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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产品迅速在儿童家庭环境和线上教育中普及，已成为儿童学习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

电子产品对儿童的执行功能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本文综述了国内外研究的进展，探讨了电子产品

使用对儿童执行功能发展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并考虑了父母教养等其他因素在这一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关于电子产品使用与儿童执行功能发展之间的关系尚未达成一致性的结论。然而，本文

的发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如何帮助儿童合理地利用电子产品，并为家长和教育者如何积极参与儿童

的电子产品使用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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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ctronic devices are rapidly becoming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children’s learning and daily lives, 
both in the home environment and in online teaching. However, their use pose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executive function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progress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discussing th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effects of 
electronic product us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executive functions, and consider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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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ating role of factors such as parental upbringing.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re is no con-
sens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e of electronic produc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executive functions. Nevertheless, the discoveries in this article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assist children in using electronic devices appropriately and provide guidance for parents 
and educators on actively engaging children in their electronic product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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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执行功能是指作为目标导向行为基础的认知过程，包括工作记忆、行为抑制能力、认知灵活性和双

任务协调能力(李红等，2004)，对儿童的学习、行为、情绪和社交发展至关重要(Mazzocco & Kover, 2007; 
周玫，周晓林，2003)。小学生阶段是执行控制能力发展和完善的关键时期(宋辉，杨丽珠，1999)。 

前人关于执行功能发展的理论所解释的侧重点有所差异。其中，“统一性和多样性”(unity and diversity)
的理论框架侧重解释儿童执行功能发展的特点(Karr et al., 2022)。该框架认为，执行功能并非单一的能力，

而是由多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认知子过程组成的。儿童在执行功能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认知子过程之

间存在相互作用；并且儿童不同执行功能的成分也可能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独特的功能和特点。而认知

复杂性和控制(Cognitive Complexity and Control, CCC)理论则将关注执行功能发展的表现，将执行功能的

发展理解为儿童在解决问题时可以制定和使用的规则的最大复杂性随着年龄增加而加强(Zelazo et al., 
2003)。 

如今各种电子产品(如电视、手机和平板电脑)已经在儿童日常生活得到普及。这些电子产品可能对执

行功能的以上两个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电子产品对儿童身心发展的影响已经引起越来越多

研究者和公众的重视(Lissak, 2018; Twenge, 2017)。探讨电子产品对儿童执行功能发展的影响，有助于我

们更好地了解电子产品如何影响儿童在工作记忆、抑制控制和认知灵活性等方面的发展，为儿童的健康

发展评估和培养提供指导。 
不同年代的儿童所接触到的电子产品类型不同。从发展趋势来看，近些年儿童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

越来越长、从电子产品中所接触到的内容类型也越来越丰富。2002 年的调查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每天

平均观看电视两个小时以上的比例达到 21.5% (马冠生，李艳平等，2002)，表明当时儿童所接触的电子

产品以电视为主。而从 2011 年到 2013 年，美国非盈利组织 Common Sense Media 的调查显示，0~8 岁美

国儿童移动设备的比例从 38%暴增到了 72% (Rideout, 2013)。这些数据表明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

儿童所使用的电子产品，逐渐从电视转向了移动设备，并且使用电子产品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半数。而且，

近些年电视、手机甚至儿童手表等电子产品都以智能化为发展趋势(侯文竹，2011)，绝大多数都已经具有

游戏、网络和社交功能，对儿童而言越来越富有吸引力。 
虽然有研究表明电子产品的合理利用能够促进儿童的认知发展(Anderson & Pempek, 2005)，但如何辅

助儿童合理使用电子产品，目前我国从宏观的政策法规，到教师和家长指导儿童使用电子产品的具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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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还尚未形成统一的共识。宏观上，我国教育部已经明文规定中小学原则上“有限带入校园、禁止带

入课堂”。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电子产品在中小学生中的滥用，但并没有解决合理利用的问题。

宏观政策的调控之下，家庭环境已经成为我国小学生使用电子产品的主要环境。然而，我国家庭中，有

的父母本身就是“低头族”。父母的手机成瘾行为与孩子的电子产品滥用行为密切相关(丁倩等，2018)。
另一方面，我国属于或经历过祖辈隔代抚养的儿童占比达 60%~70% (国家卫计委，2015)。隔代抚养也是

儿童青少年电子产品滥用的风险因素(吴凤飞，2015)。父辈的电子产品滥用行为和隔代抚养不仅无法让电

子产品产生积极的教育功能，反而是造成儿童电子产品滥用甚至手机和网络成瘾的高风险因素(符明秋，

校嘉柠，2014)。 
为了全面了解电子产品使用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影响，本综述旨在基于近些年的心理学的实证研究探

