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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对幼儿的影响及引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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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深入普及，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媒介产品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人们的生活中来，给人们的生活带

来便利的同时不正确、不合理地使用也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困扰。其中，幼儿开始频繁接触、使用电子产品，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

象，本文将通过对幼儿使用电子产品的现状进行分析，探究电子产品对幼儿产生的不利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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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popularization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lectronic media products such as smart phones and tablet computers 

are increasingly involved in people’s lives, which brings convenience to people’s lives while causing some unnecessary problems due to incorrect and 

unreasonable use. Among them, children begin to contact and use electronic products frequently, which has become a social phenomenon that cannot 

be ignored.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ldren’s use of electronic products, explore the adverse effects of electronic products on 

children,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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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使

用电子产品，电子产品的广发普及和使用同时为许多家庭的生活和

学习带来的乐趣和便利。然而，在使用电子产品的过程中，一些弊

端也开始逐渐显现，尤其对一些正在拔穗抽节期的幼儿，平台监管

的缺位、家长的不够重视、学校困于引导，孩子无节制的使用等因

素都从很大程度上阻碍着幼儿的健康成长。因此，探究引导幼儿正

确、合理使用电子媒介产品的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幼儿使用电子产品的现状

当下，电子媒介产品似乎已经成为幼儿们形影不离的“好朋

友”，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可穿戴设备等电子媒介

产品由于其极大的吸引力使得幼儿们爱不释手，只要接触就停不下

来。

由于我国的社会现实和发展状况，对孩子通过家庭教育来正

确引导的缺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普遍现象，在家长的思想观念中，

父母把孩子送进学校，对于孩子的教育和训导应该全权由老师负责，

孩子对电子产品的使用，学习成绩的倒退也是由于老师在教学中的

不尽职和管理存在缺陷造成。这些观念的长期和一贯存在，实际上

不利于幼儿的实际发展，仅凭教师一方面实施很难达到对孩子培养

的预期效果。

此外，大多数父母并没有从本质上认识到电子信息产品对幼

儿的重要影响，一些家长，因为工作繁忙等原因，疏于对孩子的关

心和照顾，通过电子产品来陪伴和安抚孩子，但是，由于缺乏正确

的引导，家长想让孩子获取知识、拓宽眼界、娱乐放松的本意却遭

到了破坏，孩子一味地看视频、玩游戏，使用那些足够满足他们兴

趣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幼儿的成长。

因此，家长应该转变自身固有的观念，自觉担负起对孩子培

养和正确引导的关键作用，做好表率，配合教师共同促进幼儿的监

护和管理工作，应该重视家教，建设好新时代家庭教育工作，为幼

儿的人生树立坚实的道德基础。促使幼儿正确使用电子产品，通过

电子产品来学习知识，提升自己，从而陶冶心灵，提高幼儿的审美

能力，培养幼儿的道德素质水平，从而为以后的全面综合发展奠定

良好基础。

二、电子产品对幼儿的影响

（一）影响幼儿的身心健康

尽管电子产品能够带来一些便利，但是，其弊端也广泛存在。

已有研究中指出，手机、电脑，电视等电子产品都具有强烈的电磁

辐射，不仅会影响到幼儿的皮肤发育，还会损害幼儿的脑细胞，加

剧着幼儿患病的机率。同时，情感与好奇是 3-6 岁幼儿对世界最直

接联系的纽带，对世界的一切都很好奇，探索欲较强，给幼儿营造

一个亲身体验的环境氛围有助于对知识的深层次理解吸收与内化。

幼儿在使用电子产品过程中，由于好奇，距离电子产品较近，且长

时间注视屏幕等，会对幼儿的视力造成一定的伤害。幼儿不合理使

用电子产品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幼儿身心健康成长 [1]。例

如，在睡眠方面，幼儿通过电子产品助眠的方式不仅未能让幼儿进

入良好的睡眠状态，反倒使得幼儿处于大脑兴奋状态，导致难以平

静入睡，引起睡眠障碍 等 [2]。

此外，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平台监管的不到位等原因，

造成幼儿在使用电子产品过程中会接触到一些不良有害的信息，这

将严重侵害着幼儿的心灵健康，歪曲着幼儿价值观的形成，不利于

幼儿长久发展。幼儿有其自身特殊的成长和发展规律，要按照幼儿

自身的规律去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幼儿，使其在成长和发展过程

中更能形成自身独特的优势和品质。同时，在进行幼儿思想和行为

教育的过程中，要尊重幼儿，能够让幼儿成长过程中的心理负担减

少，从而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保持和顺应幼儿自然成长规律。对

于幼儿的长期成长和发展来看，社会都应该更加广泛关注幼儿的成

长心理，电子产品的使用不能违反幼儿发展的一般规律，损害幼儿

在实际的成长过程中规律。

（二）阻碍幼儿社会性发展

已有研究得知，幼儿在控制使用电子产品时间方面存在的问

题较为 突出 [3]。电子产品具有一定的虚拟性，如果幼儿在长期使用

过程中，不能够区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将严重阻碍着幼儿社会

性发展，产生幼儿冷淡人际、不善表达、不善交流、缺乏自主、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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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退化等不良现象，更有甚者，幼儿一味沉溺于电子产品所营造的

