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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２０ 年寒假ꎬ儿童延迟开学ꎬ家长为了调节儿童的情绪ꎬ将手机等电子类产品交给孩子使用ꎮ 同时ꎬ全国各

地教育系统组织学生开展了线上网络学习ꎮ 屏幕教学为儿童完成教学任务和课程学习提供了良好的帮助ꎬ但是也

有儿童以此为“借口”ꎬ不断使用手机或电子产品用于娱乐或游戏等ꎮ 而长时间不恰当的屏幕接触会给儿童带来某

些不良的心理行为表现ꎬ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ꎮ 为保证儿童健康成长ꎬ学校应根据儿童心身特点合理设置屏幕时

间与教程ꎮ 家长更应该从多方面入手ꎬ丰富儿童居家活动内容ꎬ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干预儿童潜在的心理行为不

良反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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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的寒假ꎬ由于特殊原因ꎬ全国大中小学

生度过了一个“超长假期”ꎮ 由于推迟开学时间ꎬ为
不耽误儿童正常的学习进度ꎬ按照国家教育部门相

关规定ꎬ大部分学校都采取远程网络课等屏幕教学

(ｓｃｒｅｅ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方式以保证正常教学工作的进行ꎮ

此外ꎬ儿童以学校安排屏幕教学为“借口”ꎬ要求不

断使用手机或电子产品学习ꎬ其中不排除将手机用

于娱乐或游戏等情况的发生ꎮ 据 ２０１７ 年腾讯公司

的调查显示ꎬ中小学生喜爱的手机游戏王者荣耀

(Ｇｌｏｒｙ ｏｆ Ｋｉｎｇｓ)有超过 ２ 亿人注册用户ꎬ 其中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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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高达五千万ꎮ 根据大数据调查报告ꎬ王者荣耀

中 １５ 岁以下用户占 ３ ５％ꎮ 另外ꎬ国外的新闻也显

示视频网站 ＹｏｕＴｕｂｅ 的活跃用户大部分是小学或学

龄前儿童ꎮ 这与家长将手机、平板电脑当做电子保

姆的现象密不可分ꎮ 沉迷手机游戏和电子娱乐导致

儿童在进行屏幕教学之外的屏幕时间增长ꎬ在开通

家长热线后ꎬ发现了许多家长对这种情况表示担忧ꎮ
因此ꎬ进行了一些文献复习后ꎬ在此为屏幕教学对儿

童的心理行为影响进行综述ꎬ以科学的角度解答家

长的疑问ꎬ解除家长的担忧ꎬ帮助孩子在这个“超长

假期”中健康、快乐地学习和成长ꎮ

１　 屏幕教学的一般形式

屏幕教学是基于当今信息化发展的时代背景ꎬ
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ꎬ整合教学资源ꎬ优化教学过程

的系统化新教学方式ꎮ 它能够结合教学各阶段需

求ꎬ实现教￣学一体化ꎬ辅助教师ꎬ培养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ꎮ 通过“互联网＋”的方式ꎬ目前的现代信息

化教学手段一般包括以下几种[１]ꎮ 第一ꎬ大规模开

放在线课程ꎬ即慕课(Ｍａｓｓｉｖｅ Ｏｐｅ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ꎬ
ＭＯＯＣ)ꎮ ＭＯＯＣ 线上平台拥有广泛的教学资源ꎬ能
将各地的教师和学生通过某一主题联系起来ꎬ自由、
高效地进行学习ꎮ 第二ꎬ网络精品课程ꎮ 网络精品

