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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了解学龄前儿童家长对儿童忽视的认知和健康教育需求状况，为开展适宜的防治儿童忽视
的健康教育提供科学根据。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对东莞、惠州、中山、佛山市３～６岁学龄前儿童家长
６２１人进行儿童忽视的认知和健康教育需求调查。结果　仅５．４％的家长听说过儿童忽视、也知道内容；５５．９％的
家长以前从来没有获得过防治儿童忽视的知识；９０．５％ ～９０．７％的家长需要、也愿意接受防治儿童忽视的相关知
识；９４．６％～９７．４％的家长认为应该也需要进行防治儿童忽视的教育和宣传；７７．０％的家长期望的健康教育方法
是正规宣传手册、书报及杂志，５５．６％期望对家长或老师开设预防儿童忽视教育课程，４９．１％期望专题讲座等；
７０．５％ 的家长认为应该在幼儿园集中培训家长，６１．４％认为应在公共场合宣传，５９．６％认为应集中培训幼儿园老
师，通过这些形式对儿童忽视防治知识进行广泛宣传。结论　学龄前儿童家长的儿童忽视相关知识严重匮乏，但
需求迫切，应加强并有针对性地开展适宜于家长的内容、地点、形式、方法和途径的防治儿童忽视的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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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ＪＣｏｎｔｅｍｐＰｅｄｉａｔｒ，２０１１，１３（１２）：９８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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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忽视是儿童虐待（ｍ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中的一类，
还包括身体虐待、性虐待、情感虐待等，是发生率最

高、涉及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类［１３］。目前国际上

对儿童忽视的定义是由英国阿伯丁大学 Ｇｏｌｄｅｎ

等［１］提出：“由于疏忽而未履行对儿童需求的满足，

以致危害或损害了儿童的健康或发展”。儿童忽视

可导致儿童心理、行为异常和生长发育障碍，对儿童

的身心健康具有“毁灭性”的打击［４６］。Ｋｒｕｇ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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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７］认为开展防治儿童忽视的健康教育非常重要。

而历来儿童忽视却明显比其他形式的儿童伤害和虐

待受到更少的关注［８］。研究显示，父母是影响儿童

忽视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尤其对于 ３～６岁儿
童［９１０］，由于忽视更可能发生于低年龄段，尤其０～５
岁是高峰期，因此也是防治的重点年龄段［８］。

Ｗｏｏｄｍａｎ等［１１］研究发现了解儿童保健的需求、方

式、方法很重要。目前国际上对儿童忽视的系统研

究已有近３０年历史，但我国的调查研究却刚起步，
而且主要集中在儿童忽视的流行病学情况和影响因

素分析上，有关学龄前儿童家长对儿童忽视的认知

和健康教育需求尚无研究和报道。本课题组调查学

龄前儿童家长对儿童忽视的认知和健康教育需求状

况，为开展适宜的防治儿童忽视健康教育提供根据。

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２００９年３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期间东

莞、惠州、中山、佛山市学龄前儿童６３１人，向其家长
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６２１份（９８．３５％）。
１．２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学龄前儿童家长的儿童忽视相

关知识、态度、行为调查问卷。调查问卷是根据研究

目的，并参考国内外有关文献、理论研究、专家咨询、

并结合我国具体情况，以及在对儿童家长进行深入

访谈和预调查的基础上设计而成。调查内容主要包

括：一般人口学指标、儿童忽视相关知识、态度、行为

现况情况。调查表首页向家长讲明调查目的、填写

调查表方法及注意事项。由经统一培训合格的调查

员，使用统一的指导语进行现场调查。问卷采取匿

名形式，当场发放、答卷、收回。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所有合格问卷资料录入计算机，用 ＳＰＳＳ１１．５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制表时百分率计算的分母是

有效回答该题目的人数。数据用率表示，采用χ２检
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家长对儿童忽视的认知和健康教育的需求状
况

参加问卷调查的家长中父母占９３．３％，其他看
护人员占 ６．７％。家长的职业：个体经营者占
２０．３％，工人／企业职工占１７．２％，教师占１６．１％，
无固定职业者（打工者）占１１．５％，居民（无业）占
８．６％，公务员占８．３％，金融财务工作者占５．８％，
医生占 ５．４％，科技工作者占 １．３％，其他人员占
４．５％。家长的文化程度：研究生占３．１％，本科或
大专占４８．８％，高中或中专占３０．４％，初中占１５．
３％，小学占１．５％。

学龄前儿童家长曾经获得的相关知识途径很

少，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见表１。学龄前儿童家长
对儿童忽视的认知状况和健康教育的需求状况见表

