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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学龄前儿童屏幕时间与亲子关系及社会能力和行为问题的关系$方法
!

采用儿童屏

幕时间调查问卷%亲子关系自评量表%幼儿社会能力与行为评定简表"

&-J3$%9

#对达州市
8NN

名
%

!

N

岁儿童进

行抽样调查!运用单因素及多项
W@

]

A+,AC

回归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被调查的学龄前儿童每天看电视者占

==>%!B

!每天玩手机者占
8!>87B

!每天用电脑者占
N8>%NB

$平时屏幕时间平均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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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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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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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屏幕时间平均为
/>%/\

(

1

!

%

/\

(

1

占
6N>"7B

$单因素分析显示!男孩%留守儿童%独生子女%母

亲务农或农民工或家庭主妇!每天屏幕时间更长"

%

"

9>9"

#&屏幕时间长会明显影响儿童的社会能力%行为问题

"

%

"

9>9"

#&儿童每天和父母相处时间越长亲子关系得分越高"

%

"

9>9"

#&屏幕内容会影响亲子关系和焦虑退

缩行为"

%

"

9>9"

#$儿童屏幕时间与社会能力及行为问题%亲子关系%接触屏幕方式等多项回归分析显示!屏幕

时间与社会能力%亲子关系"家长及儿童问卷#得分有负效应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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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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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9=

!

%

"

9>9"

#!与

愤怒攻击和焦虑退缩行为得分%独自接触屏幕有正效应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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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学龄

前儿童屏幕时间与亲子关系及社会能力和行为问题有关!父母的陪伴有利于学前儿童亲子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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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文献把看电视(用电脑及进行电子阅读或玩

电子游戏的时间称为屏幕时间&

+C5EE0,AIE

'

$

!

%

"随着

电视(电脑(手机等电子媒介产品的普及#儿童接触屏

幕的机会增多#看电视(玩电脑和用手机成为儿童生

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长时间观看电视(电脑(

手机等屏幕#不仅会影响儿童的身体健康#导致视力

减退$

/$%

%

(肥胖$

6$"

%

(影响睡眠质量$

N

%

#还会增加儿童行

为问题的发生率$

7$8

%

"学龄前儿童心理发育迅速#与

同龄儿童和社会事物有了广泛的接触#求知欲强#是

认知和行为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最容易受外界信息

影响的时期"本课题就屏幕时间对亲子关系和儿童

社会能力的影响#对达州市城(区儿童调查收集的资

料进行分析(报告#旨在探索学龄前儿童屏幕时间与

亲子关系及社会能力和行为问题的关系#希望为家庭

和社会科学合理使用电视(电脑(手机等电子媒介产

品提供理论依据#为儿童保健工作提供指导作用"

!

!

对象与方法

!>!

!

对象
!

/9!"

年
"X!!

月随机选择达州市城中(

城乡结合部(农村
%

个区域的公立及私立幼儿园共
8

所#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幼儿园大班和学前班的

所有儿童"向家长介绍本次调查的目的和要求#签署

知情同意书#并通过达州职业技术学院伦理委员会审

核"发放调查问卷
!989

份#回收
=69

份#合格问卷

8NN

份#合格率
=/>!%B

"其中男
678

名&

"">/9B

'#

女
%88

名&

66>89B

'"年龄
%

岁
!

个月至
N

岁
!!

个

月#

"

6

岁
/N

名&

%>99B

'#

6

!"

"

岁
N!

名&

7>96B

'#

%

"

岁
77=

名&

8=>="B

'"

!>#

!

方法

!>#>!

!

儿童屏幕时间调查问卷
!

由课题组参照国内

外相关文献资料$

=$!9

%自编儿童屏幕时间调查问卷#内

容包括儿童及家庭一般情况)性别(年龄(居住地(家

庭结构(孩子主要的照顾者(父母每天和孩子相处的

时间(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婚姻状

况(父母职业(家庭年收入(家中电子媒介产品拥有情

况(儿童是否拥有手机+儿童开始接触屏幕的年龄(平

时和节假日每天接触屏幕的时间+儿童接触屏幕的方

式&独自看还是父母陪伴看'(观看内容等"屏幕时间

以调查前
!