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内容类型等)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有着什么样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第二，有无其他因素(如父母教养方式)能够缓解或加剧电子产品使用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影响？ 
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讨，本综述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电子产品使用对儿童执行功能发展的影响，

从而帮助我们了解如何能够更好地辅助儿童合理利用好电子产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2. 电子产品的对儿童执行功能发展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2.1. 短期影响 

首先，不同研究者探讨了电子产品使用对儿童不同执行功能成分的短期影响，但他们的研究发现并

不一致。一些研究发现，适度的电子产品使用能够提高儿童执行功能多个子成分的表现，尤其是在游戏

和教育应用方面(Granic et al., 2014; Huber et al., 2018)。具体而言，Granic et al. (2014)的一项研究提出，视

频游戏可能有助于提高儿童的注意力、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因为这些游戏通常需要玩家在多任务环

境中做出快速决策，从而锻炼了他们的执行功能。另一方面，近年来的元分析和综述表明，使用教育应

用程序(例如数学和语言学习应用)可以提高儿童的学术成绩(Clements et al., 2018)和执行功能(Veraksa et 
al., 2022)。这些应用通常包含有针对性的认知训练任务，有助于提高儿童的注意力和工作记忆能力

(Rossignoli-Palomeque et al., 2019)。因此，适度的电子产品使用可能对儿童执行功能结构和表现的发展都

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Huber 等人(2018)的研究进一步发现，电子产品的内容(包括观看教育电视节目、使用教育 APP 或观

看动画片)是影响儿童执行功能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他们使用短暂的电子产品干预(9 分钟)对 3 岁幼儿

的执行功能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与观看动画片相比，幼儿在玩教育应用程序后表现出更高的延迟满

足感和工作记忆水平。这一研究反映了即使使用是时间较短，互动性的电子产品内容(如使用教育 APP)
也有可能对儿童的执行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Huber et al., 2018)。但是这一研究的干预时间非常短暂，难

以揭示不同电子产品内容对儿童执行功能的长期影响。 
其次，与 Granic 和 Huber 等人的研究发现相反，也有研究发现了互动性的电子产品使用没有对儿童

的执行功能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Antrilli & Wang (2018)比较了身体和电子游戏对 2.5 岁儿童认知灵活性

的直接影响。他们发现，与对照组相比，身体游戏组幼儿的认知灵活性显著增强，而电子游戏组幼儿的

认知灵活性没有显著变化。 
综合来看，目前研究在研究电子产品使用对儿童执行功能的短期影响中，不同研究者所关注的执行

功能成分不同。例如 Huber 等人侧重于延迟满足和工作记忆成分，而 Antrilli 等人则关注认知灵活性。未

来研究或许可以考虑更加系统地测量儿童执行功能的各个方面，以便更加全面地揭示电子产品使用对儿

童执行功能发展的实际影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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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长期影响 

目前对于电子产品影响儿童执行功能的纵向研究聚焦于电视观看的较多，聚焦于智能产品使用的较

少。在早年电视产品出现之后，一些研究者认为，观看电视中的暴力内容，会对儿童产生消极的长期影

响，是导致其成年之后实施暴力的重要因素(Huesmann & Miller, 1994)。这可能是因为长期暴露在暴力的

电子产品内容之下，影响了儿童行为抑制能力的健康发展。与这种观点相符，一项包括了 45 个实证研究

的元分析也发现，使用更多的电子产品的儿童，发生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的概率越高(Nikkelen et al., 
2014)。但这一元分析中所关注的电子产品使用，90%以上也指电视观看，并未考虑手机、平板等智能产

品的使用。这可能主要是由于在这些研究所开展的年代，只有电视在儿童中大规模普及，而智能手机、

平板等产品当时在儿童中的普及率还很低。相比智能产品，看电视的互动性很低。 
而近年的一项追踪研究发现，在一天内电子产品(主要是手机)使用水平更高的个体，其当天注意力缺

陷和多动障碍的症状也越多；并且此类个体在随后 18 个月内也表现出了更差的自我调节能力(George et 
al., 2018)。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电子产品时间更多的日子里，这些青少年也报告了更少的焦虑和抑

郁症状，这说明电子产品具有一定程度的心理抚慰作用，不能全盘否定。这一研究以心理健康问题风险

较高的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其研究发现能否推广到正常的青少年以及儿童群体尚存在疑虑。 
长期使用电子产品对儿童执行功能发展的影响或许也可以通过其他方面得到验证(Kates et al., 2018; 