课程是由一流的教师队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构

建示范性课程ꎬ能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和共享ꎮ 第

三ꎬ线上交流平台ꎮ 通过从传统的贴吧、学术论坛到

现代的微信、直播等线上平台ꎬ实现师生之间的交流

互动ꎬ帮助教师解答学生学习问题ꎬ了解学生心理状

态ꎬ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等ꎮ 第四ꎬ应用移动终端ꎮ 通

过微信公众号、微课资源ꎬ使教学内容更加直观易理

解ꎬ突破教学难点ꎬ促进知识体系的建立[２]ꎮ

２　 屏幕教学对儿童心理发育的影响

２ １　 对儿童认知功能的影响

儿童的心智发育不够健全ꎬ对信息真伪的识别

能力较弱ꎬ自制力不足ꎬ沉迷于互联网ꎬ各种负面因

素对其影响无时不在ꎮ 过度使用电子产品会导致认

知能力受限于单一的模式化的信息刺激ꎬ随着时间

的延长ꎬ儿童的认知功能会受到较大影响ꎬ如出现注

意力不集中ꎬ学习不专注等现象ꎮ 屏幕暴露对儿童

的注意力有持续影响ꎮ 长期随访发现ꎬ儿童 １ ~ ３ 岁

时屏幕时间增多会引起其 ７ 岁的多动表现ꎬ５~１１ 岁

的屏幕暴露也会导致 ６ 年后出现注意力缺陷等问题

的发生[３￣４]ꎮ
２ ２　 对儿童情绪的影响

过度使用电子产品会引起儿童情绪问题ꎮ 一项

针对苏格兰的调查显示ꎬ屏幕使用时间每天超过

３ ｈꎬ儿童往往伴有不良自我评价和消极情绪ꎬ如焦

虑、抑郁情绪等[５]ꎮ 另外ꎬ超长假期下ꎬ儿童集中于

屏幕学习ꎬ不能与现实中的客观世界接触ꎬ几乎处于

半“社会隔离”状态ꎬ社会隔离会导致抑郁、烦躁、不
安等消极情绪反应ꎮ 另外ꎬ持续性的屏幕暴露会引

起儿童社交技能的下降ꎬ弗洛伊德提出的儿童社会

性需求相悖ꎬ不利于其健康的心理发展[６]ꎮ
２ ３　 对儿童人格的影响

美国心理学家西尔斯提出的发展理论认为ꎬ儿
童人格的形成是连续的ꎬ受到先天遗传因素和后天

环境因素共同影响的过程ꎮ 在 ３ 岁以后ꎬ孩子通过

从外界环境获取知识ꎬ不断学习ꎬ并将所学习和模仿

的内容应用到生活中ꎬ发展完善自己的人格ꎮ 由于

电子产品的屏幕中的二维世界与现实存在差距ꎬ年
幼儿童难以将看到学习的内容与实际生活结合起

来ꎬ不利于人格的塑造和发展ꎮ 儿童确实存在这种

学习与转化能力的欠缺[７]ꎮ

３　 屏幕教学对儿童行为的影响

３ １　 对儿童饮食的影响

儿童长时间不间断的使用电子产品ꎬ会导致饮

食规律被打破ꎬ引起体质量增加的不良后果ꎮ 此外ꎬ
儿童肥胖会导致成年后高血压、糖尿病等代谢性疾

病的发病率上升ꎬ影响其长期生活质量ꎮ 电子产品

的使用增加会引起人们在对食物的选择更倾向于高

热量的不健康食品[８]ꎮ 哈佛大学的 Ｋｅｎｎｅｙ 教授对

２４ ８００个青少年进行统计后发现ꎬ每天在电子设备

(包括手机、平板、电脑、电视游戏)使用上超过 ５ ｈ
的人群发生肥胖的概率增加 ４３％ꎬ同时他们每天喝

一杯含糖饮料的概率高出一倍ꎬ每日使用电脑时间

长于 ３ ｈ 的青少年肥胖症的发生率增加[９￣１０]ꎮ 这可

能是由于静坐行为引起的活动量减少ꎬ进食增多ꎮ
３ ２　 对儿童用眼的影响

视力发育需要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共同作用ꎬ出
生后在原有的先天基础上ꎬ经过外界刺激逐渐发育

９６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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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ꎮ 儿童时期属于视力发育的关键时期ꎬ长时间

进行观看电子产品等不良用眼行为会导致严重的后

果ꎮ 视力变化情况与电子视频的观看时间有关ꎬ近
视的儿童在电子产品的接触时间长于非近视儿童ꎮ
与每周观看视频 ２５ ｈ 的人群相比ꎬ每周观看视频时

间超过 ３６ ｈ 的人群疲劳程度显著增高[１１]ꎮ 儿童时

期是视力保健的重要时期ꎬ在这个阶段对不良用眼

行为进行干预ꎬ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受损视力ꎬ干预

时间越晚ꎬ视力恢复的可能性越小ꎮ
３ ３　 对儿童睡眠的影响

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ꎬ无规律或入

睡前使用电子产品都会引起儿童的睡眠生物钟紊

乱ꎬ导致生长发育异常ꎮ 使用电子产品时间越长ꎬ儿
童的睡眠时间越短ꎮ 这是由于电子屏幕发出的光会

影响褪黑素的合成和分泌ꎬ干扰人体的生理节律ꎬ因
此引起入睡延迟、入睡障碍、甚至失眠ꎮ 此外ꎬ睡前

观看的不适当内容会导致儿童精神紧张ꎬ引起噩梦、
说梦话、惊厥等现象的发生ꎮ 研究表明ꎬ电子产品对

２ 岁以下幼儿睡眠的影响更加严重ꎬ其中ꎬ６ 个月以

下的婴儿睡眠时间显著减少[１２]ꎮ

４　 总结

“超长假期”期间ꎬ儿童活动受限ꎬ每天需要花

一定时间参加学校组织的线上网络学习ꎮ 屏幕教学

为学生完成教学任务和课程学习提供了良好的帮

助ꎮ 但另一方面ꎬ儿童以此为“借口”ꎬ加上家长顺

应儿童心愿ꎬ手机、平板等原本应该限制使用电子类

产品的过度使用ꎬ导致儿童较长时间停留在屏幕世

界里ꎮ 长时间、不恰当的屏幕接触会对儿童的心理

健康和行为表现带来不良影响ꎬ影响了儿童的生长

发育ꎮ 因此ꎬ为了儿童健康成长ꎬ学校需适度规律的

安排屏幕教学ꎬ家长需配合学校工作ꎬ督促儿童减少

学习外的屏幕时间ꎬ增加现实生活中的交流互动ꎮ
家长、学校的相互配合ꎬ在保证儿童正常学习开展的

同时ꎬ对屏幕学习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进行预防和

干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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