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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屏幕暴露对语言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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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 2~5 岁儿童屏幕暴露与语言能力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方

法，对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1 月于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儿童保健中心门诊常规体检的

299名 2~5岁儿童进行儿童神经心理行为检查量表（2016版）检查，并自制调查问卷对家长进行问卷

调查，收集家庭人口经济学信息及屏幕暴露特征（如时间、质量）相关情况。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独

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不同屏幕暴露时间和质量儿童语言发育商差异，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屏幕暴

露时间和质量与语言发育商的相关性，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不同屏幕暴露时间和质量

儿童发生语言能力落后的风险。结果　299 名儿童中男 184 名（61.5%）、女 115 名（38.5%），年龄为

（3.9±1.1）岁。儿童每日屏幕暴露时间<60、60~120、>120 min 人数分别为 163 名（54.5%）、86 名

（28.8%）、50名（16.7%），语言发育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4±13、90±13、84±14，F=8.92，P<0.001）。每

日屏幕暴露时间 60~120 和>120 min 均是语言能力发展的危险因素（OR=2.28，95%CI 1.00~5.17，P=
0.043；OR=3.96，95%CI 1.86~9.17，P<0.001）；共同观看为主伴有语言输入、观看教育类节目均为儿童

语言能力发展的保护因素（OR=0.48，95%CI 0.25~0.91，P=0.024；OR=0.36，95%CI 0.19~0.70，P=
0.003）。结论　屏幕暴露时间过长及不良的屏幕暴露行为与儿童语言能力发展存在关联，应限制屏

幕暴露时间及合理使用屏幕，促进儿童语言能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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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creen exposure and 
language skills in children aged 2-5 years. Methods　 There were 299 children aged 2-5 years, 
recruited by convenience sampling from those who visited the Center of Children′s Healthcare,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Institute of Pediatrics for routine physical examination from November 
2020 to November 2021. Their development status were evaluated by the children 
neuro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scale (revision 2016).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for parents 
was conducted to collect demographic and socioeconomic information and screen exposure 
characteristics (time and quality). One‑way ANOVA and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were appli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development quotient of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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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sure time and quality.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creen exposure time and quality with language developmental quotient.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isk of language underdevelopment in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screen exposure time and quality. Results　Among 299 children, 184 (61.5%) were boys and 115 
(38.5%) were girls, with the age of (3.9±1.1) years. The number of children with daily screen 
time <60, 60-120 and>120 min was 163 children (54.5%), 86 children (28.8%) and 50 children 
(16.7%), respectively, with the language development quotients of 94±13, 90±13, 84±14, 
respectively, demonstrating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8.92, P<0.001).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screen exposure time of 60-120 and >120 min per day were both 
risk factors for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al quotients (OR=2.28, 95%CI 1.00-5.17, P=0.043; 
OR=3.96, 95%CI 1.86-9.17, P<0.001), and co‑viewing and exposure to educational programs were 
both protective factors for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al quotients (OR=0.48, 95%CI 0.25-0.91, 
P=0.024, OR=0.36, 95%CI 0.19-0.70, P=0.003). Conclusions　Excessive exposure screen time and 
inappropriate screen exposure habits are associated with children′s poorer language development. 
Screen exposure time should be limited and screen use should be rational to promote children′s 
language skills.

【Key words】 Child; Screen exposure; Developmental quotient;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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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儿童屏幕暴露问题不断增加［1］，

