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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早期是幼儿健康发展的关键期ꎬ对幼儿成长

发展起重要影响ꎮ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中提

出要实施儿童健康计划ꎬ加强儿童早期发展[１] ꎮ 然

而ꎬ随着社会发展和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ꎬ社会化服

务无法满足幼儿早期的照顾需求ꎬ很多家庭不得不选

择祖辈教养幼儿ꎮ 已有许多研究者关注到隔代教养

与幼儿睡眠、饮食行为、身体活动水平、情绪情感等有

密切关联ꎮ 本综述对隔代教养与幼儿健康关系的现

状和影响因素相关文献进行了整理和分析ꎮ

１　 隔代教养的概念界定

隔代教养的概念尚缺乏统一定义ꎮ 宋卫芳[２] 将

隔代教养界定为子女的抚养责任大部分由(外)祖父

母承担ꎬ父母与孩子接触较少(如周末或偶尔回家照

看)ꎬ甚至是完全不顾的情形ꎮ 王亚鹏[３] 认为隔代教

养既包括年轻父母将孩子交给长辈教养这种纯粹的

隔代教养ꎬ也包括共同教养ꎮ 刘云等[４] 把隔代教养概

括为由祖辈担当对幼儿的教育和抚养责任ꎮ 基于以

上的概念界定ꎬ本综述中隔代教养是指由祖辈参与或

承担抚养和教育幼儿的一种养育方式ꎮ

２　 隔代教养与幼儿健康的现状研究

２.１　 隔代教养与幼儿体质健康

２.１.１　 隔代教养与幼儿睡眠　 多项研究显示ꎬ隔代教

养会影响幼儿睡眠质量ꎮ 陶公民等[５] 调查显示儿童

睡眠障碍的发生与祖(外)父母看护相关ꎮ 彭春燕[６]

