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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居家隔离期幼儿挑食行为现况及其影响因素ꎬ为特殊时

期幼儿饮食干预工作提供依据ꎮ 方法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８—２０ 日整群抽取深圳市 ５ 所幼儿园 １ ８２９ 名幼儿进行电子问卷调

查ꎬ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ꎮ 结果　 新冠肺炎期间幼儿挑食行为报告率为 ４３.８％ꎮ 家长挑食、幼儿吃零

食、家长对孩子胃口越担心、家长对孩子不喜欢食物的态度是强制或哄骗与幼儿挑食行为发生呈正相关[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分别为 ３.８６(２.７４~ ５.４３)ꎬ１.４４(１.１５~ １.８０)ꎬ３.２１(２.４５ ~ ４.２２)ꎬ２.２１(１.６５ ~ ２.９５)ꎻ而家长引导孩子吃各种食物后

孩子会服从与孩子挑食行为发生呈负相关[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０.３８(０.２９~ ０.４９)](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新冠肺炎期

间幼儿挑食行为报告率较平时下降ꎬ但父母仍需做好幼儿日常饮食管理ꎬ鼓励引导孩子健康饮食ꎬ减少幼儿挑食行为的

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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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
蔓延全国[１] ꎬ广东省迅速启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
响应ꎬ并出台相应政策鼓励居家隔离[２] ꎬ同时教育部
门也发出延迟各大、中、小学及幼儿园开学时间的通
知ꎮ 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使幼儿的生活行为方式发
生巨大的改变ꎮ ３ ~ ６ 岁幼儿期是幼儿建立良好饮食
习惯的重要时期[３－４] ꎬ而家庭饮食环境对幼儿的饮食
发挥着最重要作用[５] ꎮ 严格的隔离措施、长时间的居
家对幼儿饮食行为的影响未知ꎻ而挑食行为作为幼儿
阶段常见且持续存在的饮食行为问题ꎬ给家庭及其抚
养人造成困难ꎬ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幼儿的发育进程
造成不利影响[６－７] ꎮ 本研究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８—２０ 日

通过整群抽取深圳市 ５ 所幼儿园 １ ８５４ 名幼儿ꎬ了解
疫情控制时期幼儿挑食行为现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ꎬ
为更好的家庭养育指导提供科学指导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整群抽取深圳市 ５ 所幼儿园 ３ ~ ６ 岁在园
幼儿为调查对象ꎬ共发放问卷 １ ８５４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８２９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８. ６５％ꎮ 平均年龄( ４. ４９ ±
０.９９)岁ꎮ 男童 ９３１(５０.９％)名ꎬ女童 ８９８(４９.１％)名ꎮ
开展前经深圳市罗湖区保健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
号:２０２００６２９００２)ꎬ 并取得幼儿家长的知情同意后
实施ꎮ
１.２　 方法　 参考相关文献[８]自行设计调查问卷ꎬ主要
内容包括基本人口学资料、幼儿饮食行为、抚养人对
幼儿的饮食行为态度等ꎮ 其中幼儿饮食行为主要是
幼儿挑食、幼儿吃零食ꎻ家长对幼儿饮食行为态度主
要包括家长挑食、家长吃零食、家长喜欢进餐时教育
或批评孩子、家长强迫或惩罚孩子多吃、家长允许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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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边走或边玩边吃、家长引导孩子吃各种食物后会服
从、家长对孩子胃口的担心程度、家长对孩子不喜欢
食物的态度等条目ꎮ 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６７ꎬ
问卷信度较好ꎮ 由家长根据孩子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的饮食情况认真填写ꎮ
１.３　 挑食行为的判定　 挑食定义为照护者报告婴幼
儿讨厌或拒绝某种食物或吃有限的几样食物[９] ꎮ 以
家长报告孩子是否挑食(在“是”或“否”中选择)为判
断标准ꎬ
１.４　 质量控制　 使用问卷星进行ꎬ家长扫描二维码填
写电子问卷ꎬ设置一人一编码ꎬ不可重复填写ꎬ问卷全
部填写完方可提交ꎮ 正式调查前取得家长的知情同
意ꎬ并使用统一指导语对各班级教师进行培训ꎮ
１.５　 统计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进行数据处理与分
析ꎮ 幼儿挑食行为单因素分析采用 χ２ 检验ꎬ采用多因
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法分析新冠肺炎疫情期父母对幼儿饮
食行为态度与幼儿挑食行为的相关性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幼儿挑食行为现状　 见表 １ꎮ

表 １　 新冠肺炎期间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幼儿挑食行为单因素分析

人口统计学指标 选项 人数 挑食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父亲文化程度 高中及以下 ２３０ １０７(４６.５) ６.２８ ０.０４

