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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前儿童视屏行为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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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了解学龄前儿童视屏行为的特点及影响因素，为开展儿童视屏行为早期干预提供科学依
据。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通过《学龄期儿童视屏行为及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对某市６所幼儿园的７８１名
学龄前儿童进行调查，并分析儿童每天视屏时间超过２ｈ的影响因素。结果　儿童视屏行为发生率为９９．５％ ，
平均每天视屏时间超过２ｈ的总体检出率为３８．６７％，周一至周五视屏时间超过２ｈ的检出率为４２．００％，周末检
出率为６０．６０％。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本科及以上（ＯＲ父 ＝０．４３８，ＯＲ母 ＝０．５７８）、家庭月收入５０００元及以上
（ＯＲ＝０．３１２～０．５７７）、父母是儿童主要照料人，是儿童视屏高暴露的保护因素；父母经常在儿童面前使用手机
（ＯＲ＝１．８９８，９５％ＣＩ＝１．３５９～２．６５０）、对儿童视屏行为不予管理（ＯＲ＝４．５２２，９５％ＣＩ＝１．６８２～１２．１５９）、儿童
主要照料人是父母以外的人（ＯＲ＝１．４９４，９５％ＣＩ＝１．０４０～２．１４６）是儿童每天视屏时间超过２ｈ的危险因素。结
论　学龄前儿童普遍存在视屏行为，家长应对儿童视屏行为予以引导和规范，相关部门应制定相关的政策，指导
家长和教师引导儿童正确使用电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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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电子产品种类的增多及其功能的多样化，
儿童青少年视屏行为越来越普遍，并且低龄化趋势

明显。与此同时，由视屏行为引发的健康问题也逐

渐受到社会的关注。相关研究显示，儿童早期过度

的视屏行为可引起近视、注意力缺陷、语言迟缓、肥

胖、糖尿病风险增加以及情绪异常和行为问题等，

并且这些不良影响可能会持续到成年［１２］。本文旨

在了解某市学龄前儿童视屏行为的特点及其影响

因素，为开展儿童视屏行为的早期干预提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以某市６所非寄宿制幼儿

园的儿童为研究对象，由幼儿园教师向家长发放电

子问卷二维码，家长根据自愿原则进行实名制问卷

填写。共回收家长问卷 ７８１份，其中不合格问卷
５７份，问卷有效率为９２．７０％。最终纳入分析７２４
人，男生 ４２３人（５８．４３％），女生 ３０１人（４１．
５７％）。年龄范围３～６岁，平均年龄为（４．８６±１．
１６）岁。独生子女３８９人（５３．７３％），非独生子女
３３５人（４６．２７％）；农村户籍３４８人（３４．２５％），城
市户籍４７６人（６５．７５％）。

对幼儿园教师进行简单访谈，主要围绕学校使

用电视／电脑进行教学的频率、时间等问题，以了解
儿童在幼儿园的视屏行为情况。

１．２　调查工具
调查工具为自编《学龄期儿童视屏行为及影

响因素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包括儿童的一般情况

（出生日期、性别、身高、体重、独生子女情况等）、

家庭基本情况（家庭结构、父母职业、受教育程度、

家庭月收入等）、儿童视屏行为（视屏种类、视屏时

间）等。

１．３　视屏行为高、低水平组划分方法

视屏时间（ｓｃｒｅｅｎｔｉｍｅ）通常指的是看电视、
使用手机、电脑、平板以及其他电子产品的合计时

间。将每天任意一种视屏行为的时间 ＞２ｈ及各种
视屏行为合计时间 ＞２ｈ为界，划分为视屏行为高
水平组和低水平组。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统计分析，数值变量资料

使用 珋ｘ±ｓ进行统计描述，使用 ｔ检验进行组间比
较分析；分类变量资料主要使用构成比和率进行统

计描述；采用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回归进行影响因素的
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儿童视屏行为发生率为９９．５％ ，只有４人报

告完全没有视屏行为；最普遍的视屏行为是使用电

视（９６．２０％）和手机（８５．１０％）；最喜欢的电子设
备依次是电视（４４．０６％）、手机（３８．２６％）、平板／
学习机（１３．２６％）；视屏行为最主要的目的是看动
画片（６１．０５％），其次是游戏（１３．５４％）和学习
（１３．４０％）。有２２．０９％（１６０人）的儿童每天都使
用手机等电子设备，２８．８６％（２０９人）的儿童睡前
１ｈ有看手机的行为。
２．２　视屏时间情况