在调查中发现ꎬ８５.２％的隔代教养儿童不能与家长分

床睡眠ꎮ 韩素玲等[７] 研究显示ꎬ当外祖父母充当临时

看护人时ꎬ儿童睡眠障碍发生率高ꎬ且睡眠时间短ꎮ
岳立文等[８] 研究显示ꎬ隔代家庭儿童睡眠时间低于核

心家庭ꎮ 幼儿睡眠障碍影响能量代谢ꎬ可能会导致肥

胖和超重的发生发展[９] ꎬ进而影响幼儿身体健康ꎮ
２.１.２　 隔代教养与幼儿的饮食行为 　 幼儿的发育和

长期健康取决于早期的饮食行为ꎮ 良好的饮食行为

可促进幼儿的成长和身体健康ꎬ而且也有利于其成年

后的健康ꎮ 祖辈抚养的儿童出现饮食行为问题较多ꎬ
包括过度进食、不吃早餐、挑食和偏食、偏爱零食、进
餐不专注等ꎮ 蒋竞雄等[１０]研究显示ꎬ由于祖辈体验过

饥饿的痛苦和食欲无法得到满足的无奈ꎬ所以采用多

种方式满足孙辈的进食要求ꎬ导致过度进食ꎮ 李晴

霞[１１]指出ꎬ在农村许多祖辈教养的孩子不吃早餐ꎬ喜
欢把零食当“主食”ꎮ 王芳等[１２] 调查显示隔代教养幼

儿挑食行为发生率高ꎮ 王春霞等[１３]调查显示ꎬ由祖辈

看护的幼儿吃饭注意力不集中ꎬ偏爱零食ꎬ不愿吃蔬

菜水果ꎬ且偏食ꎮ 另外ꎬ赵广英等[１４]研究也表明ꎬ隔代

教养儿童喜欢边吃边玩ꎬ睡前吃零食ꎬ偏爱吃洋餐、
快餐ꎮ
２.１.３　 隔代教养与幼儿的身体活动水平 　 身体活动

指骨骼肌的活动所产生的任何消耗能量的身体移动

形式ꎬ包含身体活动的频率、强度、时长和类型 ４ 个核

心要素[１５] ꎮ 张烨等[１６]发现隔代教养幼儿的体育参与

程度较低、参与行为较少ꎮ 全海英等[１７]研究显示在祖

辈看管下的幼儿体育参与时间更少ꎬ质量更差ꎻ潘燕

燕[１８]的研究也表明祖辈在抚养孙辈时ꎬ孙辈户外活动

的时间会减少ꎮ 此外ꎬ方永双等[１９] 调查发现ꎬ隔代教

养幼儿在活动多样性 / 游戏参与等维度得分均低于亲

代教养幼儿ꎬ而且张月芳等[２０]的研究显示随着年龄增

长ꎬ隔代教养幼儿的大运动和精细动作能力日渐落后

于非隔代教养幼儿ꎮ 身体活动水平影响幼儿身体能

量摄入与消耗持续而高效的平衡ꎬ低水平的身体活动

会打破平衡ꎬ影响幼儿生长发育ꎮ
２.２　 隔代教养与幼儿心理健康　 隔代教养的局限性

使幼儿在认识活动、情绪情感和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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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到正常的呵护和教育ꎬ从而造成心理出现诸多问

题[２１－２２] ꎮ
２.２.１　 隔代教养与幼儿认知发展 　 隔代教养对幼儿

认知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早期智力的开发、语言理

解能力的发展ꎮ 汪萍等[２３－２４] 研究显示ꎬ祖辈由于自身

生理和心理特点ꎬ阻碍了对孙辈早期智力的开发ꎬ导
致孙辈智力的总体水平较同龄幼儿偏低ꎮ 智力与语

言理解发展的一致性ꎬ使得隔代教养对儿童智力开发

的阻碍ꎬ可能间接阻碍了语言理解的发展ꎬ加之重男

轻女的偏向ꎬ导致隔代教养作为辅导时ꎬ女童的语言

理解差于男童[２５] ꎮ
２.２.２　 隔代教养与幼儿情绪情感 　 隔代教养的幼儿

由于缺乏稳定的亲子交往ꎬ有很强的焦虑、失落、害怕

等负面情绪[２６] ꎬ情绪控制和调节能力差ꎮ 赵振国[２７]

研究显示ꎬ隔代教养的幼儿在情绪调节中会采取更多

的消极策略ꎮ 幼儿早期的依恋模式与后期适应性的

发展密切相关ꎬ安全型依恋能促进幼儿早期社会性情

感的发展ꎬ在日常生活中充满自信ꎬ对陌生环境的适

应能力强ꎮ 但隔代教养不利于幼儿安全型依恋情感

的发展ꎮ 叶晓璐[２８]研究发现ꎬ隔代教养的幼儿安全型

依恋比例低于一般幼儿ꎬ而逃避混乱型比例多于一般

幼儿ꎮ 尚英楠[２９] 也发现隔代教养的儿童可能存在较

多的情绪困扰ꎬ父母角色较为缺失ꎬ对父母依赖和认

同感较低ꎬ不利于安全性依恋的形成ꎮ
２.２.３　 隔代教养与幼儿社会性 　 儿童在发育过程中

出现的行为问题较为常见ꎬ对儿童健康影响很大ꎮ 相

关研究显示ꎬ祖辈较父辈更易采用的溺爱和放养的教

养方式ꎬ极易导致幼儿易暴易怒的脾气和自私个性的

形成ꎬ阻碍幼儿社交能力[３０－３３] ꎬ并且隔代教养也会对

幼儿的亲子关系产生不良影响ꎬ尤其是在外公外婆[３４]

