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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使用对幼儿身心发展的不利影响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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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短视频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以简短精炼、丰富多元等特点收获大量观众的认可，身心尚未发展成熟的幼儿也位列其中。

现下，各类短视频的开发和推广导致许多幼儿沉迷其中无法自拔，从而对幼儿的身体健康、思维和认知发展、社会性发展产生影响，

大大阻碍幼儿建立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为强化短视频的教育意义，促进幼儿健康成长提出解决策略和建议，提高短视频在

幼儿教育中的现实作用而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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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繁荣发展，短视频逐渐在网络市场出类拔

萃。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

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79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

达 76.4%[1]。网络视频用户规模为 10.44 亿，占网民整体的

96.8%；短视频用户规模为 10.26 亿，占网民整体的 95.2%[2]。

2023 年 12 月 23 日，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和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联合发布报告，2022 年我国未

成年网民规模达 1.93 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97.2%。

报告中指出，九成未成年网民主要使用手机上网，而视频平台

是未成年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 [3]。

短视频是一种时长较短、通常在几秒到几分钟之间的“影

像”内容。这类型的视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非常流行，例如抖

音（TikTok）、快手等，他们通过大数据的精准监测，捕捉大

众喜好，不断输送同类型视频给观众，因此深受大众喜爱。但

同时短视频也存在娱乐性、虚假性、危险性等弊端，很容易对

模仿能力极强、控制力极差的幼儿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基于

此类现象，本文聚焦短视频给幼儿带来的不利影响，提出高效

使用短视频的策略方法，为保障幼儿的健康成长贡献一份力量。

1 短视频使用对幼儿身心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
短视频内容有优有劣，幼儿思维能力发展尚未成熟，不能

分辨短视频内容质量，通常会导致幼儿经常被一些错误、虚假、

大众的内容带离实际生活，掌握错误的知识或信息，基于此类

现象对幼儿的身体健康、认知发展、社会性交往和行为习惯产

生的不利影响如下：

1.1 长期使用短视频伤害幼儿的身体健康
长期使用短视频严重阻碍幼儿身体成长，其一，沉迷短视

频久坐不动，容易引起幼儿肥胖，削弱幼儿身体循环功能，降

低身体免疫力。其二，幼儿大脑发育尚未完善，心智尚未成熟，

使用短视频过程中，幼儿很难抗拒短视频带来的短暂快感，当

其退出短视频时，发生情绪低落，精神不振，食欲不佳等现象，

长此以往会造成幼儿发育不良、情绪失控、易暴易躁的问题。

其三，短视频色彩丰富，内容呈立体感，长时间用眼会产生视

觉疲劳，导致视力下降。其四，短视频内容繁杂且零碎，幼儿

接受的信息呈碎片化，当幼儿看到自己不感兴趣的视频时迅速

划走，致使幼儿注意力随着其兴趣点忽长忽短，久而久之，使

得幼儿只能在短时间内对同一事物产生一定的注意力。随着学

段的递增，知识的学习需要长时间高度集中注意，而注意力发

展不健全的这类儿童不能完全接受老师讲解的学识内容，失去

深度思考的能力，从而导致学习成绩的下降。

1.2 短视频的过度使用固化幼儿思维，抑制幼儿认知的发展
思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影响幼儿认知的发生与发展，一方