Takeuchi et al., 2015)。Kates et al. (2018)对 10 年(2008~2017 年)期间手机使用与学生学习表现之间关系的

研究进行了元分析。结果发现，手机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学习表现。此外，Takeuchi et al. 
(2015)的研究发现，长时间观看电视，可能会通过影响大脑额叶的语言关键区对其语言能力的发展产生消

极影响，提示电子产品可能通过影响大脑的可塑性来影响执行功能相关成分的发展。 
所以综合来看，目前纵向研究主要发现，长期的电子产品使用可能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具有一定

的消极影响。但是目前关于电子产品使用与儿童执行功能发展的纵向追踪研究还较少，并且未对执行功

能进行直接的测量。而且，前人研究主要聚焦在电视产品的使用上，已经落后于目前儿童电子产品移动

化、智能化现状。因此，未来研究需要重视电子产品对儿童执行功能影响的时代差异。目前儿童所使用

的电子产品与十年前儿童所使用的电子产品可能已经在形式、内容、互动性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儿

童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长和方式可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府对电子产品中色情、暴力等信息的管控举

措也变得越来越完善。因此，目前电子产品对儿童执行功能发展的影响，可能与十年前相比存在巨大的

差异。这种由于科技快速变迁所造成的代际差异，可能需要未来研究进行更加系统的探讨。 
简而言之，目前相关研究者在电子产品对儿童执行功能发展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上，尚未得到一致性

的结论。教育和认知挑战性游戏对儿童执行功能所产生的短期积极影响，是否随着干预或训练的时间延

长还能够稳定存在？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对儿童电子产品使用内容的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值得未来研究进行深入和系统的探讨。 

3. 其他因素对电子产品使用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影响的调节作用 

对于电子产品使用影响儿童执行功能的关系，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父母教养方式等

其他因素可能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而且这种调节作用可能存在年代差异。在不同的年代，社会家庭

地位和父母教养方式可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电子产品使用和儿童执行功能发展的关系。 
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调节了电子产品使用与儿童执行功能发展的关系。早期研究表明，相比父

母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儿童，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儿童可能更多地观看电子产品(Hofferth, 2010; 
Männikkö et al., 2020)。这可能是因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长，可能会更多地参考专家的建议，控制儿

童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长，以降低电子产品对健康和大脑发育的不利影响。但以上两个研究主要关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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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观看。而最近一个研究表明，高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在智能产品(如手机)的使用上都比较高，没有

显著差异(Mollborn et al., 2022)。这可能反映出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家长对儿童使用电子产品的观念在

发生变化。 
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育儿过程中采用的特定方式和策略，以满足孩子的需求、塑造他们的行为

和价值观，并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Darling & Steinberg, 1993)。不同的教养方式对儿童的电子产品使用产

生了不同的影响。与权威型教养方式相比，忽视型育儿可能导致孩子的屏幕时间更长(Van der Geest et al., 
2017)。受到负面教养方式影响的孩子更容易出现智能手机上网成瘾(Lian et al., 2016)，而积极的教养方式

与智能手机上网成瘾的风险显著相关降低(Bae, 2015)。 
如果教育者和抚养者能够合理安排儿童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长和内容，适度的电子产品使用可能能够

促进儿童执行功能的健康发展。但是，根据笔者的现实经验来看，相当一部分父母对儿童的电子产品使

用并不能够很好地起到监督作用，甚至放任不管、推波助澜。所以，如果父母对对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

和内容进行科学的规划，为儿童提供技术和情感支持，适度的电子产品使用可能有助于促进儿童执行功

能的积极发展(Papadakis et al., 2019)；相反，则很可能会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阻碍其

健康的发展(符明秋，校嘉柠，2014)。 

4. 结论 

电子产品使用对儿童执行功能发展的影响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首先，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间、频率

和内容会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存在直接的影响。具体而言，适度的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和频率，以及互

动性的内容可能对儿童的执行功能产生短期的积极影响；而长期过度的使用电子产品可能会对儿童的执

行功能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其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父母教养方式还可能调节了电子产品使用对儿童执行功能发展的影响。

但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影响的潜在机制，以便为家长和教育者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指导建议。本

研究也提示政策的制定人员以及大众，有必要通过树立父母对儿童电子产品使用的正确认识，引导父母

积极参与到儿童电子产品的使用中，从而尽力发挥智能化电子产品在儿童执行功能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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