周为例#分别计算平时和周末平均每天看

电视(用电脑(玩手机等总的时间"

!>#>#

!

亲子关系自评量表评分
!

采用由田丹$

!!

%改编

的亲子关系自评量表#分为家长问卷和儿童问卷"该

量表由
/9

个问题组成#家长和儿童分别依照与问题

所描述的情况相符程度填入适当的分数"年龄较小

的儿童由培训的调查员讲解后帮助填写"很不符合

为
!

分#不符合为
/

分#基本符合为
%

分#符合为
6

分#

非常符合为
"

分"总分在
89

分以上表示亲子关系很

好+

N9

!

89

分表示亲子关系良好+

"

N9

分表示亲子关

系有危机"

!>#>"

!

幼儿社会能力和行为评定简表&

&-J3$%9

'评

分
!

由美国缅因州大学心理学教授
W:S.3')3.3

等$

!/

%编制#经刘宇等$

!%

%在国内应用信效度检验良好"

该量表由老师根据儿童在幼儿园环境中的表现填写"

包括
%9

个项目#分为社会能力(愤怒攻击行为(焦虑

退缩行为
%

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
!9

道题#每道题有

N

个评定等价)没有为
!

分#很少为
/

分#有时为
%

分#

时常为
6

分#频繁为
"

分#总是为
N

分"将得分相加

即是各维度总分"

!>"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9

统计软件进

行分析"计量资料正态分布的以
'L(

表示#组间比

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独立样本
;

检验"计数资料用

率表示#组间比较用行
o

列检验"以儿童屏幕时间为

应变量#以家庭收入(家中电子产品(接触屏幕方式(

儿童拥有手机情况(儿童接触屏幕年龄(社会能力得

分(行为问题得分(亲子关系自评得分为自变量进行

多项
W@

]

A+,AC

回归分析"将社会能力(愤怒攻击行

为(焦虑退缩行为(亲子关系得分进行四分位处理#分

别确定低(较低(中(高
6

个等级#

"

%

/"

为低#

%

/"

!"

%

"9

为较低#

%

"9

!"

%

7"

为中#

%

%

7"

为高"检验水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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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

9>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基本情况
!

8NN

名儿童家中都拥有电子产品#其

中
N=

名 儿童 &

7>=7B

'家 中只有电视机#

8"

名

&

=>8/B

'家中有电视机和手机#

7!/

名&

8/>//B

'家中

同时拥有电视机(手机和电脑&包括平板电脑'#儿童

单独拥有手机
!/=

名&

!6>=9B

'"儿童开始接触屏幕

年龄)

"

!

岁
!/N

名&

!6>""B

'#

!

! "

%

岁
"!6

名

&

"=>%"B

'#

%

%

岁
//N

名&

/N>!9B

'#以电视最早#其

次是手机"学龄前儿童每天看电视的比例高达

==>%!B

&

8N9

*

8NN

'#平均&

!>6%L9>89

'

\

*

1

"每天用

手机的儿童占
8!>87B

&

79=

*

8NN

'#平均&

9>7"L9>N/

'

\

*

1

"每天用电脑的儿童占
N8>%NB

&

"=/

*

8NN

'#平均

&

9>N!L9>"%

'

\

*

1

"平时屏幕时间平均
!>7"\

*

1

#

%

/

\

*

1

者占
!N>9"B

+周末屏幕时间平均
/>%/\

*

1

#

%

/

\

*

1

者占
6N>"7B

"独自接触屏幕的儿童
%=7

名

&

6">86B

'#与父母&或其中之一'一起的儿童
/8%

名

&

%/>N8B

'"电视节目以娱乐类为主#如观看少儿动

画片"只看动画片的占
"7>/!B

&

6=/

*

8N9

'#除了动画

片还观看益智类(教育类节目占
6!>N%B

&

%"8

*

8N9

'"

用电脑玩游戏的儿童占
6!>%=B

&

/6"

*

"=/

'#看动画

片(阅读故事等占
6%>6!B

&

/"7

*

"=/

'"手机以通话为

主#占
8%>78B

&

"=6

*

7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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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屏幕时间与家庭基本情况的关系
!

