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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幼儿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理解和认知是促进疫情期间提高幼儿的预防意识的关键因素。本文采取

个案研究方法，选取笔者所在地区的农村幼儿为研究对象，基于幼儿视角，以质的研究范式，从新型冠

状病毒的概念、病因解释、治疗认识、预防措施四方面入手，揭示农村幼儿眼中的“新型冠状病毒”。

研究结果表明：在概念定义方面，幼儿认为新冠病毒是“超级厉害的病毒，碰一下就会传染”；在病因

解释方面，幼儿认为新冠病毒是“从嘴巴里来的”；在病毒治疗认识方面，幼儿认为“病毒应该可以治

好”，良好的医疗资源是治疗新冠病毒的重要因素。在疾病预防方面，幼儿认为“我们这里没有病毒”，

对疾病预防意识不够。由此可以讨论，农村幼儿要用具体行为去描述对疾病的认知；电视是农村幼儿疾

病认知的主要来源；农村幼儿的健康教育有待加强。基于以上内容，我提出了四点建议：一、运用多媒

体技术丰富幼儿疾病经验；二、增强家长疾病防治教育的意识；三、提升幼儿园疾病防治教育的理念；

四、开发社区在疾病防治教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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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and cognition of the “COVID-19” are a key factor in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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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s prevention awareness during the epidemic. This article adopts a case study method and 
selects rural children in the area where the author is locate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 
with a qualitative research paradigm, starting with the concept of the new coronavirus, explana-
tion of the cause, understanding of treatment,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it reveals the perspec-
tives of rural children “COVID-19”.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in terms of conceptual defini-
tions, young children think that the “COVID-19” is “a super powerful virus, it will be contagious 
when touched”; in terms of cause explanation, young children think that the new coronavirus is 
“coming from the mouth”; in terms of virus treatment awareness, young children believe that “the 
virus should be cured” and that good medical resources ar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treatment 
of the new coronavirus. In terms of disease prevention, young children believe that “we do not 
have a virus here” and are not sufficiently aware of disease prevention. From this it can be dis-
cussed that rural children should use specific behaviors to describe their cognition of diseases; 
television is the main source of rural children’s cognition of diseases; rural children’s health edu-
cation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Based on the above content, I made four suggestions: 1. Use mul-
timedia technology to enrich children’s disease experience; 2. Enhance parents’ awareness of dis-
ease prevention education; 3. Improve the concept of disease prevention education in kindergar-
tens; 4. Develop the role of the community in disease preventio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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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2020 年年初，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国，截至 6 月 15 日，我国 31 个省份累计确诊病例八万四千余例，

死亡 4645 例。根据疫情分析，新冠肺炎是一种新发传染病，人群普遍易感，老年人及有基础疾病者更易

感染且病情较重，儿童及婴幼儿也有发病[1]。 
我国《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要求“把保护幼儿的生命和促进幼儿的健康放在工作的首位”

[2]。而儿童对疾病的认识对于其预防疾病和保持身心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3]。在生命教育中，疾病是幼

儿容易接触到的经验，探讨幼儿疾病认知特点有助于提出在健康与疾病维度的早期生命教育的促进策略

[4]。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幼儿对疾病的认识[5] [6] [7]，但是，由于不同的文化环境背景，幼

儿对疾病概念的认识可能存在城乡差异，现有研究大多选取城市幼儿为被试，针对农村幼儿的相关研究

少之又少，这引起了我们的反思。疫情当下，农村幼儿认为新冠状病毒是什么？病毒是从哪来的？有何

危害？如何预防？对这些问题的考查，有助于我们了解农村幼儿关于疾病概念的理解和认识，为农村地

区的健康教育提供一些依据和参考。 

2. 研究过程 

2.1. 资料收集 

本研究立足于儿童的视角，通过倾听儿童的声音了解他们对新冠状病毒的理解。由于疫情期间居家

隔离的特殊性，本研究运用质的研究范式，采取方便取样的方法，以笔者所在地的 9 名农村幼儿及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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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访谈。正式访谈着眼于幼儿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概念、病因解释、预防措施的描述，

