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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背景下学前儿童道德教育的风险与防范措施研究      

王旭丹  张多霞  吴启慧 
（秦州区天水师范学院  甘肃天水  741000） 

摘  要：当今时代我国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短视频应用也随之推广，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青睐。短视频在发展过程中已

经渗透到了人们的生活，人们将短视频作为精神消遣的重要形式，并且短视频也成为了目前社会发展的重要经济形式，刺激了社会

的经济增长。短视频其内容丰富多样，并且形式比较新颖，精简的视频传递着趣味性以及价值性的内容，让人们在无形之中对其产

生了精神依赖。但是短视频对学前儿童的危害很大，不利于学前儿童道德观念的形成，也会影响儿童身心健康发展。本文将就短视

频对学前儿童产生的影响做出阐述，并提出一些建议帮助学前儿童规避短视频带来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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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短视频的受众群体非常全面，这与视频的内容有着紧密的

联系。短视频可以传递各个行业和领域的关键信息，也可以为

人们提供丰富的知识内容，短视频也可以为人们提供娱乐价值，

这让人们改变了以往的信息接收形式。当今时代的人群，不再

将看电视、读书等作为信息接收以及精神娱乐的唯一途径，更

多的利用短视频这一形式获取自身所需，这就能够说明，短视

频对人们的生活、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带来一定的影响。短视

频的盛行，也对学前儿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学前儿童的

思想观念尚未成熟，不具备判断力以及自控力，会导致学前儿

童的道德行为不端正，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对此，本文对

“短视频”背景下学前儿童道德教育的风险与防范措施展开分

析。 

一，“短视频”概述 

短视频就是短片视频，是一种信息内容的传播形式，在互

联网应用中十分的盛行。短视频时长控制在 5 分钟以内，在手

机、电脑等诸多互联网应用中推送。当今时代，我国信息技术

快速的发展，移动终端以及网络的普及，也让短视频应用得到

了推广。短视频这一平台受到公众的认可和青睐，短视频行业

也逐渐的崛起。各大短视频平台的视频创作者，通过视频推送

各个行业、领域的内容，吸引了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的人群

注意。 

二，“短视频”为学前儿童道德教育带来的风险 

（一）“短视频”内容良莠不齐，影响学前儿童思想观念 

短视频内容繁杂、良莠不齐，甚至短视频内容涵盖暴力、

血腥、低俗等相关内容，即便短视频平台会对视频内容进行审

核，但是依旧存在一些漏网之鱼，或者视频内容有着不良信息

的暗示。学龄前的儿童并不具备判断力，并且很多家长平日比

较忙碌，没有太多时间对儿童进行监管，甚至一些家长为了带

孩子方便，主动的让孩子观看短视频。这就会导致儿童过早的

接触一些不符合该年龄段的内容，为学前儿童的思想和价值观

念带来一定的冲击。学前儿童在开展道德教育时，会先从儿童

的认知以及行为习惯开始培养，但是儿童接触短视频后导致学

前儿童的认知水平不一，出现一些不良行为，如口头语、小动

作、攀比心理等等，这都是短视频内容所影响的，这会导致学

前教育工作者对于道德教育工作开展无从下手，也加大了学前

儿童道德教育的难度。 

（二）“短视频”使人精神麻痹，让学前儿童过分依赖 

短视频的诞生为人们提供了便捷和娱乐，并且短视频的内

容丰富多样，特效与音效的配合也十分吸引眼球，这些都能够

为人们带来视觉冲击，让人们对此十分痴迷。学前儿童也不例

外，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保持安静，就会为孩子播放一些短视

频，孩子一旦接触的视频，就会沦陷其中无法自拔。短视频对

于学前儿童的吸引力十分大，动态化的画面配合相应的音频，

正是学前儿童所喜爱的形式。这就会让儿童上瘾，久而久之，

大量的看短视频会让学前儿童精神行麻痹。短视频能够快速地

进行信息的传递，让人直接性的接收一部分内容，但是会让人

不愿意主动思考，并且对于探究和分析失去了兴趣，这对于学

前儿童来讲危害是十分大的。学前儿童需要培养其好奇心、求

知欲以及探究能力，这样才能够便于此阶段的孩子进行知识的

获取和能力的锻炼【1】。但是，如果该阶段的儿童失去了主动探

究、分析、思考的欲望，就会让学前教育提高了难度。这也让

学前儿童陷入困境，难以脱离短视频的干扰。 

（三）“短视频”形式新颖有趣，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 

由于短视频会让儿童对其上瘾，因此很多儿童会花大量的

时间去刷短视频，观看短视频。部分儿童的家长工作比较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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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时间进行管教，儿童自身也缺乏自制力，导致很多儿童一