将儿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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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屏幕时间与儿童基本情况的关系%

&

!

B

"&

项目
"

!\

*

1 !

!"

/\

*

1

%

/\

*

1

!

/

%

性别
!!>N%N 9>99%

!

男&

&M678

'

!7/

&

%">=8

'

/!=

&

6">8/

'

87

&

!8>/9

'

!

女&

&M%88

'

!8%

&

67>!N

'

!"%

&

%=>6%

'

"/

&

!%>69

'

家庭结构
/%>%98 9>99!

!

单亲&

&M//

'

!9

&

6">6"

'

8

&

%N>%N

'

6

&

!8>!8

'

!

核心家庭&

&M/NN

'

!/7

&

67>76

'

!9=

&

69>=8

'

%9

&

!!>/8

'

!

含祖辈的大家庭&

&M68%

'

!=N

&

69>"8

'

/98

&

6">9N

'

7=

&

!N>%N

'

!

留守儿童&

&M="

'

//

&

/%>!N

'

67

&

6=>67

'

/N

&

/7>%7

'

独生子女
7>=!N 9>9!=

!

是&

&M"%6

'

/%N

&

66>!=

'

/!9

&

%=>%%

'

88

&

!N>68

'

!

不是&

&M%%/

'

!!=

&

%">86

'

!N/

&

68>89

'

"!

&

!">%N

'

母亲职业
%!>676 9>999

!

务工或务农&

&M!68

'

67

&

%!>7N

'

7!

&

67>=7

'

%9

&

/9>/7

'

!

从事管理或专业技术&

&M/=N

'

!66

&

68>N"

'

!97

&

%N>!"

'

6"

&

!">/9

'

!

经商或商业服务&

&M%9%

'

!9"

&

%6>N"

'

!"8

&

"/>!"

'

69

&

!%>/9

'

!

家庭主妇&

&M!!=

'

"=

&

6=>"8

'

%N

&

%9>/"

'

/6

&

/9>!7

'

及家庭基本情况与平时每天屏幕时间进行比较#结果

表明儿童在不同性别(家庭结构(独生子女和母亲职

业方面#与时间分布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9"

'#见表
!

"男孩接触屏幕时间较女孩长+

%

/\

*

1

屏幕时间者留守儿童占
/7>%7B

#明显高于其他家庭

结构的儿童+独生子女屏幕时间更长+母亲为农民工

或务农者(家庭主妇#其孩子屏幕时间更长#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9>9"

'"

#>"

!

屏幕时间对儿童社会能力及行为问题和亲子关

系得分的影响
!

将儿童屏幕时间与社会能力及行为

问题和亲子关系自评量表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屏幕时间明显影响社会能力及行为问题得

分&

%

"

9>9"

'+对亲子关系自评得分无明显影响&

%

#

9>9"

'#见表
/

"

表
/

!!

屏幕时间对儿童社会能力及行为问题等得分

!!!

的影响!

'L(

'分"

项目
"

!\

*

1

&

&M%""

'

!

!"

/\

*

1

&

&M%7/

'

%

/\

*

1

&

&M!%=

'

Q %

社会能力
%=>//L8>%= %7>N/L7>"" %">89L8>9/ %>=7" 9>9!=

愤怒攻击行为
!7>!%L">N8 !8>N"L">7/ /9>!!LN>"= ">/89 9>99"

焦虑退缩行为
!">=7L">%" !N>89L">76 !7>68L">!" %>8/! 9>9/%

亲子家长问卷
77>7/L=>"/ 7">N7L=>/7 7N>9NL!9>/" />/%N 9>!98

亲子儿童问卷
77>=9L!9>8% 7">7"L=>== 7">=7L!9>98 />!"6 9>!!7

#>$

!

屏幕内容对儿童社会能力及行为问题和亲子关

系得分的影响
!

因为电视是儿童接触最多(时间最长

的媒介产品#将两组观看不同电视节目的儿童社会能

力及行为问题(亲子关系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

检验#结

果显示焦虑退缩行为和亲子关系得分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9>9"

'#见表
%

"

#>E

!

