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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隨著科技的進步，電子產品已經成為人們的生活必須品。伴隨電腦科技而來對人類也產生

了未曾預期的生理與心理問題，它不但改變了人類的生活，也改變了幼兒經驗的現實世界，甚

至成為幼兒生活中的一部份（Edwards，2005）。有見及此，以下會就一篇新聞來探討電子產品（iPad

和智能手機）對幼兒健康的影響，以及提出建議改善幼兒使用電子產品的情況。

時事討論:

  近年，有不少時事新聞都報導了關於幼兒過度使用電子科技而出現的健康問題。而我們選

取了在 2013 年 4 月 25 日的報章《大紀元》的「英國幼兒 iPad 成癮 心理治療費達 1 萬 6 英鎊」

新聞。內容講述英國一名四歲女孩因過度使用 iPad 成癮而需要接受心理治療的個案。該女孩每

天會花約三至四小時使用 iPad，當父母拒絕給予她使用時，女孩的情緒會變得燥動。

  文中專家表示科技產品就如酒精及毒品，容易令人上癮，而且影響幼兒的成長。一旦成癮，

更會造成生理和心理等健康問題。有心理專家更指因科技成癮的學齡孩童數目在三年內增長了

三成，呈上升的趨勢。

定義

  世界衛生組織曾指出 「健康不僅爲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是體格，精神與社會之完全健康

狀態。」（衛生署，2003） 所謂「健康」，包括身體（生理）健康、精神（心理）健康和社會（社

交）健康。因此，本文將會以生理、去探究電子產品（iPad 和智能手機）對幼兒健康的正負面

影響。

使用電子產品對幼兒生理健康的負面影響

 首先，幼兒長期使用電子產品會影響身體不同部位和引致肥胖問題。除了幅射問題外，當幼

兒看著熒幕時，由於要適應熒幕的亮度，瞳孔會不斷收縮，令眼睛容易感到疲勞，或會增加患

上眼睛疾病的風險。此外，幼兒以不正確的坐姿使用電子產品，影響骨骼和肌肉發展。不良的

姿勢不只會增加腰椎和頸椎的負擔、降低關節部位的血液循環，而且有可能會過度拉緊背部肌

肉和韌帶，令它們受損（馬穎慧，2013）。另一方面，電子遊戲種類繁多，幼兒花很多時間玩，

而減少了運動的時間，消耗的熱量相對較少。由於缺乏運動會增加肥胖的機會，除了影響外型

的觀感，削弱做運動的能力，在長遠會更易患上與肥胖有關的疾病，如高血壓，影響身體健康

及發展（吳四維，2012）。

使用電子產品對幼兒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

  幼兒過度使用電子產品容易產生負面情緒或性格，暴力思想和上網成癮。蔣立德醫師表示

幼兒年紀小，未能拿捏使用的次數和頻率，因此會出現過度使用（吳慧敏，2011）。一旦幼兒成

癮時，特別在沒法接觸網路的情況下，腦中會不斷想到關於網路的事情，甚至出現發脾氣、情

緒失控、非常焦慮等激烈的情緒反應。

使用電子產品對幼兒社會健康的負面影響

  在社交方面，幼兒會因沉迷玩電子產品的遊戲而被削弱與社會互動的機會（馬穎慧，2013）。

幼兒對外界的事情缺乏興趣，忽視與他人的溝通關係， 因此減少發展社交技巧機會。此外，如



果幼兒所玩遊戲涉及暴力，蔡銘津（2005）曾提及幼兒會因而觀察和模仿暴力及攻擊性的行為，

而且他們會對人冷漠，這樣減少他們有社會所期望的行為，而且有可能使自身和他人受到傷害，

長遠會影響幼兒的社交能力。

使用電子產品對幼兒健康的正面影響

然而，電子產品亦為幼兒的生理及心理健康帶來正面影響。心理健康方面，若適當利用電

子產品可幫助幼兒抒發個人情感。部份老師發現不少幼兒會對新學校或陌生環境產生恐懼。因

此，老師以電腦模擬不同情景，如上課時想上廁所，想認識新朋友等，讓幼兒自己尋找答案，

在舉手答問和分享討論的過程中抒發情感（余佩娟，2013）。

在社交健康方面，使用電子產品可以增強社交技巧。李鴻章和、謝義勇（2007）引幼兒學

者 Haugland 指出強化口語與非口語技巧和問題解決，例如他們可以學會輪流使用電子產品和協

商技巧，增加互相交流的機會。同樣，幼兒透過電子產品可以達致雙向互動，激發同儕間彼此

幫助，合作解決問題（藍淑英，2008）。另外，協康會推出「語你同行」的應用程式幫助自閉症

兒童融入社群，增加他們的溝通技巧（香港兒童啟迪會，2012）。

建議

  其實，電子產品的出現無疑為人類的生活和學習帶來不少方便。雖然它們會對幼兒的健康

構成危機，但只要適當地使用，便可減少問題的出現。以下是對父母在子女使用電子產品時的

建議。

首先，家長應在幼兒使用電子產品時提供適當的指導。父母可先與孩子進行溝通，一同協

議使用時的注意事項，例如限制他們使用智能產品的時間，並嚴格執行，以免他們過份沉迷或

成癮。同時，家長亦可為幼兒先篩選適合的遊戲，當他們想下載新遊戲時，需先問准父母，避

免幼兒接觸到暴力、色情等含有不良意識的遊戲。

另外，家長應多留意幼兒行為表現的改變。家長應留意電子產品有否影響他們的生活規律

和作息時間。幼兒的情緒轉變亦值得關注，吳慧敏(2011)建議父母可觀察孩子是否有使用過量的

情形，例如父母可試將網路切斷，看看幼兒會否大發脾氣。

除此之外，家長可為幼兒安排多元化的活動，讓他們有更多除了科技產品以外的不同生活

經驗。以戶外活動為例，家長可多安排野餐、沙灘游泳、踏單車等活動，讓幼兒到郊外接觸大

自然。吳四維(2012)就曾指出，美國小兒科提倡幼兒每天需花 1 小時做體能活動，以平衡幼兒身

心健康發展。

最後，家長作為孩子的學習與模仿對象，家長應以身作則，身教重於言教，自我規律和約

束，讓幼兒學習父母，養成好習慣。

總結

  總結而言，電子產品雖為人類帶來便利，但過份的依賴同時亦會對我們的健康構成威脅。

因此，我們應該視電子產品為生活和學習上的輔助性工具，要懂得適可而止，不要被它們支配

人類的生活。而家長更應以身作則，為孩子建立好榜樣，並從小教育他們在使用電子產品方面

養成良好的習慣，把電子產品完美融合在生活中，令幼兒在身心方面能夠健康、快樂地成長。

（2225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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