非正式访谈是在平时的聊天过程中与这 9 名幼儿的家长进行沟通，补充和丰富正式访谈所需要的信息。

每位幼儿的访谈过程持续 15~20 分钟。 
与此同时，笔者还运用了参与式观察去收集资料。在本地疫情得到控制的前提下且无外来人员出入

的前提下，笔者深入幼儿与家长平时日常活动之中，在征得家长同意的情况下进入部分幼儿家中进行观

察，以期深入了解幼儿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认识。 
在收集上述资料后，研究者对原始资料进行编号转录，访谈资料的编号形式为“姓名–幼儿园–是

否留守儿童”，访谈编号类型用“F”表示。观察资料编号形式为“幼儿姓名–日期”。观察编号类型用

“G”表示。 
这 9 名幼儿的基本情况如表 1： 
 

Table 1. The basic situation of nine children 
表 1. 9 名幼儿的基本情况 

序号 代码 性别 年龄 是否为留守儿童 父母文化程度 幼儿园 

1 Y1 女 6 岁 否 初中/高中 乡镇私立 

2 Y2 女 6 岁 否 中专/高中 乡镇私立 

3 Y3 女 5 岁 是 初中/初中 乡镇私立 

4 Y4 女 6 岁 是 初中(单亲) 乡镇私立 

5 Y5 男 6 岁 是 小学/初中 乡镇私立 

6 Y6 男 6 岁 是 中专/高中 乡镇私立 

7 Y7 男 5 岁 是 初中/初中 乡镇私立 

8 Y8 男 5 岁 是 中专/高中 乡镇私立 

9 Y9 男 6 岁 是 大专/高中 乡镇私立 

2.2. 资料分析 

笔者将对幼儿的访谈内容转录为文字材料，将参与式观察内容和与家长、老师交流的内容以备忘录

的形式记录。本研究采用陈向明提出的扎根理论操作程序，对资料进行逐级编码，从资料中产生概念[8]。
一级编码为开放式登录，对 9 名幼儿的回答进行一级编码标注，在此过程中尽量使用幼儿口中的“本土

化”语言，例如：“病毒到身体里，会把我们吃掉”“病毒很厉害”等等。无法使用当事人的“本土化

概念”时，则使用研究者自己的语言[9] [10]。二级编码为关联式登录，该过程会采用更具有归纳和总结

性的代码，将一级编码的内容进行类属，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关系。在此过程中还会考虑当地的疫情情

况以及参考辅助性备忘录材料。三级编码为核心式登录，围绕研究意图，建立核心类属，呈现幼儿对新

型冠状病毒的理解与认识。具体的编码表格如表 2： 
 

Table 2. Three-level coding 
表 2. 三级编码表格 

三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一级编码 

幼儿对新冠病毒概念的定义 对新型冠状病毒 
症状的描述 

 感冒发烧、流鼻涕、咳嗽 
 会死掉，病毒到身体里会把我们吃掉 
 比平时感冒要更严重 
 全身都痛，很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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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对新型冠状病毒性质的描述  碰一下就会传染 
 是传染病 

幼儿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病因解释 
对新型冠状病毒来源的描述 

 病毒从嘴里来的 
 蝙蝠 
 武汉来的 
 外国来的 
 不知道 

对患病原因的描述  吃了蝙蝠 
 不知道 

对新型冠状病毒治疗的认识 

对新冠病毒是否可治疗的描述 
 可以治好 
 应该能治好 
 不知道 

对新冠病毒治疗手段的描述 
 要去很大的市里医院治 
 要在身上插很多机器 
 不知道 

幼儿对新型冠状病毒的预防 

幼儿疫情期间的活动 

 打战(分组对抗游戏) 
 捉迷藏 
 打牌 
 呆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 

幼儿疫情期间的防护措施  呆在家里 
 前期戴口罩(晒洗重复使用) 

幼儿心中击败病毒的好方法 

 戴口罩 
 医生可以打败 
 洗手 
 不知道 

疫情期间家长对幼儿的健康教育 

 爷爷奶奶不准我出去玩，等他们出去了，我才去玩 
 爸妈会去牌馆打牌，我在牌馆外面玩 
 在外面玩太久了他们会骂我 
 哥哥告诉我这个病毒的 
 爸爸妈妈说要我在家呆着 

疫情期间幼儿园对幼儿的健康教育  老师没有打电话，也没有发短信 

3. 研究结果 

3.1. 对新冠病毒的定义：“超级厉害的病毒，碰一下就会传染” 

在对幼儿的访谈过程中，起初直接问：“你知道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吗？”幼儿的反应大多数是沉