２。仅５．４％的家长听说过儿童忽视、也知道内容；
５５．９％的家长以前从来没有获得过防治儿童忽视的
知识；９０．５％～９０．７％的家长需要、也愿意接受防治
儿童忽视的相关知识；９４．６％ ～９７．４％的家长认为
应该也需要进行防治儿童忽视的教育和宣传；

７７．０％ 的家长更期望和欢迎的健康教育方法是正
规宣传手册、书报及杂志，５５．６％ 期望对家长或老
师开设预防儿童忽视教育课程，４９．１％期望专题讲
座等；７０．５％的家长认为应在幼儿园集中培训家长，
６１．４％认为应在公共场合宣传，５９．６％认为应集中
培训幼儿园老师，通过这些形式对儿童忽视防治知

识进行广泛宣传。

表１　学龄前儿童家长获得儿童忽视相关知识的途径［人数（％）］

途径 期望途径（ｎ＝６２１） 实际途径（ｎ＝３０８） χ２值 Ｐ值

正规宣传手册、书报及杂志 ４７８（７７．０） １１８（３８．３） １３３．８１７ ＜０．００１
对家长或老师开设预防儿童忽视教育课程 ３４５（５５．６） ２４（７．８） １９６．１７０ ＜０．００１
专题讲座 ３０５（４９．１） ２９（９．４） １４０．９１２ ＜０．００１
广播／电视 ２４５（３９．５） １４１（４５．８） ３．３９３ ０．０６５
专业人士咨询 ２０４（３２．９） １５（４．９） ８９．４６５ ＜０．００１
网络 １７７（２８．５） １０５（３４．１） ３．０４２ ０．０８１
专题展览 １７３（２７．９） １３（４．２） ７１．８３９ ＜０．００１
录象光盘 １３２（２１．３） ７（２．３） ５８．３１２ ＜０．００１
热线电话 ８８（１４．２） ５（１．６） ３５．９８１ ＜０．００１
其他家长、同事、朋友 ７０（１１．３） １２０（３９．０） ９７．０２２ ＜０．００１
　　注：由于问题可以多选项，所以百分率之和可以≠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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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学龄前儿童家长对儿童忽视的认知状况和健康教育的需求状况

相关问题 回答率（％） 相关问题 回答率（％）

以前曾获得过防治“儿童忽视”的知识 需要防治“儿童忽视”的相关知识

　从来没有 ５５．９ 　需要 ９０．５

　偶尔 ３９．６ 　无所谓 ８．３

　经常 ４．５ 　不需要 １．２

应该进行防治“儿童忽视”的教育和宣传 愿意接受防治“儿童忽视”的相关知识

　应该 ９７．４ 　愿意 ９０．７

　无所谓 ２．５ 　无所谓 ９．１

　不应该 ０．１ 　不愿意 ０．２

需要积极在群众中宣传防治“儿童忽视”的知识 愿意为防治“儿童忽视”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需要 ９４．６ 　愿意 ９１．０

　无所谓 ３．４ 　不知道 ７．４

　不需要 ２．０ 　不愿意 １．６

听说过“儿童虐待” 听说过“儿童忽视”

　听说过，也知道内容 ６７．５ 　听说过，也知道内容 ５．４

　听说过，但不知道内容 ２７．８ 　听说过，但不知道内容 ４６．０

　没有听说过 ４．７ 　没有听说过 ４８．６

国外有相应的防治“儿童忽视”的机构或立法 国内有相应的防治“儿童忽视”的机构或立法

　有，多 ２８．１ 　有，多 ６．５

　有，少 ２０．９ 　有，少 ２３．８

　不知道 ４９．９ 　不知道 ６１．９

　没有 １．１ 　没有 ７．８
儿童期的忽视经历对其青少年期和成年期的情感、行为都

可产生不利影响

随着家长对儿童的照看增加及与儿童的关系改善，

青少年的品行障碍行为会下降

　是 ８６．６ 　是 ７５．１
　不清楚 １２．５ 　不知道 １３．６
　不是 ０．９ 　不是 １１．３
您对孩子经常有以下行为 您对孩子从来没有以下行为

　温情、理解 ７２．４ 　恐吓 ６５．２
　严厉 ４８．６ 　过分干涉 ５０．５
　责骂 ４３．３ 　惩罚 ３８．７
　过度保护 １９．６ 　过度保护 ３７．４
　拒绝 １８．２ 　否认 ２９．７
　惩罚 １５．６ 　拒绝 ２０．３
　过分干涉 ６．２ 　严厉 １０．４
　恐吓 ６．０ 　责骂 ６．１
　否认 ５．３ 　温情、理解 ３．２
如进行防治“儿童忽视”教育，您需要哪些方面知识 如要宣传防治“儿童忽视”知识，应该在哪些场合宣传