虚拟世界将导致抑郁症和自闭症。由于幼儿对社会了解甚少，与社

会交流甚少，因此，电子产品的使用要帮助幼儿实现了解社会的能

力，提升他们的所需要的反复性与长期性的练习，这也需要我们的

教师队伍与家长对孩子予以耐心、关注、持久的教育。

整体而言，早期教育常以引导为主，此阶段幼儿处于“以自

我为中心”阶段，要培养幼儿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帮助幼儿善于

思考、正确行动的能力，使得幼儿将在以后的人生中做事更有条理，

自律性也会增强，让幼儿在学习和活动中能够保持其特殊的天性和

受家庭及父母影响的情感价值去进行成长，从而正确引导幼儿电子

产品使用的方式，注重幼儿心理的特点，对幼儿进行具体而细致的

观察和分析，做好榜样，同样也是幼儿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

（三）影响幼儿的学习能力

电子产品因其海量信息的存储能力而受人们的广泛青睐，只

要轻松点击，就能够获取想要的信息，但是对于幼儿而言，通过电

子媒介产品存储，而放弃用脑记忆，幼儿的记忆力则得不到锻炼，

则不利于幼儿的思维的发展。手机、电脑、电视中鲜艳的图片，动

态的视频，多变的文字内容不仅不利于幼儿思维的发展，甚至在某

种程度上分散幼儿注意力，削弱幼儿的思维能力。

据有关科学数据表明，长时间玩手机、电脑游戏会让幼儿大

脑释放大量的多巴胺，这将严重刺激幼儿大脑，使得幼儿大脑的中

枢受到奖励，而过于频繁的多巴胺能加快快感的释放，为了获得同

样水平的快感和愉悦，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玩游戏，由此

陷入恶性循环。幼儿阶段的孩子情绪脑还处于发育中，情绪自律和

行为自律有限，大脑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因此，电子产品的不良使

用以及错误运用，将会严重影响幼儿的大脑发育，并将通过幼儿的

言行等方式广泛表现出来。

另外，此次疫情之下盛行的“云课堂、云教学”，让更多的幼

儿家长也可以有机会参与电子产品的使用之中，反思网课期间幼儿

阶段的教学，课程游戏化、形象化，会在视觉、心理、感官上刺激

与引导幼儿进行基本模仿与参与，影响力孩子的专注力和学习能力。

因此，电子产品的使用要依据课程基础和幼儿心理特征与发展特性，

教师是一个重要的引导者，焦点要发放在幼儿身上，“幼儿怎么说、

怎么做，表现行为有哪些”等一系列值得积极反馈，才有利于激发

幼儿的创造力，催生新的思想。

三、正确引导幼儿使用电子产品的策略

（一）政府加强对电子媒介的监管

当下，有关幼儿使用电子产品的媒介规范法律机制还不够健

全，关于幼儿正确使用电子产品的科学依据还存在空白，因此，政

府应该重视幼儿对电子媒介使用的这一社会现象，做好相关调研，

广泛听取专家、教育工作者、家长意见，通过健全立法的方式加强

监管，进一步提升电子产品的安全使用成效。政府要增强对媒体进

行分级分类管理的能力，对于幼儿使用的电子产品要提供法律依

据，同时要求电子产品开发商综合考虑幼儿的使用特点及身心发展

状况。此外，在软件内容选择过程中，以积极、乐观的、向上的内

容为主，加强内容建设，不断提升电子产品服务质量，更好满足幼

儿多元化使用需求。在对幼儿设计产品时，要充分考虑到时间因素，

才能提高产品使用效率，从而有效规避其不良影响。只有不断促进

幼儿科学使用电子产品的行为质量，才能更好地促进幼儿自控力 的

发展 [4]。

（二）家长以身作则，发挥带头作用

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灌输，而是点亮、唤醒孩子的内驱力，

是一种精神的传递，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在幼儿使

