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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化背景下，学前儿童屏幕暴露对其社交技能发展存在双向影响。过度暴露会挤占社交时间、削弱

语言能力和认知功能，阻碍社交发展，甚至导致孤立；合理使用则能拓展社交机会、促进语言与亲子互

动。本文提出“时间–内容–情境”三位一体治理框架：通过“短时段使用 + 充分社交”的交替模式进

行时间管理；以教育性、互动性和适宜性为核心标准进行内容筛选，并构建“技术–家庭–社会”协同

机制；通过设立无屏幕社交区和复合型场景设计优化环境，促进数字经验向现实技能的迁移。三者协同

形成整合效应，为儿童社交发展提供系统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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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ization, screen exposure has a two-way effect on preschool children’s social 
skills development. Overexposure can crowd out social time, impair languag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hinde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ven lead to isolation. Fair use can expand social opportunities and 
promote language and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time-content-context” three-
in-one governance framework: time management is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alternating mode of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full socialization”; The content was screened based on education, interactiv-
ity and suitability as the core criteria, and a “technology-family-society” synergy mechanism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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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ed. Facilitate the transfer of digital experience to real-world skills by setting up screen-free 
social areas and designing environments with complex scene designs. The synergy of the three forms 
an integrated effect and provides systematic support for children’s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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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代数字化社会中，屏幕暴露已成为学前儿童成长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现象。屏幕暴露，又称屏幕

使用或屏幕时间，是指个体通过电视、平板电脑、计算机及智能手机等设备进行的一系列基于屏幕的活

动，包括被动观看和主动互动[1]。根据《第 5 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2023)》显示，我

国未成年网民规模持续扩大，2022 年未成年网民数量已突破 1.93 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 97.2% [2]。此

外，《2020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指出，超过三分之一的小学生在学龄前就已开始

使用互联网，且儿童首次触网年龄呈现逐年下降趋势[3]。近年来，国内外多项研究揭示了学前儿童屏幕

暴露的普遍现状。国内调查数据显示，海口市 3~6 岁学前儿童在节假日期间仅有 1.5%完全不接触电子屏

幕，超过 60%的儿童日均屏幕时间超过 WHO 推荐标准(1 小时)，且低龄儿童(3~5 岁)尤为突出[4]。上海

地区的调查进一步发现，工作日 3~6 岁儿童日均屏幕时间在 1.54~1.69 小时之间，节假日则增至 1.76~2.08
小时，呈现明显的周末效应[5]。跨文化研究更凸显了这一现象的普遍性，美国Kabali等(2015)在《Pediatrics》
的横断面研究显示，1 岁以下婴儿每日屏幕暴露率高达 50%，且 73%的 13~18 月龄幼儿已能自主操作触

屏设备[6]。相比之下，新加坡 Chen 等(2019)对≤2 岁幼儿的调查显示屏幕暴露率为 28.3% [7]，提示经济

发展水平并非决定性因素，屏幕设备的可及性才是加剧暴露低龄化的关键驱动力。国际数据进一步印证

了这一趋势：澳大利亚 6 月龄婴儿日均屏幕时间达 1.26 小时[8]，美国学龄前儿童日均屏幕时间则为 2 小

时 19 分钟[9]。这些数据共同表明，学前儿童过早、过度的屏幕暴露已演变为一个跨越地域和经济差异的

全球性健康议题。 
这一现象的出现又恰逢儿童社交能力发展的关键期，学前阶段是儿童建立社会认知、情感表达和人

际互动能力的黄金时期，这些能力不仅影响其当下的社会适应，更将为其终身发展奠定基础。然而，随

着屏幕使用时间的不断增加，儿童宝贵的现实社交互动时间正在被电子屏幕所挤占的问题也愈加显现。

这种替代效应直接影响了儿童社交技能的发展进程，使得屏幕活动与现实社交之间形成了一种此消彼长

的微妙关系。适度的屏幕使用或许能为儿童提供新的学习机会，但过度依赖电子设备也会带来一系列负

面影响，这种复杂的交互作用机制，正是当前儿童发展研究亟待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2. 屏幕暴露对社交互动能力的多维影响 

2.1. 负向影响 

2.1.1. 基础社交能力的削弱 
电子设备的过度使用直接挤占了儿童进行面对面社交活动的时间。儿童花费更多时间在电子设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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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参与真实社交活动的时间就相应减少，这种效应在学龄前儿童身上尤为明显。由于长时间使用电子