前期的研究显示 0~<18、18~36 月龄儿童每日屏幕

暴露时间分别为 0.3、1.2 h［2］，婴幼儿期及学龄前期

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屏幕暴露时间过长问题。国内

外研究表明屏幕暴露时间增加与儿童肥胖、糖尿

病、视力受损、睡眠问题等发生有关［3‑5］，过长的屏

幕暴露时间及不良的屏幕暴露习惯还会导致儿童

认知障碍及心理行为异常［6‑7］。我国针对儿童早期

发展的队列研究显示，早期过度屏幕暴露影响儿童

认知发育及社交行为发展［8］。语言是儿童早期发

展过程中需要掌握的重要技能，目前国内外相关的

研究显示长时间屏幕暴露与儿童早期认知和语言

发展呈负相关［9］，并已针对合理的屏幕暴露时间提

出建议［10］，但是针对屏幕暴露时间和质量对儿童语

言能力发展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对常规体

检的 2~5岁儿童进行横断面调查，探讨屏幕暴露时

间和质量与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关系，为存在不良

屏幕暴露行为儿童的早期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对象和方法

一、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 2020 年 11 月至

2021年 11月于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儿童

保健中心常规体检的 299 名 2~5 岁儿童为研究对

象，对家长进行问卷调查。排除既往已明确诊断视

力障碍、听力障碍、出生异常、精神疾病、遗传代谢

病及其他神经系统和发育障碍性疾病的儿童。本

研 究 获 得 首 都 儿 科 研 究 所 伦 理 委 员 会 批 准

（SHERLL2020042），家长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二、方法

1. 问卷调查研究：自制调查问卷包括基本信

息、屏幕暴露特征两部分。（1）基本信息包括儿童的

年龄、性别、父母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主要

带养人、是否独生子女等。（2）屏幕暴露特征包括屏

幕暴露时间和质量。屏幕暴露时间为带养人回顾

过去 7 d 内儿童在工作日、休息日每日使用电子产

品（电视、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等）的时间并计算每

日屏幕暴露时间（<60、60~120、>120 min），每日屏

幕暴露时间=（每个工作日屏幕暴露时间×5+每个

休息日屏幕暴露时间×2）/7［6］。屏幕暴露质量包括

陪伴和观看内容， ①陪伴即共同观看为主伴有语

言输入（否/是），②观看内容即观看教育类节目如

“宝宝巴士”“小猪佩奇”“斑马思维”等有教育意义

节目为主（否/是）［11］。问卷由经过培训的门诊医生

负责发放，向家长解释调查目的及意义，在医生指

导下由家长完成问卷填写。

2.儿童神经心理行为检查量表（2016版）［12］：评

估儿童总发育商和大运动、精细动作、适应能力、语

言、社会行为 5个能区的发育商。总发育商及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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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发育商均以≥80为正常、<80为发育存在异常。

三、统计学分析

Epidata 3.1建立数据库，将问卷收集资料录入

数据库，SPSS 21.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通过正

态性检验（Kolmogorov‑Smirnov检验）判断各计量资

料是否服从正态分布，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 ± s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多组

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例（%）

表示，采用χ2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采用多元线性回

归模型分析屏幕暴露时间、质量与儿童语言发育商

相关性。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不同屏

幕暴露时间和质量儿童发生语言能力落后的风险。

双侧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基本信息

共发放调查问卷 330份，回收有效问卷 299份，

有效回收率 90.6%。其中男 184 名（61.5%）、女 
115 名（38.5%），年龄为（3.9±1.1）岁。母亲文化程

度本科 153 名（51.2%），父亲文化程度本科 136 名

（45.5%），家庭人均月收入 8 000~15 000 元 115 名

（38.5%），家庭主要带养人为父母 207 名（69.2%），

独生子女 164 名（54.8%），每日屏幕暴露时间<60、
60~120、>120 min 分 别 有 163 名（54.5%）、86 名

（28.8%）、50名（16.7%），共同观看为主伴有语言输

入 202 名（67.6%），观 看 教 育 类 节 目 151 名

（50.5%）。299名儿童总发育商为 91±8，大运动、精

细动作、适应能力、语言、社交行为发育商分别为

94±11、90±9、95±12、91±14、90±14，发育商<80分别

有 32 名（10.7%）、45 名（15.1%）、33 名（11.0%）、

55名（18.4%）、41名（13.7%）。

二、儿童语言发育商影响因素分析

母亲文化程度、每日屏幕暴露时间、观看教育

类节目均是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均 P<
0.01，表1）。

三、不同屏幕暴露时间和质量儿童语言发育商

比较

每日屏幕暴露时间<60、60~120、>120 min的儿

童语言发育商分别为94±13、90±13、84±14，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F=8.92，P<0.001）；在屏幕暴露质量方面，