用电子产品过程中，家长的引导起着重要作用，要发挥家长的带头

作用，给孩子做好表率、当好榜样，以身作则，使得孩子能够在电

子产品使用的过程中更加自主、更加自觉。

早期教育属于基础教育，是孩子一生的奠基过程。这一时期

是思维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进行对幼儿自主性的培养，可

以让他们更加积极地去面对学习和生活，更好更快地适应学习。因

此，对于幼儿电子产品的使用要关注适宜性，结合幼儿的实际能力

大小与兴趣点进行相应的调整，结合日常，形成循序渐进、螺旋上

升的整体设计，助力幼儿形成良好的人格品质，为以后的人生奠定

基础。

在教育部发布的《幼儿园入学准备指导要点》中强调，幼儿“连

续使用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时间不宜超过 1 5 分钟”[5]。

因此，家长应该不断自觉提升自身的电子产品自制力，与孩

子约定时间，遵循孩子发展和成长的规律性，合理控制幼儿使用电

子产品的时间，在时间制定过程中应当注意，在商讨看电子产品的

时间段和时长时，一定要让幼儿参与进来，与家长一起讨论，共同

制订规则，因为这样不仅能增强幼儿的参与感，而且幼儿自己参与

制订了规则，就会更加自 觉地去遵守 [6]。同时，想要实现幼儿电子

产品教育功能的有效发挥，应该坚持家庭和学校两者在孩子电子产

品教育工作实施并重原则，教师要善于引导，家长要学会配合。随

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家校联合”的阐释成为一个重要的社

会内容，不断实现“家校联合”的生活化、现实化，只有如此，才

能实现幼儿对电子产品使用的正确发挥。

（三）幼儿教师积极配合，加强家园合作

幼儿教师扮演着祖国花朵的“育苗人”角色，面对幼儿不正

确使用电子产品的现状，应该主动参与，积极配合，加强家园合作，

进一步做好幼儿使用电子产品的引导作用。此外，作为现阶段的幼

儿教育管理工作者，教师应在现有教学工作的基础上，对教学方式

作出调整，从教学管理、教学思想、教学行为、教学模式、教学理

念中进行优化，形成一种新型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在不断的梳

理改革的基础上，尽可能的规范教育行为和教育模式，从自我行为

出发，帮助幼儿构建出端正的电子产品使用行为模式。

与此同时，要加强对幼儿行为教育指导工作和进行特殊的关

注，从不同幼儿的行为发展模式进行分析，观察在不同的环境下幼

儿使用电子产品的形态，以及幼儿在此成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

时地对幼儿行为模式进行调整优化，帮助幼儿在关键的成长阶段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此外，校区应该根据情况，适

当开设相关的电子产品使用课程，帮助幼儿正确认识、合理使用、

有效使用电子产品，从而使得电子产品发挥正向的积极作用。

总结：综上所述，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深入普及，

带给人们生活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造成一定的困扰，尤其是不合

理、不正确的使用不利于幼儿的健康成长及社会性发展。因此，政

府应当加紧立法，做好监管 ；家长要以身作则，树立榜样 ；学校要

健全课程，加强引导，三方共同关注、通力合作、协调一致，守护

好幼儿成长的大环境，守护好祖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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