设备挤占了现实社交的练习机会，幼儿会逐渐形成社交回避倾向，最终陷入“马太效应”的恶性循环—

—社交能力越弱，参与社交活动的机会就越少；而社交经验越匮乏，又进一步阻碍其社交能力的发展。 
在语言沟通层面，过度屏幕暴露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屏幕使用挤占了儿童与照料者

的互动时间，导致语言学习环境的质量下降，因为语言能力的培养需要丰富的双向互动，而过度屏幕使

用会显著降低儿童与照料者的对话频率和互动深度[10]。二是屏幕互动的单向性特征从根本上限制了完

整沟通技能的形成。当幼儿被动接收屏幕内容时，既缺乏主动发起沟通的锻炼机会，又难以培养持续的

沟通意愿[11]。不仅如此，这种单向传递模式阻碍了儿童学习真实社交中的关键能力——识别他人的语言

和非语言线索，以及理解和表达情感[12]。由于缺乏这些能力，儿童在真实对话中难以根据对方的反馈及

时调整回应，而这种双向互动机制恰恰是语言习得和社会性发展的核心要素。 
在认知功能层面，过度屏幕暴露还会损害儿童的注意力系统和执行功能，导致他们在社交互动中难

以保持专注或处理复杂社交情境[13]。由于长期接触快速切换、高频刺激的屏幕内容，儿童习惯于被动的

接收碎片化信息，进而也就降低自身维持持续注意力和深度思考的能力。同时，这种信息输入模式剥夺

了儿童自主规划、灵活转换和抑制冲动的锻炼机会，当面对需要即时解读非语言线索等复杂社交情境时，

这种双重认知缺陷会显著降低儿童处理社交信息的速度与准确性。 
这些相互关联的影响机制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的负面循环系统：被挤占的互动时间损害语言发展，

受损的语言能力又加剧社交困难，而认知功能的弱化进一步阻碍社交适应，最终形成发展阻滞。 

2.1.2. 孤立风险的加剧 
在基础社交能力被削弱的基础上，过度屏幕暴露进一步加剧了儿童的社交孤立风险。学龄前儿童由

于长期缺乏面对面互动，在面对真实社交场景时往往表现出明显的紧张和回避行为，这种社交不适感会

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强化。不仅如此，数字媒介提供的即时满足和高强度刺激，使相对缓慢的现实社交

过程显得索然无味，这种对比下幼儿会逐渐改变社交期待和参与动机，加深对屏幕设备的心理依赖。更

严重的是，这种消极态度会形成恶性循环的发展困境，儿童因社交技能缺失而在同伴互动中表现失当，

逐渐被边缘化，最终不仅面临抑郁和社交焦虑的风险[14]，长期更可能诱发更严重的发展性问题，甚至影

响其成年后的社会适应能力。 

2.2. 正向影响 

尽管过度屏幕暴露对儿童社交技能的负面影响已被广泛研究，但在合理使用的前提下，屏幕暴露对

儿童社交技能发展具有以下积极作用。 

2.2.1. 拓展社交学习机会 
电子屏幕正在成为幼儿社交发展的新型场域，通过独特的交互方式弥补传统社交的局限性。视频通

话等技术让幼儿能够跨越空间距离与亲人保持情感联结，在对话互动中培养基本的社交礼仪和表达能力。

同时，特定设计的互动程序通过模拟真实社交场景，幼儿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方式练习合作、

分享等社交技能，并获得即时反馈。总之，电子屏幕为幼儿搭建了一个突破地域限制的社交平台，使他

们能够接触到更广泛的人际交往机会，拓展了传统社交圈层的边界。 

2.2.2. 语言发展与亲子互动 
高质量的屏幕内容首先能够为儿童提供丰富的语言输入和社交学习素材，这些素材通过生动的画面、

清晰的对话以及多样化的情境，帮助儿童更好地理解语言的意义、情感的表达方式以及社交互动的规则，

还能通过标准发音、丰富词汇和完整句式，为语言发展关键期的幼儿提供优质的语言输入。研究表明，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6551


何敬怡 
 

 

DOI: 10.12677/ass.2025.146551 639 社会科学前沿 
 

合理的屏幕活动频率对幼儿的读写能力具有正向预测功能，儿童通过屏幕内容接触到的语言和文字信息

能够有效促进其早期读写能力的发展[15]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屏幕暴露的语言发展效应仍存在争议。

Madigan 等(2020)通过整合 42 项研究的元分析发现，当家长采用共同观看模式时，屏幕暴露与儿童语言

能力提升呈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表明屏幕使用的互动方式可能比单纯的时间控制更具决定性意义[16]，
这一发现与现有实践高度契合：当家长采用互动式观看策略——暂停提问、引导讨论、延伸思考时，屏

