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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农村学前留守儿童电子媒介使用现状研究

——以广西 Y 市 B 县 Y 镇农村的三所幼儿园为例

梁美凤　汤春丽　陈清凤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教育学院　广西来宾　546199

摘　要：务工潮的到来使得农村留守儿童比例增加，相当多的学前留守儿童因为缺乏亲情关爱，迷恋媒介交流。由此，在

当前的信息时代和电子媒体的日益低龄化的背景下，学前留守儿童的媒介素质教育显得尤为紧迫和现实。通过对 162 名学

前留守儿童家庭开展调查问卷，发现农村学前留守儿童高频使用和过度依赖电子媒介。为引导学前留守儿童科学使用电子

媒介，必须由家庭、幼儿园、媒体机构以及整个社会协同合作，根据儿童的生长规律和年龄特点，建立适合学前留守儿童

的媒介生态体系，从而促进儿童在学习和利用电子媒介过程中获得积极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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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电子媒介的普及和深入，家庭与幼儿园环境中儿

童接触电子产品的机会日益增多。有研究表示，超七成 0-6

岁学龄前儿童已能够独立使用屏幕媒介 [1]。根据《中国儿童

发展报告（2022）》所示，在对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依赖上

农村儿童比城市儿童更高，周中和周末每天使用电子产品

1 小时以上占比分别为 19.19% 和 57.53%，高于城市儿童的

17.24% 和 50.74%[2]。父母进城务工常导致留守儿童家庭教

育缺失，电子媒介的普及填补了儿童精神上的空缺。但电子

媒介具有双重性，既为学前留守儿童带来丰富资源和信息，

也可能对其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为了解农村学前留守

儿童的电子媒介使用现状，本研究以广西 Y 市 B 县 Y 镇的

农村为例，对学前留守儿童电子媒介使用开展相关调查。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问卷的对象为广西 Y 市 B 县 X 镇农村的三所幼

儿园学前留守在家的儿童和儿童的家长。问卷主要由扶养人

进行填写，幼儿园教师辅助回收。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情况

见表 1。

表 1  调查问卷基本情况表（N=162）

基本信息 类别 人数 所占百分比（%）

儿童性别
男 78 48.15

女 84 51.85

监护情况

单亲监护 72 44.44

隔代监护 84 51.85

亲邻监护 5 3.08

同辈监护 1 0.62

父母文化程度

从未上过学 0 0

小学 53 16.4

初中 183 56.5

高中（或中专） 72 22.22

高中（或中专）以上 16 4.9

1.2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问卷主要参考了韩佳怡（2018）的《西安市

学龄前儿童媒介使用调查问卷》[3] 以及周桐帆（2022）的《幼

儿电子媒介使用情况调查问卷》[4] 并加以改编。问卷包含学

前留守儿童及家庭情况基本信息、儿童在家庭使用电子媒介

的情况以及家长对儿童电子媒介使用态度以及管理三个部

分的内容。本研究有效回收率为 91.01%。同时，为进一步

深入了解学前留守儿童电子媒介使用的现状及原因，为此根

据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儿童随机抽取 10 名家长，辅助进行深

入访谈，以期得到更详细真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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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结果

2.1 学前留守儿童使用电子产品的情况

2.1.1 使用内容：以观看娱乐视频、玩游戏为主

调查结果显示，看视频成为儿童花费时间最多的内容，

占比约为 53.1%。尽管，看视频是学前留守儿童最常用的功

能，但是玩游戏仍然是学前留守儿童的主流内容，占比约为

34.6%。除此之外，选择让儿童听音乐或故事的家长占 5.6%，

而选择语音或视频聊天的家长则占 3.7%。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目前儿童观看的视频内容主要以动画片为主，如海底小