默或者摇头表示不知道。考虑到幼儿的认知发展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笔者将此问题分解为对患病症状

的描述和病毒治疗的描述。 
从幼儿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幼儿对新冠病毒的认知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是病毒很厉害：例如有

的幼儿回答“得了病会死掉，病毒到身体里会把我们吃掉”(Y1)，有的幼儿回答“会发烧流鼻涕会痛”

(Y3)，大部分幼儿都会讲到发烧、流鼻涕、咳嗽这些症状。当我追问“发烧流鼻涕是和平时感冒一样吗？”

幼儿们都表示：“和平时感冒不一样”“要更厉害一点”。二是病毒具有传染性：例如有幼儿直接指出

“这就是传染病”(Y9)。还有幼儿提到“碰一下就会传染”(Y6)。 
在访谈的期间，笔者还会根据访谈情况进行追问，当问到幼儿“从哪里听过/看过/知道新冠病毒？”

幼儿的回答引起了我的注意。有幼儿说“村里的广播里放”(Y3)，“电视里看到的”(Y4) (Y6) (Y5) (Y9) (Y8)，
“哥哥告诉我的”(Y1)，“妈妈告诉我的”(Y2)，“我出去过”(Y7)。在所有的回答中可以发现，幼儿大

部分是通过网络电视媒介了解新冠病毒，除了两个非留守儿童，其他幼儿的回答表明，他们均不是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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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口中了解新冠病毒的。 

3.2. 对新冠病毒的病因解释：“病毒是从嘴里来的” 

在访谈幼儿对新冠病毒的病因解释时，笔者主要让幼儿对病毒来源和患病原因两个部分进行描述。

当我问幼儿“你知道这个病毒怎么来的吗？”幼儿的回答如下：“从嘴巴里来的”(Y1)“蝙蝠身上来的”

(Y2)，“从外国来的”(Y3)，“从武汉来的”(Y6) (Y7)，其余的幼儿都表示不知道。当问到“你知道人

们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吗？”只有 Y9 和 Y2 回答“因为人们吃了蝙蝠”，其他幼儿都回答不知道。当笔者

继续追问 Y9 和 Y2 是如何得知时，Y9 说放假前去过妈妈打工的地方玩，听到大人们聊天说过这个。Y2
说是妈妈告诉自己的。 

针对这个问题，笔者对部分家长也进行了非正式访谈，从访谈中可以发现，爷爷奶奶知道新冠病毒

是一个很可怕的传染病，也能说出来病毒对于生活的影响，“今年这个毒，我们都没有去拜年，不热闹

了”。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病毒怎么来的，人们为什么会得病，也不会主动和孩子讲这个话题。孩子的

父母对于新冠病毒的了解会深入一些，尤其是从外地回来的父母，会提到“武汉华南海鲜城”“野生动

物”“近距离接触就会被传染”等等，然而当笔者问他们是否有给小孩做这方面的科普知识时，家长表

示“自己不知道要怎么说”，“偶尔提一嘴，也不知道小孩听进去了没有”，“说了他们(小孩)也不懂”…… 

3.3. 对新冠病毒治疗的认识：“病毒应该可以治好” 

在访谈幼儿对新型冠状病毒治疗的认识时，大部分幼儿对病毒是否可治疗的回答是不太确定的，他

们会沉默一会，然后用“应该”“可能”这些词去表示她们对病毒治疗的看法。当追问幼儿“如果得病

了会怎么样？”的时候，有部分幼儿会往医疗资源方面回答。比如有幼儿说“要去很大的医院”(Y8)，
“要去大医院，隔离”(Y2)，“要在身上插很多机器……”(Y9)。这些回答表示部分幼儿认识到了良好

的医疗资源是治疗新冠病毒的重要因素。 

3.4. 对新冠病毒的预防：“我们这里没有病毒” 

为了了解幼儿在疫情期间对新冠病毒的预防，笔者从六个方面对幼儿进行了访谈。在疫情期间，幼

儿的日常活动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孩子们依旧成群结队的在外面玩耍，当我提问“这段时间，你们