儿童每天视屏时间 ＞２ｈ检出率为 ３８．６７％
（２８０人），周一至周五累积视屏时间 ＞２ｈ检出率
为４２．００％（３０４人），周末检出率为６０．６０％（４３９
人）。周一到周五有２１．９４％的儿童每天看电视时
间＞２ｈ，１０．１％的儿童每天使用手机时间 ＞２ｈ，７．
７４％的儿童每天使用平板／电脑的时间＞２ｈ。周末
和假期儿童使用各种电子产品 ＞２ｈ比例依次为
４１．４９％（电视）、１５．１８％（手机）、１２．０９％（平板／
电脑）。见表１。

表１　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状况（ｎ／％）

　　组别 从不 ＜１ｈ １ｈ～ ２ｈ～ ３ｈ～ ４ｈ～
周一～周五每天看电视时间 ５８／８．１６ ２４４／３４．３２ ２５３／３５．５８ ８１／１１．３９ ３９／５．４９ ３６／５．０６
周一～周五每天用手机时间 １０６／１４．９１ ３９２／５５．１３ １４１／１９．８３ ４１／５．７７ ２０／２．８１ １１／１．５５
周一～周五每天电脑／平板时间 ２７７／３８．９６ ２８８／４０．５１ ９１／１２．８ ３３／４．６４ １１／１．５５ １１／１．５５
周末每天看电视时间 ２７／３．８０ １４８／２０．８２ ２４１／３３．９ １６２／２２．７８ ７１／９．９９ ６２／８．７２
周末每天用手机时间 ９５／１３．３６ ３３１／４６．５５ １７７／２４．８９ ６８／９．５６ ２１／２．９５ １９／２．６７
周末每天用电脑／平板时间 ２５３／３５．５８ ２４９／３５．０２ １２３／１７．３ ５４／７．５９ １８／２．５３ １４／１．９７

２．３　儿童在幼儿园的视屏行为
幼儿园电子化教学普遍，儿童在幼儿园的视屏

行为主要指教师使用屏幕教学时儿童的视屏暴露

情况。通过对７２名幼儿园教师的调查，９５％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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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表示每天使用屏幕教学的次数为１～３次，每次
使用为１０～３０ｍｉｎ。因此，儿童在幼儿园内的视屏
时间约在１０～９０ｍｉｎ之间。
２．４　儿童视屏行为的影响因素

将儿童任意一种电子产品的每天使用时间 ＞
２ｈ或各种电子产品累计使用时间 ＞２ｈ为界，分为
视屏行为高水平组（＞２ｈ）和视屏行为低水平组
（≤２ｈ），然后进行影响儿童视屏行为的影响因素
分析。高水平组儿童共２８０人（３８．６７％），低水平
组儿童４４４人（６１．３３％）。两组在性别构成上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高水平组儿童的平均年龄［（４．

９３±１．１３）岁］高于低水平组［（４．６７±１．２１）
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２．７０８，Ｐ＝０．００７）。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本科及以上、家庭月收入

５０００元以上、父母是儿童主要照料人，这些是电子
屏幕高暴露的保护因素，儿童视屏时间 ＞２ｈ的检
出率较低；而父母经常（每天３次及以上）在儿童
面前使用手机（不包括接电话）、对儿童视屏行为

