戏、浏览视频，家长需要规定好使用智能终端的单次时长，避免长时间看屏幕的眼睛

疲劳，适当减少智能终端的使用次数[15]；在使用方法方面，规范使用智能终端的姿势，避免趴着、躺着

等有害身体健康的姿势。 

5.3. 智游与自然体验并行不悖 

智能终端是幼儿的好朋友，但是父母应明确，幼儿的发展并非只有智能终端的陪伴。在幼儿的成

长中，接触自然界，获得对事物的第一手资料是很重要的。智能终端是幼儿接收信息的一种方式，但

并不能帮助幼儿获得关于事物的第一手资料。通过直接的观察和接触获得对于世界和事物的认识，幼

儿的多种感官得到了发展。智能终端里的内容也许栩栩如生，但却不能替代幼儿在大自然里沉浸的多

感官体验。 
家长可以组织亲子旅行、短途旅行，丰富幼儿的体验，让幼儿的多种感官活跃起来。在户外郊游时

可为幼儿准备放大镜、捕虫网，帮助幼儿探索周围环境，观察植物的根茎叶细节及动物昆虫的形态；节

假日可以带领幼儿去参观美术馆、科技馆、博物馆，让幼儿看到绘画传达的情绪、科技的发展、历史的

震撼。还可以为幼儿配备数码卡通相机纪录生活，既合理利用了智能终端，又为亲子活动增添了一份乐

趣。家中也可配备益智类玩具，每逢节假日如春节、元宵节、母亲节等节日，家长可陪伴幼儿制作手工、

做饭，培养动手制作能力，增添亲子活动的趣味性。只要家长陪伴幼儿丰富其生活体验，带领幼儿享受

生活的各个方面，拓展其视野，幼儿才不会沉溺于智能终端。 

6. 总结和展望 

随着信息时代下，各种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智能终端将更加智能化、个性化，为幼儿教育提

供更多可能性。例如，基于 AI 的个性化学习系统可根据幼儿的兴趣和能力提供定制化内容。未来教育模

式将更加注重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例如，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创设沉浸式学习环境，或利用大数据分

析优化教学策略。政府应加大对幼儿园信息化建设的投入，确保教育资源均衡分配。同时，社会各界应

共同关注幼儿智能终端使用的伦理问题，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信息时代为大班幼儿的教育带来

了机遇与挑战。通过科学管理智能终端的使用，家庭与幼儿园可以共同为幼儿创造一个健康、积极的成

长环境。未来，随着技术的进步与教育模式的创新，幼儿教育将迎来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 
总之，家长应尊重大班幼儿在独特年龄段所对应的身心发展规律，对智能终端的使用给予正确的引

导。重视大班幼儿发展的非智力因素，为其选择合适的硬件和软件，并约定使用智能终端的时间和方式，

适当监督，营造使用智能终端的良好氛围，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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