经常在一起玩吗？”孩子们兴高采烈的给我罗列了他们的游戏活动。而笔者追问“你们在外面玩不害怕

病毒吗？”所有的孩子表示村里没有病毒，有些孩子还会说“市里才有，病毒都在外面，我们在村里玩

不碍事的”(Y9)。对于孩子而言，他们认为新冠病毒距离自己很遥远，而生活的村庄是一个安全的港湾，

可以无忧无虑的玩耍。 
当笔者继续访谈了解他们的预防现状，有幼儿说“过年的时候会呆在家里和哥哥玩手机”(Y1)，但

是大部分幼儿是没有自我防护的意识的。在我问幼儿们“怎么才能打败这个病毒？”幼儿们第一反应是

戴口罩，而我追问他们“出去玩是否戴口罩？”孩子们都表示没有。在继续追问“还有其他别的好方法

吗？”除了 Y1 回答了“在家不出去”，Y9 提到“医生可以打败”，Y2 回答了“洗手”。其他幼儿都沉

默或者摇头表示想不出来。 
在了解幼儿的预防观之外，笔者也了解了疫情期间家长和幼儿园老师对幼儿的健康教育。在和幼儿

的交流过程中得知，有些家长会在言语上对幼儿进行说教，但是行动上并未起到一个良好的模范作用。

比如访谈中，有幼儿说“爷爷奶奶不准我出去玩，但是等他们出去之后，我也会出去”(Y6)，还有幼儿

说“爸妈会去牌馆打牌，我在牌馆外面玩”(Y5)。在问到老师是否有给家里打电话或者发短信说新冠病

毒相关信息时，所有的幼儿回答“没有”。从参与式观察的结果我们发现：即使村里广播有传播新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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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的信息，村委会也发过预防新冠病毒的传单，但是不论是家长还是幼儿，聚众活动一直存在。除此之

外，在家长出门(例如赶集)回家时，并未进行消毒，吃饭前也未曾有人提出先洗手后吃饭。家中配备的医

用口罩数量不多，有个别家庭会把口罩清洗晒干后继续使用。有些家长会规劝孩子不要去外面玩耍，而

孩子依旧会选择出去和小伙伴们玩耍，家长对此也并没有强行制止。 

4. 讨论与建议 

4.1. 讨论 

4.1.1. 农村幼儿用具体行为去描述对疾病的认知 
20 世纪 80 年代国外学者 Bibace 和 Walsh 利用皮亚杰的临床法从疾病的定义、原因、防护措施三个

方面去探究幼儿疾病认知发展水平，其结果发现与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是一一对应的[11] [12]。这说明

幼儿对疾病的认识具有具体形象性。在本研究中，直接让幼儿描述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从幼儿的表情

和语言中可以看出，这个问题让他们感到困惑和为难。幼儿需要用具体的行为去进行描述，如……会发

烧、咳嗽、要去大医院看病等等。除此之外，幼儿对新冠病毒的病因进行解释时，虽然大部分幼儿并不

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部分幼儿说患病是因为吃了蝙蝠，即能认识到如果接触有害物体将致病，是病源

的“有害性”使人生病[13]。这是具体逻辑阶段的特征。总的来说，幼儿都需要借助具体形象或行为去描

述对新冠病毒的认知。 

4.1.2. 电视是农村幼儿疾病认知的主要来源 
疾病经验是幼儿理解疾病的关键因素，从上文的访谈结果可以看出，幼儿主要是通过电视了解新冠

病毒。这说明多媒体技术对孩子疾病认知起了很大的影响。电视电脑等传媒是多通道感官刺激的载体，

从单一的视觉或听觉转换到声像同步，能够与幼儿的生活经验相验证[14]。电视媒体内容生动形象，容易

激发幼儿的兴趣，丰富对疾病的认知经验。有研究表明，幼儿也是从电视里了解甲型 HINI 流感的。 
家长是疫情期间幼儿的最主要陪伴者，家长理所应当成为幼儿认识新冠病毒的主要讲解者。但是上