儿童和父母相处时间与亲子关系得分的关系
!

将儿童每天和父母的相处时间与亲子关系自评得分

进行独立样本
;

检验#家长问卷和儿童问卷得分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9>9"

'#与父母相处时间越

长#亲子关系得分越高&

%

"

9>9"

'#见表
6

"

表
%

!!

屏幕内容对社会能力(行为问题及亲子

!!!

关系得分的影响!

'L(

'分"

项目
看动画片

&

&M6=/

'

看动画片(益智片(

教育片&

&M%"8

'

; %

社会能力
%8>%7L8>!9 %8>!6L7>=/ 9>669 9>N"7

愤怒攻击行为
!7>6!L">7/ !7>89L">"7 9>N7% 9>"9%

焦虑退缩行为
!N>/9L">!! !7>"=L">7/ />6"6 9>9!"

亲子家长问卷
7">N%L=>!/ 78>/6L=>6% />"%" 9>9!/

亲子儿童问卷
7">7=L=>86 78>"%L=>77 />6=! 9>9!%

表
6

!!

儿童和父母相处时间与亲子关系得分比较!

'L(

'分"

项目
"

6\

*

1

&

&M%/%

'

%

6\

*

1

&

&M"6%

'

; %

家长问卷得分
76>N!L=>=7 77>N6L=>!" %>/%" 9>99!

儿童问卷得分
76>"7L!9>9= 77>8!L!9>6% %>!N= 9>99/

#>F

!

儿童屏幕时间的多项
W@

]

A+,AC

回归分析
!

屏幕

时间与社会能力及亲子关系自评得分呈负相关#与愤

怒攻击(焦虑退缩行为得分及独自看电视呈正相关#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9>9"

'#见表
"

(

N

"

表
"

!!

各变量赋值情况

变量名 赋值

应变量

!

平时每天屏幕时间
"

!\M9

#

!\

!"

/\M!

#

%

/\M/

自变量

!

社会能力得分
"

%

/"

M9

#

%

/"

!"

%

"9

M!

#

%

"9

!"

%

7"

M/

#

%

%

7"

M%

!

愤怒攻击行为得分
"

%

/"

M9

#

%

/"

!"

%

"9

M!

#

%

"9

!"

%

7"

M/

#

%

%

7"

M%

!

焦虑退缩行为得分
"

%

/"

M9

#

%

/"

!"

%

"9

M!

#

%

"9

!"

%

7"

M/

#

%

%

7"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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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各变量赋值情况

变量名 赋值

!

亲子关系家长问卷得分
"

%

/"

M9

#

%

/"

!"

%

"9

M!

#

%

"9

!"

%

7"

M/

#

%

%

7"

M%

!

亲子关系孩子问卷得分
"

%

/"

M9

#

%

/"

!"

%

"9

M!

#

%

"9

!"

%

7"

M/

#

%

%

7"

M%

!

家中电子产品 电视机
M9

#电视机
j

手机
M!

#电视机
j

手机
j

电脑
M/

!

拥有手机 无
M9

#有
M!

!

开始接触屏幕年龄
"

%

岁
M9

#

%

%

岁
M!

!

家庭年收入
"

"

万
M9

#

%

"

万
M!

!

接触屏幕方式&独自' 不是
M9

#是
M!

表
N

!!

屏幕时间的多项
W@

]

A+,AC

回归分析

自变量
"

MR P?G1 % !" ="B#$

社会能力得分
X!>!!" 9>67% ">7/% 9>9!8 9>%/8 9>!%9

!

9>8/8

愤怒攻击行为得分
9>=8/ 9>67! 6>%"9 9>9%7 />NN= !>9N!

!

N>7!6

焦虑退缩行为得分
!>676 9>687 =>!7/ 9>99/ 9>//= 9>988

!

9>"=6

亲子关系家长问卷得分
X!>7/8 9>N"9 7>97= 9>99% 9>N%! 9>9"!

!

9>N%8

亲子关系儿童问卷得分
X!>=9= 9>N%6 =>9"N 9>99% 9>!68 9>96%

!

