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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等新潮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影响儿童身体健康、心理发育、
社会行为及沟通能力发展的一大因素，专家建议———

3岁前尽量不要玩Pad
本报记者 马亚宁 金恒

! ! ! !在相当多的家庭教育
中，最缺失的主角是人———
长期陪伴孩子的不是父母，
不是同伴，而是冰冰冷的电
子产品。目前，儿童患孤独症
（自闭症）人数已超过儿童癌
症、糖尿病和艾滋病三者的
总和。其最大的临床表现是，
缺乏社交沟通能力，尤其在
婴幼儿时期，没有目光交流，
鲜有肢体表达。从上世纪 !"

年代开始，儿童孤独症发病
率直线上升。去年，美国疾控
中心将美国儿童的孤独症患
病率估计数更新为 #：!!，也
就是说每!! 个儿童中有 $

个孤独症患者，这一数字
超过了患糖尿病、艾滋病、
癌症、脑瘫、囊性纤维化、肌
肉萎缩或唐氏综合征的儿童
总和。

儿科医院儿保科主任
徐秀指出，大量研究表明，没
有任何药物可以治愈儿童孤
独症，但始于 %岁以内的早
期高强度科学行为干预，能
显著改善孤独症的预后（预
测疾病的可能病程和结局）。
无论对于自闭症儿童还是健
康孩子来说，早期关注儿童
社会行为能力和沟通能力十
分重要。另一方面，即使是正
常儿童，长期使用电子产品
也会让孩子产生人际交往障
碍，并使之与孤独症混淆。
儿童医院儿保科副主任

陈津津表示，人和人需要在
交往中识别情感、表达情感，
了解人际交往的准则，目前，
孤独症的诊断标准已经放
宽，社会互动上的缺陷、沟通
障碍、刻板行为或偏执爱好，
这三个标准符合一项，就可
能诊断为孤独症。如果因为
使用电子产品影响孩子的社
会交往能力，就有可能混淆
诊断，使得正常孩子被怀疑
为自闭症。

指尖滑一滑，宝
宝笑哈哈。iPhone、
iPad等新潮电子产
品不仅成年人喜欢，
孩子们尤其是低龄儿
童更爱玩。日前举行
的《为了孩子》杂志创
刊 30周年的纪念活
动之一———“为了孩
子·关注儿童‘亚健
康’”学术研讨会上，专
家指出，目前依赖i-
Pad等电子产品的儿
童越来越多，像iPad
之类的现代电子产品
已经成为影响儿童身
体健康、心理发育、社
会行为及沟通能力发
展的一大环境因素。

焦点关注

“Pad儿童”
或被疑为自闭症

! 不少二三岁的幼儿都已经迷上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总揉眼或是玩Pad太久
近视已成为中国儿童的普遍问

题，过早接触、长时间玩 &'()*+、&',-
或电脑等电子产品，容易损害儿童视
力健康，不正确的姿势还会造成儿童
脊椎劳损，影响儿童的生理健康。
上海市儿童医院儿保科副主任陈

津津表示，许多 .岁以内的幼儿已经
开始接触电子产品。这些孩子还没上
幼儿园，平时在家，家长就会扔个 &',-

给他们玩，而幼儿的眼轴比较短，视觉
系统发育还不成熟，如果在 /到 0岁
以前常常用眼疲劳，极易让孩子发生
近视、散光、弱视或者斜视。临床上医
生经常遇到家长带着喜欢“眯眼”“揉
眼睛”的幼儿前来就诊，大多数是因为
看电视、玩 &',-时间过长引起。因此
儿保专家建议，二三岁的孩子尽量不
要接触 &',-之类的电子产品，大一些
的孩子要限定时间，每次半小时，每天
不超过 $小时。

有些孩子经常一玩就是个把小
时，有的趴在桌子上，有的窝在沙发
里，坐立姿势不正确，长时间像大人那
样低头“伏案工作”，容易导致脊椎、颈
椎负担加重，使得手部肌腱受损，关
节部位血液循环速度降低，进而影
响幼儿的生长发育。陈津津指出，玩
&'()*+、&',- 等电子产品的时间不宜

