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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產品對幼兒社交發展的影響

引言：

由於現時 3C 產品的普及，在幼兒的生活中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根據兒福聯盟

的「二○一二年兒童使用３Ｃ產品現況調查報告」發現有 67.6％的孩子在 6 歲前

就開始使用 3C 產品，更有 32.2％的孩子早在兩歲前便開始接觸，使 3C 使用者「低

齡化」。本文將探討 3C 產品是否適合幼兒使用以及對幼兒社交發展的影響。

一、什麼是 3C 產品

3C 為現時部份電子產品的大略統稱。根據中華民國產業科技發展協進

會對 3C 一詞的解釋；3C 是 Computer(電腦)、Communication(通訊設備)和

Consumer-Electronics(消費電子產品) 三類電子產品的簡稱。當中包括手機、

攜帶式電腦、掌上型遊戲機等。3C 電子產品能夠讓使用者共用信息資源，

以及作互通的功用，滿足人們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實現信息的融合應用，

方便各自的工作和生活。

二、幼兒的社交發展

a. 照顧自己，建立良好生活秩序，並能獨立自主進行日常活動。

b. 適當地表達及控制情緒。

c. 接受別人，欣賞自己，肯定自我價值。

d. 承擔責任，有信心去完成活動或工作，並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e. 認識個人在家庭、學校和社會的角色，明白個人在不同團體的權利和義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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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3C 產品對幼兒社交發展的正面影響

3C 產品有助特殊需要的幼兒學習。根據新聞剪報中，協康會推出的「語

你同行輔助溝通應用程式」，有助自閉症幼兒學習溝通的能力。

其次，3C 產品符合幼兒的學習需要。產品呈現動態的影像、效果，符

合幼兒的圖像思考習慣，其次所呈現的影像效果不僅逼真更使幼兒平日熟悉

的平面人物立體化， 滿足幼兒角色扮演需求，從而協助幼兒學習及練習與

人交流相處的技巧。而且，在使用 3C 產品的時候，幼兒成為學習的主導者，

無論就進度的掌握、學習情境的選擇都提供幼兒更多的選擇與支配權。

四、3C 產品對幼兒社交發展的負面影響

首先，幼兒使用 3C 產品的時候缺乏語言交流，會影響社交能力和溝通

能力。樹仁大學心理系高級講師梁文德於 2010 年提出幼兒過多使用 3C 電子

產品，會讓孩子缺少語言交流，特别是低幼年齡階段的孩子，1 歲半正是語



言能力的爆發期， 3C電子產品會削弱他們的語言環境，造成語言發展遲缓，

影響幼兒社交能力和溝通能力。

其次，幼兒做用 3C 產品會影響與家人的親子關係。依靠 3C 產品來作

為孩子的安撫物，雖然短期內很有效，但無形中會減少父母和孩子互動的機

會（黃葳威、徐儷瑜，２０１２）。畢竟，電子產品不能替代親子互動，幼

兒期都必須透過和父母的互動來學習互動技巧，例如怎麼去察言觀色和解決

問題等。

再者，若 3C 電子產品長期成為幼兒的玩伴，他們便會缺乏情緒模仿對

象，並缺乏父母陪伴、情緒引導、同儕影響、機會學習，繼而無法產生行為

連結，促使幼兒出現社交障礙、情緒失控等問題。

最後，若幼兒過份沉溺使用３Ｃ產品會影響幼兒人際的關係。香港大學

教育學院幼兒教育助理教授提出幼兒缺乏自我控制能力，隨著接觸電子產品

及上網時間增長，容易沉溺網絡世界，佛止對周遭環境的探索，以及減少人

際互動，更容易出現社會互動困難、情緒管控障礙、不擅表達，以及注意力

不足等問題。

五、建議

綜合上文有關 3C 產品對幼兒社交發展的分析，可見其有利亦有弊，本

組因而對幼兒使用 3C 產品提出一些建議。首先，家長作為其中主導的角色，

實當為幼兒提供相應的指引，確保其能選擇適合之應用程式，同時協助幼兒

制定使用產品的時間。家長應協助幼兒選擇有利其認知、社交發展等方面的

程式，同時避免選擇含有暴力成份的資訊與程式。

與此同時，家長亦應與幼兒共同制定時間表，避免幼兒花過長時間於

3C 產品之上，每次使用時間不宜超過半小時，以防幼兒沉迷而影響其社交

發展。

另外，家長亦應培養幼兒良好的社交生活習慣，如多鼓勵其參與團體活

動，增加其跟親友的交談時間，同時培養其他「跟電腦無關」的興趣如閱讀，

從而提高社交能力(沈怡引，2012)。針對不少家長以讓幼兒玩 3C 產品作為「高

科技獎勵」的問題，家長能以精神層面獎勵作取代，例如多讚美、或與幼兒

外出玩樂等方法取代實質獎勵， 從而減少其對 3C 產品之依賴(梁文德，

2010)。

六、總結

綜觀以上有關新聞報導，無疑 3C 產品是存在其利於協助幼兒學習語言

表達及發音，改善溝通能力，從而促進其社交技巧之發展。然而基於幼兒缺

乏良好的自律能力，以及部分家長不適當地利用 3C 產品育兒，容易令其沉

迷於虛擬世界中(南方日報(全國版，趙兵輝），缺乏了與人和環境真實互動

交流的機會，學習正確的待人接物態度和技巧，進而影響正常的社交發展技



能和表現。因此，可見濫用或誤用 3C 產品，對幼兒的社交發展的確存在不

少不良的影響。家長應因而作引導性角色，為幼兒選擇合適的資源，同時控

制幼兒使用產品之時間，避免其社交能力因而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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