不予管理、儿童主要照料人是他人（非父母）是电

子屏幕高暴露的危险因素，儿童视屏时间 ＞２ｈ的
检出率较高。见表２。

表２　学龄前儿童视屏行为影响因素分析（ｎ／％）

　　因素 低水平组（视屏≤２ｈ） 高水平组（视屏＞２ｈ） ＯＲ（９５％ＣＩ） Ｐ

父亲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３５／７．８８ ３６／１２．８５ １ —

　　高中 ８０／１８．０２ ７５／２６．７９ ０．９１１／０．５２０，１．５９９ ０．５９４

　　大专 １１６／２６．１３ ７３／２６．０７ ０．６１２／０．３５３，１．０６０ ０．０９５

　　本科及以上 ２１３／４７．９７ ９６／３４．２９ ０．４３８／０．２５９，０．７４０ ０．００２

母亲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３７／８．３３ ２９／１０．３６ １ —

　　高中 ８１／１８．２４ ８０／２８．５７ １．２６０／０．７０８，２．２４２ ０．２４４

　　大专 １０１／２２．７５ ６９／２４．６４ ０．８７２／０．４９１，１．５４８ ０．７５０

　　本科及以上 ２２５／５０．６８ １０２／３６．４３ ０．５７８／０．３３７，０．９９２ ０．０４７

家庭月收入／元

　　０～ ４４／９．９１ ４７／１６．７９ １ —

　　５０００～ ３５２／７９．２８ ２１７／７７．５０ ０．５７７／０．３７０，０．９００ ０．０１５

　　２００００～ ４８／１０．８１ １６／５．７１ ０．３１２／０．１５５，０．６２８ ０．００１

独生子女

　　是 ２４５／５５．１８ １４４／５１．４３ １ —

　　否 １９９／４４．８２ １３６／４８．５７ １．１６３／０．８６２，１．５６９ ０．３２４

主要照料人

　　父母 ３６３／８１．７６ ２１０／７５．００ １ —

　　非父母 ８１／１８．２４ ７０／２５．００ １．４９４／１．０４０，２．１４６ ０．０３０

家长经常在孩子面前使用手机

　　否 １６８／３８．８４ ６８／２４．２９ １ —

　　是 ２７６／６２．１６ ２１２／７５．７１ １．８９８／１．３５９，２．６５ ＜０．００１

家长对儿童视屏行为态度

　　禁止 ５４／１２．１６ ２９／１０．３６ １ —

　　有时间限制的 ３８３／８６．２６ ２３４／８３．５７ １．１３８／０．７０４，１．８３８ ０．６７９

　　随意 ７／１．５８ １７／６．０７ ４．５２２／１．６８２，１２．１５９ ０．００３

　　注：Ｐ＜０．０５

３　讨论

目前，学龄前儿童视屏行为已成为普遍现象，

本文结果显示９９．５％的儿童有视屏行为，平均每
天视屏时间＞２ｈ的检出率为３８．６７％，周一至周五

每天视屏时间＞２ｈ的检出率为４２．００％，周末检出
率为６０．６０％，该结果与国内的相关研究基本相一
致［３］。近年来研究人员在新疆、芜湖等地的研究

结果显示，学龄前儿童每天视屏时间 ＞２ｈ检出率
为２８．３２％ ～５２．７％不等［４５］。由于这些数据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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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长报告，本文结果显示幼儿园每天会使用电

视／电脑进行教学 １～３次不等，每次约 １０～
３０ｍｉｎ，因此，儿童周一至周五平均每天视屏时间要
在原有基础上增加０．５ｈ不等。２０１６年美国儿科
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ＡＡＰ）建议：２
岁以下儿童不建议观看视频设备，２～５岁儿童视
屏时间不宜超过 １ｈ／ｄ且必须由父母陪同观看高
质量的节目［６］。根据这一标准，大多数学龄前儿

童视屏时间已远远超标，家长应适当缩短儿童的视

屏时间。

学龄前儿童视屏行为主要受家长及家庭环境

的影响。本文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

学历、家庭收入）与儿童的视屏行为有关，这与以

往结果一致［７］，受教育程度高的家长往往对儿童

的教育更为重视，可能对儿童视屏行为进行管理；

他人照料的儿童比起父母照料的儿童更容易出现

视屏时间＞２ｈ的行为（ＯＲ＝１．４９４），父母比其他
照料人更关注儿童的视屏行为。因此，父母应尽量

亲自照料儿童的生活。一项来自新西兰的队列研

究也表明，家长的教养方式与儿童的视屏行为密切

相关［８］。学龄期儿童模仿能力强，如果家长在孩

子面前经常使用手机会增加儿童的视屏行为。本

文结果显示家长经常在儿童面前使用手机可使儿

童视屏时间＞２ｈ的发生风险增加了１．８９８倍，如
果家长对儿童视屏行为没有任何约束，该风险更高

（ＯＲ＝４．５２２）。因此，家长应规范自己的视屏行
为，并且对儿童的视屏行为进行约束和管理［９］。

此外，儿童的视屏时间随着年龄的增长有逐渐升高

的趋势，如果不尽早进行干预，视屏行为会越来越

严重。

数字信息时代，儿童周围充满了各种电子设

备，学龄前期儿童处于低年龄阶段，好奇心强，功能

多样的电子产品极大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视屏

行为也慢慢地成为儿童生活的一部分。过度的视

屏行为往往伴随着久坐行为和体育锻炼缺乏，与此

相关的肥胖、近视等问题也逐渐出现［１０］。由于儿

童认知水平相对较低，需要家长和教师对其视屏行

为进行正确的引导，家长应采取措施来引导儿童适

度使用电子产品，如对儿童的视屏时间进行限制；

减少游戏类应用的使用；以身作则，尽量减少在儿

童面前使用手机等行为等。为了儿童健康的长远

利益，社会应高度关注学龄前儿童的视屏行为问

题，相关部门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建议，对家长和教

师如何引导儿童正确使用电子产品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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