过长，而且家长要及时提醒孩子保持
良好的坐姿。

长时间沉浸在电子产品的世界
里，孩子们大部分都处在静坐状态
下，体育活动的机会少，可能导致他
们的身体免疫力下降，影响身心健康
发展。

损害渴望交流的天性
亮丽的图案、吸引人的动画、丰富

的早教游戏……几乎没有孩子不被光
怪陆离的电子产品所吸引。用手机或
电脑哄孩子，成为许多年轻父母的“杀
手锏”。有的家长觉得，孩子没有用
&',-玩游戏，里面都是学习资料，例如
儿歌、英语、成语故事等，“我是用在正
途上啊”。
其实，这些高科技产品未必会让

孩子们更聪明，接触更多知识，反而可
能让孩子过早遭遇交流障碍。陈津津
从儿童保健的角度分析，.岁以前过早
接触电子媒体，会对婴幼儿大脑发育有
一定影响。“因为，电子产品上信息变换
太快，触屏操作也很快，孩子往往还来
不及想，就进入了下一个画面，超过了
幼儿的接受能力，而且没有互动，长此
以往，孩子会懒得去思考问题。”
“孩子面对的 &',-是一个没有任

何生机、冷冰冰的屏幕。他玩得高兴，
他欢笑，有回应吗？没有。他有些小想

法、小心思，想和人分享，有回应吗？没
有。孩子的交往能力需要与人互动才能
发展出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儿保科主任徐秀明确指出，根据研究
并综合国内报道可以看出，&',-等电
子产品给婴幼儿带来的弊远大于利。
目前泛滥的电子产品，对孩子的

影响不仅仅是生理健康方面的，更损
害了孩子们渴望交流、与人沟通的天
性。假如一个 %岁的孩子每天花三四
个小时与电子产品打交道，不是看电
视就是玩 &',-，即使活泼开朗的遗传
基因再强大，发展社会交往能力的“弱
环境”也足以将与生俱来的能力剥夺
殆尽。
陈津津建议，最好用纸质材料促

进婴幼儿的智力开发，婴幼儿翻书的
时候，同时是在进行理解、记忆，在脑
子中整合，而电子产品是一种被动的
理解。国外研究表明，长期使用电子产
品会对脑结构产生不利影响，因为信
息的传递需要在脑部分泌某种化学物
质，而电子产品会对化学物质的分泌
产生不良影响。

关注早期交往“里程碑”
会不会走路，能不能坐，吃的够不

够、好不好？对于 .岁以前的孩子，家
长们更多关注的是成长发育“关键
词”。殊不知，孩子们的社交沟通能力

也是在这个时期生根发芽。这些社会
行为和沟通能力包括：个人生活自理
能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能力，认识自
己（自我意识）、适应环境以及对他人
或集体有利的建设性行为，如：关心、
分享、合作等。
徐秀指出，儿童早期社会行为和

沟通能力的发展，是奠定今后社交能
力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很多人以为社会
行为沟通能力跟孩子尤其是 .岁以前
的婴幼儿关系不大，因为他们许多话都
说不清楚。实际上，婴幼儿发育过程中，
社会交往能力不仅仅通过语言，更多依
赖其他方式如肢体、目光、情绪、抚触等
来交流。这些社交行为和沟通能力，在
儿童生长发育的早期就开始孕育了。
过多使用电子产品，会让孩子缺

少语言交流。特别是低幼年龄阶段的
孩子，$岁半正是语言能力的爆发期，
电子产品会剥夺他们的语言环境，造
成语言发展迟缓，同时带来社交能力、
沟通能力上的障碍。就像人不是生下
来就会走，而是要经历抬头、支撑、坐
和站，最后才在 $岁左右走起来一样，
一个人日后拥有的良好社交沟通能
力，也是从生命之初就“一步一个脚
印”，并随年龄增长而逐步放大。从婴
儿出生开始，家长如果像关注孩子每
一步成长一样，密切注意孩子社会交
往能力的“里程碑”，将有助于孩子社
交能力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