本科及大专 １ ２８７ ５７７(４４.８)
硕士及以上 ３１２ １１７(３７.５)

母亲文化程度 高中及以下 ２５３ １１１(４３.９) ４.８６ ０.０９
本科及大专 １ ３６４ ６１２(４４.９)
硕士及以上 ２１２ ７８(３６.８)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９３８ ２９０(４３.３) ０.１１ ０.７４
否 ８９１ ５１１(４４.１)

性别 男 ９３１ ４２４(４５.５) ２.３５ ０.１３
女 ８９８ ３７７(４２.０)

年龄 / 岁 ３ ３５０ １３７(３９.１) ６.７３ ０.０８
４ ５２１ ２４９(４７.８)
５ ６７４ ２９５(４３.８)
６ ２８４ １２０(４２.３)

家庭结构 核心家庭 ９７３ ４１９(４３.１) ０.７９ ０.８５
主干家庭 ８１３ ３６２(４４.５)
联合家庭 ２４ １２(５０.０)
其他家庭 １９ ８(４２.１)

家庭月收入 / 元 ≤１０ ０００ １０７ ４８(４４.９) ０.１８ ０.９２
>１０ ０００~ ３０ ０００ ７５６ ３２７(４３.３)
>３０ ０００ ９６６ ４２６(４４.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由表 １ 可见ꎬ新冠肺炎期间幼儿挑食行为报告率
为 ４３.８％(８０１ 名)ꎮ 单因素分析发现ꎬ不同父亲文化

程度的幼儿挑食行为报告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６.２８ꎬＰ ＝ ０.０４)ꎮ
２.２　 新冠肺炎疫情期家长饮食行为 / 态度与幼儿挑食

行为的单因素分析 　 结果发现ꎬ家长挑食、幼儿吃零
食、家长喜欢进餐时教育或批评孩子、家长强迫或惩
罚孩子多吃、家长允许孩子边走或边玩边吃、家长引
导孩子吃各种食物后会服从、家长对孩子胃口的担心
程度、家长对孩子不喜欢食物的态度是强制或哄骗等
饮食态度下幼儿挑食行为报告率较高ꎬ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家长对幼儿饮食态度对幼儿挑食行为的单因素分析

家长饮食行为态度 选项 人数 挑食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家长挑食 是 ２０５ １５１(７３.７) ８３.６５ <０.０１

否 １ ６２４ ６５０(４０.０)
家长吃零食 是 ８１６ ３７４(４５.８) ２.４９ ０.１２

否 １ ０１３ ４２７(４２.２)
幼儿吃零食 是 １ ２８４ ６０４(４７.０) １８.４５ <０.０１

否 ５４５ １９７(３６.１)
家长喜欢进餐时教 是 ４４７ ２６４(５９.１) ５６.０１ <０.０１
　 育或批评孩子 否 １ ３８２ ５３７(３８.９)
家长强迫或惩罚孩 是 ２７５ １７４(６３.３) ４９.８９ <０.０１
　 子多吃 否 １ ５５４ ６２７(４０.３)
家长允许孩子边走 是 １９５ １１０(５６.４) １４.１１ <０.０１
　 或边玩边吃 否 １ ６３４ ６９１(４２.３)
家长引导孩子吃各 是 １ ５０７ ５９６(３９.５) ６２.６９ <０.０１
　 种食物后会服从 否 ３２２ ２０５(６３.７)
家长对孩子胃口的 担心 ３１９ ２１９(６８.７) ９７.００ <０.０１
　 担心程度 不担心 １ ５１０ ５８２(３８.５)
家长对孩子不喜欢 强制或哄骗 ２７２ １７８(６５.４) ６０.８３ <０.０１
　 食物的态度 不勉强 １ ５５７ ６２３(４０.０)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３　 新冠肺炎疫情期家长饮食行为 / 态度与幼儿挑食

行为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幼儿是否挑食
(否＝ ０ꎬ是＝ １)为因变量ꎬ将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
的自变量[家长挑食(否＝ ０ꎬ是＝ １)、幼儿吃零食(否＝
０ꎬ是＝ １)、家长引导孩子吃各种食物后会服从(否＝ ０ꎬ
是＝ １)、家长对孩子胃口的担心程度(不担心＝ ０ꎬ担心
＝ １)、家长对孩子不喜欢食物的态度(０ ＝ 不勉强ꎬ１ ＝
强制或哄骗)]纳入逐步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
果后发现ꎬ家长挑食、孩子吃零食、家长对孩子胃口越
担心、家长对孩子不喜欢食物的态度是强制或哄骗与
儿童挑食行为的发生均呈正相关ꎻ而家长引导孩子吃
各种食物后会服从与幼儿挑食行为的发生均呈负相
关(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家长饮食行为 / 态度与幼儿挑食行为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１ ８２９)