面，过度使用短视频造成思维发展的退化。大部分痴迷短视频

的孩子，某种程度上已经呈现出“行为上瘾”的症状，主要表

现为远离手机之后嘴里说的依旧是视频内容；刷短视频时精神

百倍，但放下手机后就十分沮丧颓废。“行为上瘾”会导致大

脑萎缩，感官刺激不足，从而造成幼儿大脑中主观高级思维前

额叶功能的退化，记忆力的发展受到抑制，出现思维呆板、眼

神呆滞、记忆力不好等现象。另一方面，固化思维会制约幼儿

创造力的发展。幼儿对未知的世界充满好奇，不断的尝试和探

索新的事物，正是创造力发展的开端。一个大班的幼儿从视频

中初步了解“三寸小脚”，但她只清楚“三寸”是指脚的长度，

而不懂三寸有多长，更不懂谁的脚这么长，为什么只有这么长。

久而久之，幼儿获得的知识只停留在知识表面，庞大的视频信

息量成为幼儿深层了解“三寸金莲”的阻碍。碎片化的短视频

空间阻断幼儿头脑中原来符号的连接，限于对外界系统的少量

认知，幼儿失去对事件的挖掘和探索，导致思维发展受限，创

造力发展也受其影响。

1.3 短视频侵占幼儿社会交往时光，阻碍幼儿社会性的发展
幼儿的社会性包括亲子关系、同伴关系、性别角色等，

独自坐在角落刷短视频是一种“低级快乐”，沉迷于短视频

使幼儿陷身虚拟世界，减少面对面的有效沟通，从而导致言

语逻辑，话语表达发展的滞后，失去情绪的共情能力，没有

对身边事物的单独解读。同时，不加限制的使用短视频会使

幼儿出现暴躁易怒等攻击性行为，从而阻碍幼儿社交能力的

发展。幼儿应该在各种游戏活动中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但

实际生活中，幼儿在社交中得不到关注时，便会全身心投入

到短视频中，他们更容易将“网友”称之为“家人”，更愿

意在网络上交朋友。短视频点赞和评论功能，能极大的提升

幼儿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从而寻找他们的社交需求。但虚拟

的网络空间危险常在，及时控制幼儿对短视频的使用极为 

重要。

1.4 质次的视频内容诱导幼儿行为的改变，养成不良习惯
短视频内容具有多元化的特点，部分短视频发布者为赚取

流量，过度解读社会事件或发布一些虚假信息，通过恶意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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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合成传递负能力，例如影视剧的片段剪辑，恐怖或暴力片段

不利于幼儿形成稳重的脾性，在小小的心灵中埋下暴力倾向的

种子，致使幼儿遇到问题时多半选择武力解决问题。更有一些

视频使幼儿在懵懂无知中过早接触男生女生的关系问题，对于

性教育意识薄弱的幼儿来说，此类视频对幼儿更具危险性。不

良的短视频内容潜移默化地改变幼儿的想法，进而在行为中显

现，网络的纵横交错使幼儿时时刻刻身处危险之中，思维尚处

发展阶段的幼儿会受错误视频的误导形成错误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亦或是消极情绪的传播使幼儿形成一个悲愤或过

于激动的性格。

2 化解短视频带给幼儿的不利影响对策及建议
对于缺乏自控力的幼儿来说，他们不懂得长时间使用短视

频能够带来什么样的行为后果。基于此现象，正确引导幼儿使

用短视频，发挥短视频正向作用的应对策略如下：

2.1 加强监管，为短视频内容提质增效
提高短视频内容质量政府先行。首先，政府出台相关政策，

不定时收集短视频内容调查统计，对短视频后台进行监督和管

理，从根源阻断劣质视频内容的传播。其次，短视频开发部门

严格把控短视频内容的择选和监管，提高视频发布标准的门槛，

剔除不良内容，净化短视频平台。最后，普及青少年防沉迷系

统，优化系统内部使用推送和时间安排，超时超量强制退出短

视频平台。

家长监管提供教育支持。首先，家长要正确引导幼儿选择

适合自己的内容来看，共同参与幼儿看短视频的时间，有目的

的讲解教育性的动画片。其次，家长要实行有效控制，如奖惩

同步，当幼儿能在规定时候退出短视频，家长可以做出奖励，

满足幼儿在其他方面的需求；当幼儿超时使用短视频，家长可

以缩短下一次使用时长。其三，大部分家长也存在过度使用短

视频的情况，错误榜样导致幼儿很难矫正其错误行为，因此，

家长应当减少在幼儿面前使用短视频的时间。

家校协作满足幼儿短视频需求，使短视频教育价值最大化。

教师和家长的及时交流能更好了解幼儿的成长过程，洞察幼儿

心理的变化，满足幼儿尚未表达的需求。当幼儿沉迷短视频会

表现出放不下手机、哭闹、顽皮捣蛋、犟嘴或精神不振等现象，

通常家长会使用言语刺激或行为暴力，却没有解决幼儿过度使

用短视频的问题，彼时家长才会寻求老师的帮助，这是错误的

解决办法，应当加强与教师的交流，教师也应常开家长座谈会，

宣讲正确的教育方式，进而改善家庭氛围，正确解决幼儿过度

使用短视频的问题。

2.2 有效游戏，丰富幼儿空余时间
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动。吸引幼儿的短视频内容呈浮夸的