9>"!6

家中电子产品
9>98N 9>"99 9>9/= 9>8N6 !>98= 9>69=

!

/>=96

拥有手机
9>9// 9>%8! 9>99% 9>="% !>9/% 9>686

!

/>!N9

开始接触屏幕年龄
X9>68N 9>%%7 />98% 9>!6= 9>N!" 9>%!8

!

!>!=9

家庭年收入
9>!9N 9>%%8 9>9=8 9>7"6 !>!!/ 9>"7%

!

/>!"7

独自接触屏幕
9>877 9>%/% 7>%"9 9>997 />69% !>/7"

!

6>"%9

"

!

讨
!!

论

!!

学龄前儿童处于身心发展阶段#可塑性大#对新

事物充满好奇#爱探索(爱模仿#电子媒介产品能一定

程度地开阔他们的视野#增长知识"近年来屏幕时间

与儿童身心健康的关系引起各国儿童保健和社会工

作者的关注"对于学龄前儿童看电视大于或等于
/

\

*

1

的比例#各地报道不一"马冠生等$

!6

%报道广州(

上海(济南和哈尔滨
6

城市学龄前儿童看电视大于或

等于
/\

*

1

者占
/N>=B

+宋沅瑾等$

!"

%对上海市虹口区

学龄前儿童的调查#看电视时间大于或等于
/\

*

1

平

时为
!/>=B

#周末为
%N>NB

+

-:.&Y'

等$

=

%对加拿大

76N

名学龄前儿童调查显示#屏幕时间平均大于或等

于
/\

*

1

者为
!%>NB

#

%

!\

*

1

者为
6%>"B

"本调查

发现#学龄前儿童平时屏幕时间大于或等于
/\

*

1

者

占
!N>9"B

#周末为
6N>"7B

"达州市地处四川东北

部#交通便利#紧邻成渝两地#经济发展较快#同时拥

有电视(电脑和手机的家庭占
8/>//B

#这些媒介产品

已成为儿童主要的娱乐工具"本调查发现儿童屏幕

时间与性别(家庭环境等因素有关"屏幕时间大于或

等于
/\

*

1

男孩明显多于女孩#与马冠生等$

!6

%的报道

一致"

Y#-Y''Y.

等$

!N

%对西班牙
/78

名儿童参与

的出生队列研究#纵向观察儿童看电视时间与神经心

理发育的关系#结果显示每周看电视时间大于
!6\

者#男孩明显高于女孩+家庭社会地位和父母受教育

程度较低的孩子更有可能看更多的电视"核心家庭

的孩子屏幕时间少于非核心家庭$

!7

%

"来自印度的调

查报告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缺少家庭教育(

贫困儿童#每天看电视时间较长$

!8

%

"本次调查还发现

留守儿童屏幕时间更长#与文献$

!=$/9

%报道一致"留

守儿童由于缺少父母的监管#表现出对电视媒介更强

的依赖性#他们会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电视等电子

媒介产品处寻找快乐和寻求心理支持#以排遣孤独(

失落与烦恼#以电视为,情感保姆-"在本调查中发现

独生子女屏幕时间明显较非独生子女长#可能是独生

子女缺少玩伴#通过看电视(玩电脑等寻找乐趣"

本调查发现#儿童接触屏幕时间越长#社会能力

得分越低(愤怒攻击行为和焦虑退缩行为得分越高#

与国内外学者研究结果一致$

7$8

%

)儿童看电视时间与

社会能力和学习成绩呈负相关#与一些行为问题&社

交退缩(强迫性(多动(违纪(攻击性等'呈明显正相

关"来自荷兰的队列研究显示#

/

!

"

岁儿童观看电视

时间越长进入小学后欺凌和受害的风险越高$

/!