家长饮食行为 / 态度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家长挑食 １.３５ ０.１７ ６０.１８ <０.０１ ３.８６(２.７４ ~ ５.４３)
幼儿吃零食 ０.３７ ０.１１ １０.４１ <０.０１ １.４４(１.１５ ~ １.８０)
家长引导孩子吃各种食物后会服从 －０.９８ ０.１４ ５２.４３ <０.０１ ０.３８(０.２９ ~ ０.４９)
家长对孩子胃口的担心程度 １.１７ ０.１４ ７０.３６ <０.０１ ３.２１(２.４５ ~ ４.２２)
家长对孩子不喜欢食物的态度 ０.７９ ０.１５ ２８.６７ <０.０１ ２.２１(１.６５ ~ 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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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３ ~ ６ 岁是幼儿养成饮食行为形成的关键时期ꎬ也

是饮食行为问题高发的年龄段ꎬ该阶段健康饮食形态
的建立能够持续到成年期不易改变[１０－１１] ꎮ

本研究显示ꎬ新冠肺炎期间幼儿挑食行为报告率
为 ４３.８％ꎬ低于邓文娇等[１２] ２０１５ 年 ３ ~ ６ 岁幼儿挑食
行为的报道(５８.４％)ꎬ亦低于李春丽等[１３] ２０２０ 年 ５ 省
市学龄前幼儿挑食检出率(５８.０％)的报道ꎮ 有研究发
现ꎬ家庭亲密度与幼儿饮食行为呈正相关[１４] ꎮ 受新冠
肺炎的影响ꎬ深圳市实施了居家隔离措施ꎬ生活方式
的转变使得家庭亲密度明显增高ꎬ家长与幼儿的陪伴
与沟通时间延长ꎬ从而对幼儿日常饮食行为的关注与
引导增多ꎬ同时幼儿也会做出及时地反馈ꎬ减少了挑
食行为的发生ꎮ 提示父母更应做好幼儿饮食行为管
理与及时关注ꎬ对有效减少幼儿的挑食行为问题有积
极的作用ꎮ

已有相关研究证实ꎬ幼儿的饮食行为受家庭环境
高度影响[１５－１６] ꎮ 本研究发现ꎬ家长越挑食ꎬ幼儿越容
易挑食ꎬ与国内外研究结论一致[１２ꎬ１７] ꎮ 幼儿认知能
力、模仿能力及独立与自主性增强ꎬ对食物的接触与
选择很容易模仿父母[１８] ꎮ 因此ꎬ父母应首先纠正自己
挑食的习惯ꎬ以身作则ꎮ 本研究显示ꎬ幼儿吃零食也
容易发生幼儿挑食行为ꎮ 科学合理的补充零食有助
于满足幼儿生长发育所需能量ꎬ但高糖、高盐、高油的
零食反而会影响幼儿味觉发育ꎬ影响吃正餐的胃口ꎬ
造成幼儿挑食行为ꎮ 因此ꎬ应尽量选用低脂、低糖、低
盐、高纤维、天然少加工的零食ꎮ

家长对孩子胃口越担心、家长对孩子不喜欢食物
的态度是强制或哄骗ꎬ会增加幼儿的挑食行为ꎻ而家
长引导孩子吃各种食物后会服从ꎬ幼儿的挑食行为会
减少ꎬ与正常时期的相关研究结论一致[１９－２０] ꎮ 当幼儿
进食未能达到家长的期望时ꎬ家长容易采用不恰当的
喂养行为ꎬ反而引发幼儿的挑食行为ꎬ反之以鼓励的
方式引导孩子饮食有助于建立幼儿健康的饮食行
为[２１] ꎮ 同时也折射出家长的喂养焦虑情绪更容易让
孩子产生反抗、厌恶进食的心理ꎮ

综上所述ꎬ尽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幼儿挑食行为
报告率较平时下降ꎬ但父母仍需做好幼儿日常饮食管
理ꎬ以身作则并鼓励引导孩子健康饮食ꎬ进一步减少
幼儿挑食行为的发生ꎮ 此外ꎬ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ꎬ
对疫情期间父母饮食行为 / 态度与幼儿挑食行为之间
的因果关系论证力不强ꎬ后续还需进行前瞻性追踪进
一步探究幼儿挑食与父母饮食行为 / 态度之间的因果
联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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