看短视频就停不下来。短视频都是通过移动终端设备播放的，

手机、平板电脑这些移动终端设备，如果长时间的使用和观看，

也会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儿童正是身心发育的重要时期，如

果长时间拿着手机、平板电脑观看短视频，不仅会影响儿童的

视力、颈椎、脑部神经等，也会导致儿童肥胖【2】。长时间观看

短视频，让儿童减少了户外活动和社交，会也让儿童的心理健

康受到影响。 

三，“短视频”背景下学前儿童道德教育的防范措施 

（一）加强短视频平台的监管，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短视频平台已经在生活中逐渐普及，现阶段，视频也成为

了人类生活中娱乐的主要形式，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进步。但是

短视频在推送过程中内容良莠不齐、非常的繁杂，对人们的思

想观念带来一定的冲击。因此，短视频平台应该加强自身的监

管，在用户上传短视频时，后台应该加强视频的审核，确保视

频内容不参杂不良信息，防止不良信息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

影响。目前，大部分的短视频平台都开通了青少年模式，这更

适合青少年及以下的人群进行观看。在开通青少年模式后，所

推送的视频内容也更适合该阶段的人群观看。短视频平台可以

开通时间限制，在开通青少年模式后，每次观看视频的时间不

能超过固定的时长，这就能够通过平台的管理，防止青少年及

以下年龄段的人群沉浸在短视频中，可以自我管控。平台也要

对短视频创作者提供相应的要求，对短视频创作者进行规范，

防止其创作出不够积极、健康、正能量的视频，影响观众的视

野。平台可以倡导创作者发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正能

量的视频内容，对正能量的信息进行宣传和推广【3】。这样才能

够营造积极正向的网络环境，让短视频平台更加绿色、健康、

正向。 

（二）组织多样化教学活动，带领儿童回归到现实生活 

学前儿童的道德教育需要以多样化的形式开展，但是绝对

不能以单一的说教形式进行。儿童对于语言的理解有限，并且

自身的天性就比较爱玩，如果采用说教的形式进行道德教育，

并且利用说教的形式来管制儿童观看短视频这一行为，会让儿

童产生逆反心理，这也不利于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儿童沉浸

在短视频中也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如果教育工作者或者家长

能够经常带领儿童从事一些趣味性的活动，玩一些游戏，以活

动的形式进行道德教育，就会转移儿童的注意力，让儿童的注

意力不仅仅局限在短视频中。家长可以与学前教育工作者联合，

共同策划出丰富多样的道德教育活动，可以是比赛、可以是实

践也可以是亲自互动，通过多样化的活动带领儿童回归现实生

活，通过活动强化儿童自身的素质，让儿童提高自身的道德意

识，端正自身的态度和行为【4】。 

（三）家校合作展开道德教育，培养儿童的综合素质 

家长与学前教育工作者是开展道德教育的主力军，因此家

长可以与学前教育工作者展开合作，为儿童组织多样化的教学

活动，探讨出展开高效道德教育的对策，承担起道德教育的责

任，以此来强化儿童自身素质，并且锻炼儿童多方面能力。家

长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对儿童做好正确的引导，并且以身作则，

带领幼儿从事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让儿童逐渐的脱离移动终端

设备，脱离短视频。学前教育工作者在开展学前教育过程中，

也应该为儿童做好正确的引领，普及本短视频对儿童带来的危

害，让儿童明确的视频并不是主要的娱乐形式，长时间的观看

短视频会对自身带来诸多的不利影响。学前教育工作者也可以

协同家长为儿童组织户外活动，通过家长的参加来实现亲子互

动，这样能够让幼儿明确更多的道德相关知识，树立良好的道

德观念。也能够通过户外活动使亲子间的情感升温，对儿童有

着积极的影响【5】。 

结束语 

总之，短视频在创作时，并不限制创作人群，各个阶层的

人群都可以利用短视频进行信息以及各种内容的记录和传递。

短视频的质量有高有低，因此短视频在传播过程中也会有不良

的信息进入到儿童的视野中，为儿童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

家长和学前教育工作者应对此提高重视，通过多样化手段进行

干预和引导，防止儿童沉迷于短视频中，以正确的形式展开道

德教育，端正儿童思想观念，规范儿童的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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