纵队、萌鸡小队等，但是用家里联网的数字电视或智能手机

来看短视频已经占据了一部分学前留守儿童的时间。

2.1.2 使用时长：平均每次使用 1 小时以上为主

在 60 分钟以上使用时长中，电视占比达到 49.38%，比

例最高。智能手机紧随其后，占比 38.99%。在 30-60 分钟

的使用时长中，最高比例为智能手机，约占 53.46%；随后

到电视，约占 45%。就时长问题，研究者进行深度采访中得知，

一些儿童平时放学回家马上就要打开电视。特别是在周末的

时候，一整天都在看电视，不出门与其他小伙伴玩。由此，

60 分钟以上是大多数儿童平均每天使用电子媒介的时长。

2.1.3 使用频率：最高为电视、手机平均每天三次

在家庭儿童使用电视的频率为每天平均 3 次比例最高，

占 72.5%。其次到智能手机占比约为 44.03%。其余平板电脑、

人工智能助手、智能阅读与学习工具分别占比为 16.67%、

5.66%、6.15%。对一部分家长做了访谈了解到一些孩子老

是想频繁地玩手机游戏，即使家长让他停下来，也会在不久

后悄悄地继续玩。还有兄弟姐妹多的家庭，大的玩，小的也

跟着玩。由此，家长多数表示家中学前儿童使用电子媒介设

备的频率过高。

2.1.4 使用方式：多为儿童独自使用电子媒介

在 家 庭 中， 儿 童 独 自 使 用 电 视 所 占 比 例 最 高， 为

85%；其次到智能手机，占比为 54.72%。除此之外，独自

使用各类型电子媒介的比例均较低。与此同时，通过对家长

进行访谈进一步了解，发现多数儿童都是自己独自使用电子

媒介。如 F 家长说道：“我家有一个被我们淘汰下来的手机，

一般都是给他自己用，比如看动画片、玩游戏，这些都是他

自己操作的。但有时候我们也会对他使用手机的时间进行管

理，不让他玩这么久”。Y 家长：“平常我跟孩子奶奶需要

出去干活，为了防止他哭闹，我们直接给手机他自己玩”。

因此，在使用方式中，多数家长都是让儿童自己独自使用，

极少全程参与使用。

2.2 成人对学前留守儿童使用电子媒介的认识

2.2.1 态度：对儿童使用电子媒介的利弊权衡感到困惑

在父母或抚养者对儿童使用电子媒介的认知中，占比

51.23% 的家长认为儿童使用电子媒介有利又有弊，难以判

断利弊影响程度；认为利弊相差无几的家长占比 29.63%；

而有 14.81% 的家长则表示电子媒介的使用对于儿童来说弊

大于利；仅有 4.32% 的家长认为电子媒介对儿童产生的正

面影响超过了负面影响。这一数据反映出超过半数的家长对

于学前儿童使用电子媒介的利弊权衡感到困惑，他们难以准

确评估电子媒介对儿童成长的具体影响。

2.2.2 管理：部分家长会兼顾考虑儿童使用的内容及时间

根据对家长对儿童使用电子媒介要求的调查结果显示，

大部分的家长会兼顾考虑儿童使用的内容和时间。61.73%

的家长对学前留守儿童既限制了内容，又限制了使用时

间。另有 17.9% 的家长更加强调对儿童使用时间的限制；

而 9.88% 的家长则仅限制儿童使用电子媒介的内容。此外，

9.26% 的家长并未对儿童使用电子媒介做出明确的要求，仅

有 1.23% 的家长选择让儿童从不使用电子媒介。对于没有

明确提出要求的家长，研究者在访谈中了解到，这些家长对

儿童的管教不起作用，孩子一撒泼打滚，就心软任由儿童自

己使用，这在隔代监护中尤其明显。

3. 研究分析

电子媒介依赖的背后，学前留守儿童的电子媒介使用

动机值得关注。在本文的研究中，考虑到学前留守儿童特有

的家庭环境和积累的生活经验，发现他们的电子媒介使用动

机并非仅仅是对电子媒介的迷恋，而是表现出多元化和复杂

性的特点。

3.1 父母爱的缺失需要寻求替代与慰藉

根据调查结果可知，儿童的电子媒介使用时长平均每

天 30-60 分钟占比最高，甚至每日使用电子媒介超 60 分钟

占半数儿童。而且在使用频率上最高的是电视和智能手机，

平均每天要使用 3 次以上。由于缺乏较严格的家庭教育和有

效监管以及祖父辈教养方式观念的不同，留守在家的学前儿

童在家中往往没有得到良好的引导和管理，导致他们过度依

赖电子媒介来填补孤独感和情感需求。如父母外出工作，学