表演、出格的搞怪、偏激的嘲讽等特点，从而使幼儿沉迷而无

法自拔，因此等物替换极为重要。一方面，家长为幼儿提供更

多的游戏材料，丰富幼儿的空余时间，或带幼儿参加室外集体

活动，既加强幼儿的身体锻炼，又发展幼儿的社会性交往。另

一方面，电视动画片替代短视频。家长可以掌握电视动画片的

选择权，挑选幼儿感兴趣的、适合该年龄特点且极具教育意义

的动画片，时而参与动画片的讨论，或给幼儿解释动画片中的

因果关系或梗概，培养幼儿寻找中心释义的能力。最后，家长

与幼儿一起将动画片中极为喜欢的片段以游戏的形式再现生活

中，使幼儿能够设身处地的明白动画片中的教育意义。当然动

画片的观看时间也需要控制，视频使用过程中家长要注意避免

幼儿长时间观看电子产品，保护其视力，养成良好的用眼姿势，

适当眺望远方可以消除眼疲劳。

幼儿园中，幼儿教师应多组织集体活动，多利用短视频进

行教学，增加课堂趣味性，激发幼儿的探索能力，促进幼儿的

自主学习。比如大班幼儿可以用妈妈的抖音账号录制并发布一

些自己的观察、自己对某事件的看法、自然知识科普等，在课

堂上展示并讨论，从而扩大幼儿的知识广度，有趣的教学内容

也能使师生之间形成良好互动，营造融洽的课堂氛围。

2.3 延迟满足，提高幼儿自我控制力
“延迟满足”是指以放弃当下的即时满足，通过控制自己

的行为，以期在等待中获得更好的满足 [4]。当幼儿想要看短视

频时，家长可以在其可接受的时间范围下先安排一件家务活或

者欣赏一篇小故事之后再使用短视频，在这段时间内，家长时

刻关注幼儿的情绪和行为，配合幼儿完成某一项劳动或叙述某

一篇故事之后要做出口头或物质鼓励，并且鼓励要及时。倘若

幼儿出现等不及的状态时家长要多做鼓励，即将达到忍耐的最

大限度时准许使用短视频，这样的方式潜移默化中教会幼儿懂

得等待自己需要的东西。家长在幼儿开始使用短视频之前与其

商量使用时间，到规定结束的时间要乐意立刻放下手机，倘若

没有做到，缩减下一次的视频使用时间或安排一件幼儿不乐意

做的事情，进行反向强化，这样的方式有助于幼儿形成良好的

自控能力。好的方法能够控制幼儿视频使用的时间，消除幼儿

时间焦虑；还能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拥有积极向上，自信阳

光的性格品质；更能增进幼儿与父母之间的有效沟通，建立良

好的家庭关系。

2.4 时刻观察，及时回应幼儿需求
需求回应是每个人都渴望与期待的，幼儿观看短视频得需

求主要有三个方面：情感需求、角色需求、交往需求。其一，

情感需求。许多家长迫于家庭劳务而忽略幼儿，通常幼儿会使

用语言或动作博得身边人的关注，若无回应幼儿便会通过相类

似的短视频作为一个发泄口，从而沉迷短视频。此类情况需要

家长及时关注幼儿的情感需求，时而对幼儿表达自己的爱，在

得到幼儿发出的各种信号时也要及时回应，以此满足其需求。

其二，角色需求。幼儿丰富的想象力时而使自己变换着身份，

家长和老师要时刻观察幼儿阶段性的喜好，从而组织各种游戏

活动，满足幼儿对某一人物或某一事物的需求，如幼儿喜欢蜘

蛛侠，家长要准备好相关道具和服饰，配合幼儿进行扮演蜘蛛

侠的游戏，从而替代幼儿在短视频中获得的快感。其三，交往

需求。幼儿大多都是好动的，他们喜欢集体活动，喜欢在室外

玩耍，喜欢与人交流，学着大人的模样参与到承认的活动当中，

享受被关注和被夸赞的感受，积极的交往回应能够使幼儿感到

被尊重，从而树立自信心，有效促进幼儿社会性的发展。

3 结束语
幼儿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幼儿教育是个体身心发

展的奠基时期。合理利用短视频对幼儿的成长起着助推作用，

但相对思维尚未发展成熟，身心正处于发展阶段的幼儿来讲，

不加控制的内容接收或超时超量的使用导致幼儿身体健康、认

知发展、社会性交往和行为习惯的改变，对此，合理有效的解

决幼儿使用短视频对幼儿教育发挥正向作用，有着重要的实践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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