文访谈结果显示，这些受访的农村幼儿家长并没有承担起这一责任。另外从访谈可知，这 9 名幼儿所在

幼儿园疫情期间，也并没有任何关于疫情的教育。其实在当下“停课不停学”的号召下，有很多幼儿园

在疫情期间积极进行家园沟通为家庭提供育儿支持，老师会录制音频视频，开展线上互动[15]。我们访谈

的 9 名幼儿所在幼儿园，并没有联系过幼儿，没有进行过有关疫情的任何教育。 

4.1.3. 农村幼儿的健康教育有待加强 
儿童正处于其生命历程中的关键期，其生理和心理快速成长发育，一些影响儿童健康的疾病或不良

卫生习惯如果不能及早发现改正或及时治疗，对儿童成长及未来造成的伤害和影响是不可估量的[16]，因

为个人原因和卫生行为习惯决定了儿童健康[17]。从访谈中可知，农村幼儿虽然对新冠病毒有所耳闻，但

对其的认识还停留在较为表浅的层次，具有泛化、笼统等特点。例如幼儿在回答新冠病毒的定义时，会

泛化感冒的症状，在回答新冠病毒产生的原因时，会笼统地归结到地点和动物身上。同时幼儿并不能在

行动上做出相应的预防措施，依旧聚集在一起进行游戏活动，未形成戴口罩和勤洗手的良好习惯。总的

来说，农村幼儿对健康知识的了解比较薄弱，深度了解健康知识的渠道也比较匮乏，在平时的日常生活

中并未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这说明农村幼儿的健康教育亟需加强。 

4.2. 建议 

4.2.1. 运用多媒体技术丰富幼儿疾病经验 
从幼儿对新冠病毒认知的来源来看，电视是幼儿获得疾病经验的主要手段。现代多媒体利用其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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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形象性的特点，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丰富幼儿疾病经验，促进幼儿更好地理解疾病概念、病因

解释，而这些可以帮助幼儿形成更多的疾病预防和治疗的正确认识。在“互联网+”时代和全球信息化的

背景下，现代多媒体技术与幼儿教育相结合是当下发展的必然趋势。健康教育不同于普通文化知识教学，

具有其领域特殊性，单一的言语讲解并不能帮助幼儿掌握知识。当农村幼儿园教师无法向幼儿直观地解

释什么是疾病，为什么新冠病毒会有如此强的传染性时，运用多媒体技术，以幼儿喜闻乐见的动画形式

进行教学，模拟疾病传染的路径和预防措施，既能保证教学的科学性，又能抓住幼儿形象思维的特点，

将知识内化。有些幼儿对疾病和医院具有恐惧感，幼儿教师也可以利用动画片里的卡通形象为幼儿树立

正确的学习榜样，让幼儿积极主动地面对和预防疾病。 

4.2.2. 增强家长疾病防治教育的意识  
家庭环境是影响儿童健康成长的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在笔者访谈和观察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农村

幼儿家长对新冠病毒的危害认识不清楚，也不知道如何对幼儿开展健康教育，同时，家长的教育观念也

出现了失衡现象，认为孩子的文化课知识才是重中之重。因此，为了改善农村幼儿群体的健康教育水平，

我们必须增强家长对疾病防治教育的意识。首先，家长要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将健康放在一个重要位置。

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例如饭前洗手，均衡饮食等，为幼儿树立良好的榜样。其次，

家长要参与幼儿的健康教育之中，农村留守儿童偏多，即使父母外出工作，也要承担幼儿健康教育的责

任。平时可以通过通信设备了解幼儿的健康状况，叮嘱爷爷奶奶注意幼儿的身体状况。最后，家长要加

强对健康知识的掌握，积极主动地向学校和社区医护人员保持联系，积累疾病防治的经验，为幼儿营造

一个良好的健康教育环境。 

4.2.3. 开发社区在疾病防治教育中的作用 
社区是新冠病毒期间非常重要的单位，因为我国在前期防治过程中，就是以社区为单位进行的排查、

教育等。在笔者的访谈和观察过程中可以发现，低风险地区农村社区的聚集性活动偏多，宣传方式较为

传统，疫情防治工作流于形式，并没有注意到幼儿这一群体。社区是幼儿健康教育的有利资源，我们要

积极开发社区在疾病防治教育中的作用，实现家园社区合作教学的策略。一方面，社区可以创新疫病防

治宣传手段，开展疾病防治大讲堂，邀请家长与幼儿参与，丰富家长与幼儿的健康知识。另一方面，社

区可以安排医护人员进幼儿园课堂，为幼儿传播科学的医学疾病知识，让幼儿近距离接触一些医学仪器，

习得基础医药知识，提高疾病预防的意识。总之，促进农村幼儿对疾病的认知，应该发挥家庭、幼儿园、

社区三者之间的合力，有效协同教育，促进幼儿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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