%

"儿

童把较多的时间用于看电视(玩电脑#与外界交往(与

同伴玩耍的机会减少#不利于其社会能力的发展"由

于学龄前儿童自我控制能力差#性格和行为可塑性

大#模仿能力强#对现实和虚拟环境分辨不清楚#长时

间观看屏幕而被迫不活动#容易导致儿童烦躁(攻击

性行为(社交退缩行为增加"建议家庭和社会为学龄

前儿童提供更多有益于身心的户外活动#减少儿童屏

幕时间"

本调查还发现#家长和儿童的亲子关系问卷得分

均与父母的相处时间有关#儿童与父母相处时间越长

亲子关系得分越高"学龄前儿童屏幕时间与亲子关

系自评量表得分的单因素分析不存在关联#但在多项

回归分析中显示亲子关系得分低的儿童屏幕时间长#

二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

"

9>9"

'"亲子关系是儿童

最早建立的人际关系#包括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交

流和行为交往等#亲子关系中父母是儿童生活和成长

的主要支持者"良好的亲子关系使成长中的孩子学

习获得基本知识(技能(行为及价值观#促使其成功地

发展各种社会人际关系$

//

%

"不良的亲子关系使儿童

问题行为的发生机会增多$

/%

%

"在多项回归分析中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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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当儿童独自看电视(电脑或玩手机时#容易延长

屏幕时间"应鼓励家长陪伴和参与学龄前儿童的成

长#管理和约束儿童屏幕时间"从屏幕内容对亲子关

系的影响分析#益智类和教育类节目有利于儿童亲子

关系的发展"益智类(教育类节目旨在提升儿童认知

能力#促进儿童智力发展"用形象生动的画面#辅以

优美的语言和音乐演绎故事#与家长的互动游戏#训

练动手动脑的小制作#能丰富儿童的知识和经验#使

他们懂事(明理$

/6

%

"美国儿科学会曾向家长推荐网络

媒体产品使用建议$

/"

%

)将总的娱乐屏幕时间限制为每

天小于
/\

+阻止小于
/

岁儿童的屏幕媒体曝光+把电

视机和联网的电子设备搬出孩子的卧室+监测其子女

使用和访问的媒体#包括他们访问的任何网站和他们

可能使用的社交媒体网站+与孩子一起观看电视(电

影和视频#并以此作为讨论重要家庭价值观的一种方

式+通过为所有媒体建立家庭使用计划来示范积极的

教育方式+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对包括手机在内的媒

体设备实施就餐时间和就寝时间的,宵禁-+建立关于

手机(短信(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合理使用并坚定的

规则"

本调查中儿童收看的教育类节目包括英语学习(

学拼音(绘画(讲故事训练口才等#是否会因此增加学

龄前儿童心理压力#导致其焦虑退缩行为得分升高#

对此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调查由于是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选择的儿

童以
"

!

N

岁为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电视(电脑(

手机等电子媒介产品在丰富人们生活(增长知识的同

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处于身体和心理发育

期的儿童"如何更加科学管理儿童的生活(合理地安

排接触屏幕的时间#选择适合儿童身心特点的电视节

目是家长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父母应多陪伴成长

中的儿童#将更有利于儿童身心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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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A0

]

A0F@GFEIE0,A0E?5G

K

EGEIE0,?5

K

+C\@@G

$

Z

%

>JR-(̂aGAC

OE?G,\

#

/9!6

#

!6

&

!

')

!$!%>

$

//

%王云峰#冯维
>

亲子关系研究的主要进展$

Z

%

>

中国特殊教

育#

/99N

#

7%

&

7

')

77$8/>

$

/%

%宗金莎#李雪平
>

亲子关系对
%

!

7

岁儿童问题行为的影

响$

Z

%

>

社会心理科学#

/9!%

#

/8

&

/

')

69$6">

$

/6

%张秀丽
>

大众传媒对儿童的正负面影响$

Z

%

>

新闻爱好者

月刊#

/9!/

&

6

')

!=$/9>

$

/"

%

-Y-: R3*):>-\AG15E0

#

?1@GE+CE0,+

#

?01,\EIE1A?

$

Z

%

>

(E1A?,5AC+

#

/9!%

#

!%/

&

"

')

="8$=N!>

&收稿日期)

/9!7$!/$96

!

修回日期)

/9!8$9/$9"

'

!/=!

重庆医学
/9!8

年
"

月第
67

卷第
!6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