是否共同观看为主伴有语言输入儿童的语言发育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3±13 比 88±14，t=3.12，P=
0.002）；是否观看教育类节目儿童的语言发育商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94±12比88±14， t=4.02，P<0.001）。
四、屏幕暴露时间和质量与儿童语言发育商的

相关性

以儿童语言发育商为因变量，以儿童性别、年

龄、父母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主要带养人、

独生子女、每日屏幕暴露时间、共同观看为主伴有

语言输入、观看教育类节目作为自变量，运用多元

线性回归方程进行分析（F=11.14，P=0.043）。在控

制了混杂因素后，儿童语言发育商与每日屏幕暴露

表1 儿童语言发育商异常发生率及影响因素［例（%）］

影响因素

年龄（岁）

 2~<3
 3~<4
 4~<5
性别

 男

 女

母亲文化程度

 专科及以下

 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父亲文化程度

 专科及以下

 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8 000
 8 000~15 000
 >15 000
主要带养人

 父母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保姆及其他

独生子女

 是

 否

每日屏幕暴露时间（min）
 <60
 60~120
 >120
共同观看为主伴有语言输入

 否

 是

观看教育类节目

 否

 是

总人数

81
100
118

184
115

85
153

61

98
136

65

72
115
112

207
71
21

164
135

163
86
50

97
202

148
151

语言发育
商<80

16（19.8）
20（20.0）
19（16.1）

36（19.6）
19（16.5）

25（29.4）
22（14.4）

8（13.1）

24（24.5）
24（17.6）

7（10.8）

16（22.2）
22（19.1）
17（15.2）

33（15.9）
15（21.1）

7（33.3）

34（20.7）
21（15.6）

19（11.7）
18（20.9）
18（36.0）

24（24.7）
31（15.3）

40（27.0）
15（9.9）

χ²值
0.69

0.44

9.65

4.99

1.52

4.31

1.32

15.62

3.85

14.55

P值

0.710

0.509

0.008

0.082

0.469

0.116

0.250

<0.001

0.05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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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呈负相关（β=-0.06，P<0.001）；母亲文化程度、