隔代教养下幼儿的亲子关系更差ꎮ 亲子关系与幼儿

行为问题的发生密切相关ꎬ在隔代教养条件下幼儿不

良的亲子关系会增加行为问题的出现ꎮ 有研究表明ꎬ
隔代教养儿童的行为问题检出率和不良行为发生率

高于父母带养儿童[６ꎬ３５] ꎮ 此外ꎬ隔代教养对幼儿行为

问题的影响存在性别和年龄差异ꎮ 王玲凤等[３６] 研究

显示ꎬ在隔代教养方式下男童行为问题的得分高于女

童ꎮ 曹勇等[３７]研究显示ꎬ隔代教养与父母教养儿童在

不同年龄组其行为问题检出率不同ꎮ

３　 隔代教养的影响因素

３.１　 祖辈教养能力　 相比父辈ꎬ祖辈受自身因素的限

制教养能力不足ꎬ其对幼儿健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

点ꎮ 第一ꎬ祖辈家长自身受教育水平偏低ꎬ知识储备

匮乏ꎬ不容易接受进步的教育思想ꎬ阻碍幼儿健康水

平的提升ꎮ 刘贝贝等[３８－３９] 的研究表明ꎬ由于祖辈受教

育水平低ꎬ隔代教养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ꎬ特别是

在幼儿身体健康方面ꎮ 第二ꎬ祖辈无法针对幼儿出现

的心理问题进行疏导[２０－２２] ꎮ 第三ꎬ祖辈年龄较大ꎬ身
体活动性较差ꎬ仅能给予幼儿日常生活的照料ꎬ对幼

儿早期健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４０] ꎮ
３.２　 教养观念和方式　 祖辈在隔代教养过程中往往

依靠个人经验的教养观念ꎬ加之补偿心理和代管状

态ꎬ教养过程中祖辈通常“重养轻教” “重满足轻管

束” [３ꎬ３２ꎬ４１－４２] ꎬ溺爱幼儿较多ꎬ 管束、 要求等相对较

少[２３ꎬ３８ꎬ４３] ꎮ 在“养”的层面ꎬ很多祖父母认为自身对孙

子女的养育就是“不磕不碰ꎬ又白又胖”ꎬ而对于如何

促进幼儿认知、情感和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则是父母

的职责ꎮ 落实到“教”的层面ꎬ祖父母喜好经验行事ꎬ
用经验取代科学[１１] ꎮ 祖辈教养方式分为忽视型、溺爱

型、专制型、指导型[４２ꎬ４４] ꎬ不同的教养方式对幼儿健康

的影响皆有利弊ꎬ如专制型的教养方式可以培养幼儿

的独立性ꎬ但是限制了幼儿的自由活动ꎻ溺爱型的教

养方式给予幼儿充分自由活动的权利ꎬ但是容易导致

自私的个性品质ꎮ 指导型是最为理想的隔代教养方

式ꎬ但在现实生活中祖辈却很少采用ꎮ
３.３　 生活方式　 家庭是幼儿生活和教育的第一场所ꎬ
祖辈的生活方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幼儿健康ꎮ
４７.２％的祖辈会忙于家务[４５] ꎬ且祖辈喜欢从事太极

拳、八段锦、下棋、钓鱼、写字等传统业余活动或广场

舞、走步等大众健身项目[１６] ꎮ 可见祖辈的生活方式较

为安静和舒缓ꎬ而孙辈更喜欢追逐、滑梯等激烈的大

动作且互动较多的活动ꎮ 祖辈和孙辈在生活方式存

在较大差异使得家庭活动难以开展ꎬ一定程度上会影

响幼儿运动参与程度ꎬ进而影响幼儿健康ꎮ
３.４　 家庭养育环境　 隔代教养作为一种养育方式ꎬ其
养育效果深受家庭因素的影响ꎬ现有的研究主要从家

庭关系和家庭经济社会地位探讨家庭对隔代教养的

影响ꎮ 和谐、支持性的家庭环境有利于幼儿健康ꎮ 孔

屏等[４２]研究发现ꎬ祖父母与父母的关系越和谐ꎬ祖父

母对孙子女的心理压力就越少 ꎬ更有利于幼儿的健

康ꎮ 金阳等[２５ꎬ２７]研究显示ꎬ在城市家庭环境中ꎬ隔代

教养对儿童的心理发展更多的是积极作用ꎬ是由于城

乡家庭环境不仅代表家庭经济地位的差异ꎬ更为重要

的是文化如教育观念和思想、行为等方面的差异ꎬ从
而影响隔代教养效果ꎮ
３.５　 传统文化 　 我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ꎬ重视帮扶