　教育忽视 ８３．０ 　幼儿园集中培训家长 ７０．５
　情感忽视 ７１．８ 　公共场合宣传 ６１．４
　安全忽视 ６２．６ 　幼儿园集中培训老师 ５９．６
　社会忽视 ４９．９ 　社区集中培训家长 ５８．３
　医疗忽视 ４８．０ 　幼儿师范学校开设专业课程 ４８．０
　身体忽视 ４７．４ 　医院集中培训家长 １７．０
　不知道 ４．４ 　其他 ３．１
您认为目前防治“儿童忽视”的教育未普及的可能原因是 下面哪些是引起“儿童忽视”的主要原因

　政府、社会不重视 ５９．９ 　家庭破坏或夫妻吵架 ７６．７
　没有成立相应的专业机构 ５７．８ 　家庭经济欠佳 ４８．４
　家长或老师本身缺乏相应知识 ５７．４ 　过频的应激事件 ４３．８
　社会、医疗和教育机构宣传不力 ４７．４ 　儿童自身因素 ３４．７
　宣传形式和内容不佳 ４０．７ 　社会位置低下 ２２．７
　没有相应的立法 ３７．３ 　宗教信仰、风俗习惯 １０．４
　家长或老师认为无所谓 １５．４ 　不知道 ５．８

　　注：有些问题可以多选项，所以需求率之和可以≠１００％。

·３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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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家长对于儿童忽视的认知远

远少于虐待，家长的儿童忽视相关知识严重匮乏，这

与Ｐｒｉｃｅ等［１２］对美国中西部的城市社区居民７４５人
中研究发现的关于儿童忽视的知识严重匮乏相符。

这可能与现实中相应的健康教育不足相关。家长对

儿童忽视的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决定了儿童是否

被忽视，因此从家长的角度进行儿童忽视的健康教

育非常重要［３，１３１４］。本调查发现，家长防治儿童忽

视的健康教育严重不足，但他们对健康教育态度积

极、需求迫切，愿意接受，也认为需要积极在群众中

宣传防治儿童忽视的相关知识，同时他们需要广泛

全面的了解防治儿童忽视的相关知识。家长在防治

儿童忽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父母应是开展防

治儿童忽视健康教育的重点［３４，９１０，１５］。

本研究中家长认为健康教育的重点人群应是家

长、幼儿园教师；地点应是家庭、幼儿园、公共场合；

关于儿童忽视健康教育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或社

会不重视，没有成立相应的专业机构，家长或老师本

身缺乏相应知识，社会、医疗和教育机构宣传不力，

宣传形式和内容不佳，没有相应的立法，因此防治儿

童忽视应是多方联手［３］。家长普遍认为家庭破裂

或夫妻吵架、家庭经济状况欠佳、过频的应激事件、

儿童自身因素等是引起儿童忽视的原因，这与 Ｔｙｌｅｒ
等［３］的研究结果相符。同时呼吁应该成立相应的

防治儿童忽视的机构。

本研究结果显示，家长更期望采用正规宣传手

册、书报及杂志，及对家长或老师开设预防儿童忽视

教育课程、专题讲座、专业人士咨询等健康教育方法

和途径来获得儿童忽视的相关知识，而曾经获得儿

童忽视相关知识的途径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家长

认为应该采用在幼儿园集中培训家长、公共场合宣

传、幼儿园集中培训老师、社区集中培训家长、幼儿

师范学校开设专业课程等方式宣传防治儿童忽视的

相关知识。

政府和社会要足够重视防治儿童忽视，加强并有

针对性地开展适宜于家长的内容、地点、形式、方法和

途径的防治儿童忽视的健康教育。有必要成立相应

的防治儿童忽视的机构或系统保护儿童。

本研究由于数据的搜集是匿名和自我报告的，

因此当回答者认为是敏感问题时，可能趋向于用合

乎社会需求的方式来回答；同时单一主题的调查可

能导致一些受访者用无特征的方式去考虑问题，这

些都会影响研究的内在效度。另外，无应答偏倚可

以影响研究的外在效度，所以结果可能不是概论。

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从结果不能得出因果关系；且

本研究是一个封闭式问卷，不能试图获得问卷中问

题项目以外的额外信息。因此，有关儿童忽视的一

些观念在本次研究中不能很好阐述。

志谢：感谢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潘建平教授、国际防止

虐待与忽视儿童协会执行常委焦富勇教授、中山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马静教授在此次课题中给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感谢

给予帮助配合的各幼儿园的园长、老师和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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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ｏｎｇ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ｉｎａｃｈｉｌｄｎｅｇｌｅｃｔ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Ｊ］．ＲｅｓＳｏｃＷｏｒｋＰｒａｃｔ，２００７，１７（６）：６７４６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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