共同观看为主伴有语言输入、观看教育类节目与儿

童语言发育商均正相关（均P<0.05），见表2。

五、儿童屏幕暴露时间和质量与语言发育商多

因素分析

表 3可见，在调整了年龄、性别、母亲文化程度

影响因素后，每日屏幕暴露时间 60~120、>120 min
均为儿童语言能力发展落后的危险因素（均 P<
0.05）；共同观看为主伴有语言输入、观看教育类节

目 均 为 儿 童 语 言 能 力 发 展 的 保 护 因 素（均

P<0.05）。

讨 论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儿童屏幕暴露时间的指南

指出［13］，不建议 2岁以下儿童接触各种屏幕，2~5岁

儿童每日屏幕暴露时间不应超过 1 h（60 min）。本

研究 2~5 岁儿童中仅 54.5% 屏幕暴露时间符合指

南要求，可见存在屏幕暴露过度情况。过多的屏幕

暴露时间与儿童语言能力发展呈负相关，而较好的

屏幕暴露质量（共同观看和教育类节目）与儿童语

言能力发展呈正相关。

既往针对屏幕暴露时间与个体发育间关系的

研究结论较为一致，指出过多的屏幕暴露时间与较

差的语言能力发展有关［14‑16］。加拿大针对 2 441名

2~5岁儿童屏幕暴露时间和发育情况的 5年纵向随

访发现，屏幕暴露时间对儿童的沟通及自我需求表

达等能力呈负面影响［6］。屏幕暴露时间过长对于

儿童沟通不良的影响在于与带养人对话的频率减

少，阻碍带养人与儿童之间的互动。前语言阶段儿

童通过目光对视、共同注意、情感分享和手势等完

成沟通交流，这种能力对后期语言发展有预测作

用［17］。婴幼儿时期来自环境因素的刺激如讲话者

的唇部运动、肢体动作和听觉通道的信息可激发儿

童的主动认知语言处理能力，将前额叶皮层和大脑

各个区域之间构建起功能性连接，从而形成产生认

知语言控制所需的自上而下的网络体系。屏幕暴

露通常以具有被动处理为特征的听觉和视觉刺激

形式出现，因此很可能导致与认知语言控制相关的

大脑网络发育不健全［18］。生命早期的屏幕暴露时

间过长可影响语言和认知能力发展。

本研究发现接触电子产品时有父母陪伴观看

的儿童语言能力优于独自观看儿童。“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

发［2019］15 号）和“ 健 康 儿 童 行 动 提 升 计 划

（2021—2025）”中提出要注重亲子陪伴和交流玩

耍。及时有效地回应和亲子互动有助于刺激儿童

大脑神经元之间建立连接，获得认知刺激、情绪调

节和社会参与。家长通过互动性玩耍和婴幼儿建

立情感联结，在互动中提供“刺激语言发育”的环

境［19］。有研究显示母亲的口头鼓励和关注对儿童

的语言发展尤为重要［20］。本研究显示观看教育类

节目是儿童语言发展的保护因素。教育类节目的

听觉和视觉模拟通常根据儿童的发展需要编制，可

调动儿童多感官参与，提升语言沟通能力［21］。温暖

的育儿和教育内容与适当的屏幕暴露产生相互作

用促进儿童神经心理发育［22］。因此，评估屏幕暴露

行为不应只强调时间长短，即屏幕暴露时间不是评

估屏幕暴露行为对儿童影响的唯一变量，屏幕暴露

质量也同样需要关注。

目前我国针对儿童屏幕暴露已出台相关政策

指南及干预措施，家长应该成为儿童屏幕暴露使用

的指导者并应严格把关，建议在合理屏幕暴露时间

内选择高质量的节目进行共同观看，积极进行回应

性照护，激发儿童潜能，同时培养儿童屏幕暴露使

用的自控力，进而更好地从电视或媒体中获益。儿

科医生、妇幼保健工作者应全面满足家庭的养育需

求，实现妇幼医疗机构与妇幼保健机构的双向转诊

表2 儿童屏幕暴露时间和质量与语言发育商的多元线性

回归模型

影响因素

年龄

性别女

母亲文化程度

 中（本科）

 高（研究生及以上）

共同观看为主伴有语言输入

观看教育类节目

每日屏幕暴露时间

β值

-1.13
0.54

3.51
6.10
5.47
3.04

-0.06

标准误

0.69
1.49

1.73
2.12
1.47
1.42
0.02

t值

-1.63
0.36

2.03
2.88
3.73
2.14

-4.59

P值

0.104
0.717

0.044
0.004

<0.001
0.033

<0.001
注：母亲文化程度以低（专科及以下）为参照组

表3 屏幕暴露对儿童语言发育商影响Logistic回归分析

变量

每日屏幕暴露时间（min）
 60~120
 >120
共同观看为主伴有语言输入

观看教育类节目

β值

0.82
1.42

-0.75
-1.02

P值

0.043
<0.001

0.024
0.003

OR值

2.28
3.96
0.48
0.36

95%CI

1.00~5.17
1.86~9.17
0.25~0.91
0.19~0.70

注：每日屏幕暴露时间的参考值为<6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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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形成儿童早期发展服务网络［23］。

本研究尚有不足之处，首先，采用的是横断面

调查研究，针对于保健科门诊正常体检儿童，存在

选择偏差，可能会低估危险因素与结果之间的关

联，儿童屏幕暴露时间收集存在主观和潜在回忆偏

差的可能，采用全面发育评估量表中语言能区对儿

童整体语言能力进行评估，缺乏对语言理解、表达

等多维度能力的评估，后续将应用标准化语言评估

工具进一步探讨语言能力与屏幕暴露及其他环境

因素的交互关系；其次，儿童语言能力发展受到多

种因素影响，如儿童气质类型、有效亲子互动等，在

之后的纵向研究中将更加全面分析个体、环境等因

素对儿童语言能力的影响，以期为制定适合儿童年

龄特点的屏幕使用建议提供更多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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