幕时间就转变为宝贵的亲子互动机会，这种共同观看模式能增进亲子情感联结，还能培养孩子的批判性

思维和表达能力。家长可以借此机会了解孩子的社交理解水平，并有针对性地引导他们学习倾听、回应

等基本社交技能。 

2.2.3. 辅助特殊儿童干预 
对自闭症谱系障碍等特殊儿童而言，专门设计的数字干预工具展现出独特优势。这些程序通过可预

测的社交场景模拟、可调节的难度设置和即时反馈机制，为特殊儿童创造了安全可控的学习环境。同时，

程序记录的行为数据还能帮助治疗师精准评估干预效果。但这些数字工具并非要取代传统干预，而是作

为补充手段，帮助特殊儿童将在虚拟环境中学到的技能逐步泛化到现实生活中。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未来会出现更加个性化的干预方案，为不同发展特点的特殊儿童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 

3. 论文写作注意事项 

通过对现有儿童屏幕暴露干预研究的系统梳理，本研究将众多干预措施归纳整合为时间管理、内容

筛选和环境优化三个核心维度。这些干预策略虽然源于对过度屏幕暴露问题的研究，但其核心理念和操

作方法同样适用于促进儿童社交技能发展。以下将从这三个维度出发，结合社交发展需求，提出具有针

对性的干预方案。 

3.1. 基于社交发展的时间分配策略 

在时间管理方面，建立与社交能力发展相协调的屏幕使用规范。针对 3~6 岁学龄前儿童，建议采用

“短时段屏幕使用+充分社交互动”的交替模式，这种间隔设计既能满足儿童的认知需求，又能保证充足

的社交实践机会。同时，将屏幕使用时段安排在社交活动之后，这样既能避免屏幕活动挤占社交时间，

又能将屏幕内容作为社交话题的延伸。例如，儿童在户外活动后，可以通过观看相关主题的动画片来拓

展社交认知，家长再引导其进行角色扮演等延伸活动。这种时序安排创造了一个“实践–观察–再实践”

的良性循环，有效促进社交技能的迁移和内化。 

3.2. 促进社交学习的内容筛选机制 

内容筛选应当以提升社交能力为核心标准。优质的社交教育类内容通常具备以下特征：一是包含丰

富的社会情境，如合作解决问题、处理冲突等场景；二是采用渐进式互动设计，从简单的表情识别到复

杂的社会推理层层递进；三是提供即时反馈机制，帮助儿童理解社交行为的后果[17]。为有效落实这些标

准，建议构建“技术–家庭–社会”三级协同机制：在技术层面，设备端设置智能过滤系统；在家庭层

面，家长应优先选择具有“社交技能训练”认证标志的程序，这类经过专业评估的内容能有效培养儿童

的共情能力和沟通技巧；在社会层面，完善内容认证标准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单纯的被动观看效果有

限，应当鼓励儿童使用具有双向互动功能的应用程序，这类活动能更好地模拟真实社交情境。这种立体

化的管理策略既能确保内容质量，又能充分发挥数字媒介的社交教育价值。 
为了进一步深化对屏幕内容质量的评估，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考量。教育性是关键指标之一，优质

内容应能够提供丰富的知识和技能，促进儿童的认知和社交发展。互动性也极为重要，能够激发儿童的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6551


何敬怡 
 

 

DOI: 10.12677/ass.2025.146551 640 社会科学前沿 
 

主动参与，增强其社交互动能力。适宜性需要考虑内容是否符合儿童的年龄和发展阶段，避免过早或过

度暴露于复杂或不适宜的内容。多样性也是评估的重要方面，内容应涵盖多种社交情境和角色，以拓宽

儿童的视野和经验。 
不同类型屏幕活动对儿童社交技能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类屏幕活动，如互动式学习软件和教

育视频，通常被认为对儿童的社交和认知发展有积极影响。这些活动通过设计丰富的互动环节和社交情

境，能够有效提升儿童的共情能力、沟通技巧和合作精神。相比之下，娱乐类屏幕活动，如观看动画片

或玩电子游戏，其影响则较为复杂。虽然适度的娱乐活动可以提供放松和愉悦的体验，但过度使用可能

导致社交时间的减少和社交技能的退化。此外，社交类屏幕活动，如视频通话和在线社交平台，为儿童

提供了与他人互动的新机会，但也可能带来隐私和安全方面的风险。 
鉴于不同类型屏幕活动的多样性及其对儿童社交技能发展的不同影响，建议进一步深化内容筛选机

制。一方面，应加强对屏幕内容的分类和分级管理，明确不同类型活动的适宜年龄和发展阶段，为家长

和教育者提供更具体的指导。另一方面，鼓励开发更多高质量的教育类屏幕活动，特别是那些能够促进

社交技能发展的互动式内容。此外，还应加强对娱乐类和社交类屏幕活动的监管，确保其内容健康、安

全且具有教育意义。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更有效地筛选和推荐适合儿童发展的屏幕内容，从而促进其社

