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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 0—3 岁婴幼儿家庭早期教育现状调研 
◆屈宇虹  傅钰雯  李园园  戴熠贤  魏玲玲  郑清莲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陕西省西安市  710061） 

 
摘要：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和人们日益关注早期教育的社会背

景下，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法，对婴幼儿抚育人群体进行调查，旨在了

解日前婴幼儿抚育人对于家庭早期教育的认同、问题与需求，获取早教

知识的途经，以及其使用相关的早教互联网平台时的关注点与问题。 

关键词：互联网+背景；婴幼儿家庭早期教育 

 

 

引言 
0-3 岁是人发展动作技能、认知能力、语言能力、情绪智力

以及人际交往能力等的关键时期，而在此时期内，婴幼儿的主要
生长环境是家庭。因此，家长形成科学育儿的意识并掌握早教实
践技能就十分重要。同时，我国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与倡
议婴幼儿早期教育的政策方针，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 年) 》提出“要重视 0 ～ 3 岁婴幼
儿教育”，《人口发展“十一五”和 2020 年规划》中也提出“大
力普及婴幼儿抚养和家庭教育的科学知识，开展婴幼儿早期教
育”[1]。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互联网+教育”也逐渐成为现代教
育的重要途径与内容。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在高校中的互联网
+教育，却鲜有婴幼儿互联网+婴幼儿教育领域的研究——由于婴
幼儿发展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其主要教养人为婴幼儿互联网+教
育的受众，而教养人通过互联网平台所学习到的婴幼儿保教知识
的多少是难以具体测查的，因此教育效果难以量化并呈现。这抬
高了人们进行常规研究的门槛，对科学婴幼儿保育教育活动的理
论探讨和实践研究形成了阻碍。另外，经研究发现，现有的较高
知名度的早教机构的官网、婴幼儿教养微博、学前教育或婴幼儿
微信公众号和育婴 app 等，都或多或少存在着管理不善、更新不
及时、育婴知识不够系统全面等问题。 

因此，本研究基于该现状，建立“妈咪智爱”微信公众平台
并试行推广，并面向西安市的相关人群进行调查研究，以测查相
关人群对家庭早期教育的认知、问题与需求，以及对育婴微信公
众平台的问题与期望，便于本平台后期渐趋完善。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西安市碑林区、雁塔区和未央区内正在抚育 0-3 岁婴幼

儿的夫妇，有婴幼儿期弟弟妹妹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对象，最后
回收有效问卷共计 214 份。 

（二）研究工具 
自编问卷《互联网+背景下 0-3 岁婴幼儿家长家庭早期教育

现状调查》。分为基本信息、家庭早教认同及内容、家庭早教问
题、家庭早教需求、使用互联网平台获取家庭早教信息的途径与
内容、使用互联网早教平台的问题及需求六个维度，共计 24 题。 

二、研究结果 
（一）婴幼儿家庭早期教育现状 
1、家庭早教认同及内容 

表 1  家庭早教认同情况（单位：%） 
非常有必要 较有必要 一般 较没必要 完全没必要 

62.15 24.77 10.28 1.4 1.4 
由表 1 可见，在填写人中，认为家庭早期教育非常有必要的

占比 62.15%，较有必要的占比 24.77%，而认为一般、较为必要
和完全没必要的则仅占比 13.08%。因此在本调查中，填写人对
家庭早期教育认同度较高，且较为重视家庭早期教育。 

表 2  家庭早教内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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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1 58.88 50.93 52.8 27.1 48.6 1.87 

同时，由表 2 可知填写人在家庭早教内容方面，主要关注点
为亲子阅读、婴幼儿语言学习与良好习惯礼仪的养成、亲子游戏
和亲子互动，而关注婴幼儿运动智能发展的填写人仅占 27.1%。 

2、家庭早期教育中的问题与需求 
（1）婴幼儿教养缺乏父亲参与 
回收的问卷数据显示，婴幼儿的主要教养人 55.61%为母亲，

而仅有 27.1%为婴幼儿的父亲，说明父亲参与婴幼儿教养相对较
少。在早期教育相关研究中指出，“在儿童早期教养过程中，高
水平的父亲教养参与有利于儿童的体格发育，能促进儿童的认
知、情感、社会性的发展，能促进儿童的性别角色认同以及儿童
自我意识和积极个性品质的形成与发展[2，3]。反之，低水平的父
亲教养参与，或是父亲教养的缺失，往往会对导致儿童的内化问
题行为( 如抑郁、焦虑等) 和外化问题行为( 如攻击、退缩等) ，
不利于其个性及社会性发展，甚至还会对家庭整体的功能带来消
极的影响[3]。”但这一现状受传统家庭角色、传统社会结构等复杂
因素影响，是难以在短期内改善的。因此可以说，父亲教养角色
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现今家庭早期教育的困境。 