前留守儿童在家缺乏父母的关爱和完整家庭关系的支持，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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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智能手机和电视等电子媒介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中心。

这一现象不仅反映出当前农村儿童娱乐方式的单一性，也揭

示出在没有其他更有趣和有益的活动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儿

童更倾向于选择使用电子媒介来度过闲暇时光。

3.2 家庭媒介环境的影响及沟通困境

家长忽视自身媒介行为对孩子的不良影响，常在手机

短视频应用上沉浸，导致孩子在旁也养成浏览短视频习惯。

同时，监护人对电子媒介的使用态度影响着儿童电子媒介的

使用。实际上，监护人忙于家务和农活，精力不足以细照孩

子，为了让孩子保持安静，常将手机或电视作为有效的“安

抚工具”，以稳定儿童的行为和情绪。在缺乏其他替代选择

和更佳解决方案的情况下，监护人往往会默许孩子使用手

机，导致学前留守儿童常依赖电子媒介，频繁接触单一娱乐

内容。长时间媒介暴露使学前留守儿童更易沉迷虚幻环境，

影响现实行为，加剧与祖父母沟通障碍。

3.3 网络设备普及以及消遣娱乐需求

当前，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媒介的产生为儿

童的生活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娱乐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

他们的娱乐需求。学前留守儿童在使用电子媒介时主要以观

看视频和玩游戏为主。并且学前留守儿童在观看视频方面的

兴趣逐渐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观看传统的动画

片，而是开始转向那些简短、快节奏的娱乐视频。同时，电

子媒介有吸引力和成瘾性，监护人认知不足、缺乏监管引导，

易致学前留守儿童沉迷。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多数祖辈

老人依然持有认为孩子只需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传统观念。

由此以往，很多时候儿童的社交就是邻居家的同龄伙伴，极

大缺少缺乏与同龄人的互动和社交机会。而电子媒介为他们

提供的虚拟社交平台，可以让其与远在外地的父母交流和互

动，从而满足他们的社交以及情感需求。

3.4 幼儿园教育被忽视及社会关注度低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农村幼儿园教育的重要性尚未得

到充分的认识和关注。特别是对于学前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

体，往往缺乏有效的引导和监管。由于家庭教育的不完善，

对学前留守儿童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责任往往落在了幼儿

园的肩上。通过与幼儿园教师的交谈，发现幼儿园对学前留

守儿童的关注度不足。幼儿园既未为学前留守儿童建立专门

的档案记录，也未曾实施家访等关注他们日常生活的行为，

更没有提供必要的心理辅导等。此外，近年来，社会各界对

学前留守儿童的关注增多，但多集中于物质生活和学业成

绩，对其信息时代必备的媒介素养关注不足。媒介素养对儿

童信息筛选、理解、批判能力及价值观、社会适应能力至关

重要，但针对学前留守儿童的具体提升措施匮乏且缺乏系统

性和持续性。

4. 研究建议

4.1 营造良好的家庭媒介环境

良好的家庭氛围在儿童成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为培养儿童良好媒介使用习惯，抚养者需认识到自身