交技能的全面发展。 

3.3. 促进社交发展的环境创设策略 

单纯依靠时间限制往往收效有限，必须结合使用场景的系统性重构才能实现长效管理，这就需要共

同构建出一个既能促进现实社交互动又能合理引导屏幕使用的复合型环境。家庭中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

“无屏幕社交区”和规定“无屏幕时段”，这些空间和时间界限的设定能够有效减少数字设备对面对面

交流的干扰，为儿童创造专注的社交互动机会。还可以设计“屏幕–社交”过渡环境，配备支持集体数

字活动的设备，鼓励家庭成员在共同参与数字活动后立即开展相关的现实互动，这种设计能有效促进数

字经验向社交能力的转化。这种复合型环境创设一方面通过明确的时空边界划分避免数字活动与现实社

交的相互干扰，另一方面建立起二者之间的良性衔接机制，既保障了充足的现实社交机会，又能将屏幕

体验转化为社交发展的助力。 
本文提出的时间分配、内容筛选与环境创设策略虽基于文献分析构建了理论框架，但其实际效果仍

需通过系统性实证研究加以验证。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屏幕暴露的负面影响或单一干预维度的效果，而对

多维综合治理策略的协同效应缺乏实证支持。未来研究可通过混合研究方法，例如设计对照实验组与对

照组，对比实施“短时段屏幕使用 + 充分社交互动”交替模式的儿童与传统屏幕管理模式下儿童的社交

能力发展差异；或采用追踪调查法，收集家庭在应用“技术–家庭–社会”三级内容筛选机制前后儿童

的共情能力、合作行为等核心社交指标数据。 

4. 研究启示 

4.1. 三位一体框架的理论建构与协同效应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需辩证看待屏幕使用对儿童发展的双重影响：既要警惕过度屏幕

暴露对社交能力的潜在危害，亦需科学引导其积极作用的发挥。本研究提出的“时间–内容–情境”三

位一体综合治理框架，旨在通过多维协同机制实现屏幕使用与社交发展的良性互动，这一框架超越了传

统的单一维度干预思路，强调三个层面的有机配合：时间管理通过平衡屏幕使用与社交活动的交替节奏，

为儿童提供现实社交的实践机会；内容筛选依托优质社交教育资源，模拟真实场景以强化儿童的共情与

沟通能力；环境创设通过时空边界划分与复合型场景设计，促进数字体验向现实技能的迁移。时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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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内容筛选和环境创设提供了基础框架，确保儿童在有限的时间内接触到高质量的内容，并在适宜的环

境中使用屏幕设备。内容筛选则为时间管理和环境创设提供了核心指导，通过选择优质的社交学习资源，

增强屏幕使用对儿童社交技能发展的积极作用。环境创设则为时间管理和内容筛选提供了实施保障，通

过构建复合型环境，促进数字与现实的良性互动，将屏幕体验转化为社交发展的助力。三者互为支撑，

形成“时间奠定基础、内容提供核心、环境保障实施”的协同效应，最终达成 1 + 1 + 1 > 3 的整合效果。 
从儿童发展理论的角度来看，“时间–内容–情境”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框架与皮亚杰的认知发展

理论和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高度契合。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强调儿童通过与环境的互动来构建认

知结构，合理的时间管理和优质的内容筛选能够为儿童提供丰富的互动机会，促进其认知和社交技能的

发展。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则强调社会互动在儿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创设促进现实社交互动

的环境，能够为儿童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和学习机会，从而加速其社交技能的发展。 

4.2. 实证研究的深化方向 

后续研究需突破现有文献综述的局限性，聚焦于干预策略的实证转化，评估“时间–内容–情境”

综合治理框架的长期效果，分析复合型环境创设对儿童社交退缩行为的改善程度。同时，可开发标准化

评估工具，量化屏幕内容社交导向性指标，建立内容筛选机制与社交技能提升间的剂量–效应关系。此

外，需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对儿童屏幕使用行为进行动态监测，利用大数据分析揭示不同干预维度的协同

作用机制。唯有通过严谨的实证研究，方能将理论策略转化为可推广的实践方案，为政策制定者、教育

工作者及家长提供更具操作性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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