（2）家长关注的早教内容广泛，但相应的教养知识匮乏 
表 3  家庭早教的关注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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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家庭早教困惑及指导需求（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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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表 4 可知，家长关注的早教的内容广泛，尤其关注
婴幼儿的早期智力开发、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人际交往及良好
情绪、身体健康与运动智能和良好生活与卫生习惯的培养，但是
相应的，也在婴幼儿的营养饮食、身体发育、习惯养成、行为解
读、智力开发、艺术智能开发和疾病预防上存在困惑。因此可知，
虽然主要教养人认同家庭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并且关注的早教知
识非常广泛，但其仍然在相应的早教知识上较为匮乏，即家长的
教育需求和教育能力不相匹配。 

（二）互联网+背景下婴幼儿家庭早期教育现状 
1、家长使用互联网平台获取家庭早教信息的途径 

表 5  互联网早教平台的使用（单位：%） 
育儿网站 育儿 APP 微信平台 微博等社交平台 其他 

58.88 68.69 62.15 37.85 2.34 
由表 5 可知，填写人中选择育儿 APP 的占比达到 68.69%，

选择微信平台的占比 62.15%，选择育儿网站的占比 58.88%，选
择微博等社交平台及其他的占比 40.19%。可知，家长目前通过
互联网平台了解家庭早期教育的途径是多样的。 

2、家长/教养人使用互联网早教平台的问题及需求 
（1）互联网早教平台存在的问题 

在西安市现有的早教机构官网调查分析中，除美吉姆西安幼儿早
教机构、A 索国际早教机构、西安市金宝贝早教中心和新爱婴早
教中心的官网、微博或微信公众平台易查找、页面布局美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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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更新且实用方便外，其他如西安金色起点早教中心、凯米宝贝
早教等早教机构的官网、微博或微信公众平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着网页不易查找、页面缺乏美感、信息不全、更新停滞、缺少有
效内容等问题；在较知名的育儿 APP 中，妈妈咪呀、妈咪知道
等兼顾了线上答疑、讨论社交和育婴指导的实用功能，相对来说
在家庭早教指导方面针对性不强、力度不足；而轻松妈妈、月嫂
妈妈则主要为招聘月嫂的软件。 

除此之外，现有的早教微信公众平台也存在着良莠不齐的问
题。质量较好的如学前教育网、金苹果学前教育、早期教育亲子、
icei 美婴国际早期教育等，内容丰富且涉及家庭早期教育中教养
方法、育儿经验、亲子活动等方面。然而，目前早教微信公众平
台仍以商业机构类为主，且多关注和推送 3 岁以上幼儿的相关内
容。可以说，目前专注于 0-3 岁婴幼儿家庭早期教育的实践性强
且专业科学的微信公众平台较少。 

（2）教养人对互联网早教平台的需求 
表 6  使用互联网早教平台的需求（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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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5.42 5.25 4.14 3.4 3.39 2.7 1.95 0.12 
由表 6 可知，家长对现有互联网早教平台提供的早教信息的

需求及期望的赋值从高到低依次为先进科学的早期教养理念、婴
幼儿早期智力开发、语言智能开发、婴幼儿身体健康保育、运动
智能开发、婴幼儿心理健康及品德教育、艺术智能开发、亲子互
动及其他。与表 4 相对应，赋值较高的教养理念指导、智力开发

和语言智能开发也同样是填写人在家庭早期教育中存在较多困
惑之处。 

三、指导建议 
1、鼓励父亲参与家庭早期教育，并学习早期教育知识，为

家庭合力科学育儿提供支撑与保障。如，母亲可以鼓励父亲照看
孩子，同时母亲应注意不要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而忽视了
父亲的感受，多关心父亲，共同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 

2、尝试联合社区、幼儿园实现对家庭早期教育指导的一体
化，向家长宣传科学先进的早期教育理念并适当入户指导。 

3、规范互联网早教平台的运营，平台管理者应根据家长需
求完善信息，并定期更新，为家长提供系统有效的早期教育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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