行为与期望儿童行为一致性的重要性，以身作则限制自己电

子媒介的使用，尽量避免在儿童面前过多的使用电子媒介。

应避免将电子媒介作为安抚儿童情绪或奖励的手段，会容易

引起留守学前儿童逆反心理。所以，家长应积极参与儿童生

活，提供温暖和支持。如外出务工的父母应当尽可能增加回

家探望孩子的次数，并保持与孩子之间频繁的交流，这样做

有助于建立和维持良好的亲子关系，能够增强孩子的安全感

和自信，从而降低他们对电子媒介的过度依赖。

4.2 增强与儿童的有效交流及监管

家长应加强与儿童的沟通，指导其正确选择和使用媒

介，及时纠正不当行为。有研究表明，5 岁以下的儿童通常

是一个人独自使用电子设备 [5]。因此抚养者应当意识到并不

是所有电子设备都是针对早期学习者的年龄特点来设计的，

要谨慎考虑电子媒介设备的选择和使用，并可利用管理软件

规范使用。此外，《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指出

幼儿应当养成保护眼睛、健康用眼的生活与卫生习惯，明确

要求 3 － 4 岁幼儿“连续看电视等不超过 15 分钟”、4 － 5

岁幼儿“连续看电视等不超过 20 分钟”、5 － 6 岁幼儿“连

续看电视等不超过 30 分钟”[6]。抚养者应指导儿童保持适

当距离，并限时使用，养成良好用眼习惯。与此同时，父母

应重视儿童自我教育，尽可能陪同使用电子媒介，并共同制

定使用准则，以此逐步提升儿童自我控制的能力。在隔代抚

养中，父母需与祖辈协作监督。若祖辈无法有效地对儿童使

用电子媒介进行干预，父母应在离家工作前协助孩子制定适

当的电子媒介使用计划，并筛选合适的媒介内容。

4.3 发挥幼儿园教育的引导作用

幼儿园是学前儿童第二个重要的学习和发展场所，而

且承担着塑造儿童未来发展的关键社会责任。因此，幼儿园

因与抚养者和社区建立紧密合作的关系，共同关注学前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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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电子媒介使用情况。幼儿园要重视农村学前留守儿

童，但不能将其视为问题儿童。可以开展相关的教育活动，

提供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为学前留守儿童提供丰富多彩的

活动，包括户外运动、手工制作、阅读、音乐等，以满足他

们的兴趣和需求，减少对电子媒介的依赖。同时，有条件的

幼儿园可以举办相关家长培训活动，以增强父母或抚养者对

儿童的管理能力，改善农村留守儿童家长的教养行为。此外，

社区应提升其服务功能，以增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的社会

支持，进而提升儿童在电子媒介使用方面的素养。例如，通

过增加农村地区的基层志愿者服务，促进学前留守儿童心理

健康教育的发展，尤其是为隔代抚养的农村学前留守儿童提

供心理和情感教育的保障。

4.4 增强媒体作为“守门人”的职能

媒体机构应当起到示范作用，积极宣传幼儿媒介素养

教育。鉴于当前短视频广受大众欢迎，媒体应当制作一些针

对家长儿童的短视频，内容涵盖媒介使用的正确方法和注意

事项，并以简洁高效的形式迅速传达给他们。此外，媒介在

提供大量信息的同时，往往伴随着良莠不齐的内容。为了确

保儿童能够在一个健康的网络环境中成长，必须强化对媒介

内容的监管。媒介平台及其从业人员必须对儿童视频内容进

行严格审核。在挑选媒介题材时，从业人员应重视儿童的身

心发展需求，优先选择和精心制作那些能够培养儿童良好行

为、提升认知能力、增强体质、促进社交技能和审美感知的

视频内容。同时，网络和电视平台应确保上架的视频内容温

馨、贴近儿童的生活，并且对学前留守儿童在德、智、体、

美等方面有所助益。

5. 结束语

在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智能手机、数字电

视等设备在农村幼儿的学习与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率和时

长正逐渐增加。为了确保学前留守儿童在电子媒介环境中健

康成长，必须由家庭、幼儿园、媒体机构以及整个社会协同

合作，按照其成长规律和年龄特征构建一个适宜的媒介生态

系统，使得儿童在接触和使用电子媒介时获得正面、健康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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