带ꎬ所以祖辈家长愿意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ꎬ从该

层面来说相比父辈们ꎬ隔代教养更有利于幼儿健康发

展ꎮ 但与此同时祖辈教养也深受“隔代亲” 和“家本

位”传统文化影响ꎬ因此在孙辈的教养问题方面往往

存在溺爱和重知识而忽视身心健康的问题ꎬＬｉ 等[４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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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ꎬ祖辈作为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要监护人ꎬ受
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个人经历的影响ꎬ往往十分溺爱孙

辈ꎮ 另外ꎬ我国自古就有重男轻女偏向ꎬ这一偏向在

祖辈教养人进行隔代投资时会发现ꎬ即在相同情况

下ꎬ祖辈教养人对孙子会比孙女有着更多的交流和关

注[４７] ꎬ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女童的健康ꎮ

４　 研究局限与展望

通过对我国隔代教养和幼儿健康相关研究的整

理和分析ꎬ主要存在四方面的局限ꎮ (１)研究设计的

局限性ꎬ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研究设计ꎬ主要采

用的是问卷调查法ꎬ未来应增加一些纵向研究ꎬ进一

步说明祖辈角色的变化发展、影响因素以及由此对幼

儿健康产生的影响ꎮ (２)在探讨隔代教养的影响因素

时ꎬ研究中较多关注的是祖辈自身因素、家庭因素ꎬ较
少关注儿童自身的特点和社会因素在隔代教养与幼

儿健康关系中的重要作用ꎬ 如幼儿的性别[２１] 、 气

质[４８] 、年龄[４４] 、社会媒体、幼儿教师[４９] 等也会影响隔

代教养ꎮ (３)探讨隔代教养对幼儿健康产生消极影响

较多ꎬ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ꎬ研究者们也应该关注

隔代教养给幼儿健康带来的积极影响ꎬ如郭翀等[５０] 研

究显示ꎬ上海市隔代教养的儿童在家吃早饭的频率

高ꎬ园外体育活动时间长、运动种类多ꎮ 嵩钰佳等[５１]

发现给予更多关爱和温暖的祖父母教养方式能促进

幼儿同伴交往能力的发展ꎮ (４)关注特殊儿童隔代教

养ꎬ如留守儿童、城镇农民工子女、残障儿童等ꎮ
综上所述ꎬ隔代教养对幼儿健康的影响主要表现

为影响幼儿的睡眠质量、饮食行为、身体活动水平等

体质方面ꎬ以及认知、情绪情感、社会性发展ꎮ 影响因

素包括祖辈教养能力、教养观念和方式、生活方式、家
庭养育环境、传统文化ꎮ 针对隔代教养这一普遍存在

的家庭养育方式ꎬ应在对现状和相关因素研究的基础

上进行干预研究ꎬ为儿童保健人员促进幼儿健康提供

一种借鉴和新的思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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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青少年学生感染艾滋病的情况引起了全

社会广泛关注ꎬ也成为我国艾滋病病情的一个特点ꎮ
青少年学生正处于性活跃的青春期ꎬ随着性观念和社

会氛围的开放ꎬ部分学生对性存在幻想并乐于尝试ꎬ
但对性的危害认识不足ꎬ容易受社会不良文化的影

响ꎬ出于好奇或受诱惑而发生不安全性行为ꎮ 部分青

少年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差ꎬ对感染艾滋病的风险认

识不到位ꎬ缺乏有效的防范措施ꎬ从而容易受到艾滋

病的侵害[１] ꎮ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在排除了检测增加的因

素影响下ꎬ我国 １５ ~ ２４ 岁大中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和病

人(ＨＩＶ / ＡＩＤＳ)净年均增长率达到 ３５％[２] ꎮ 近几年ꎬ
我国 １５ ~ ２４ 岁青年学生每年报告发现病例在 ３ ０００ 例

左右ꎬ传播途径以经性传播为主ꎬ男性同性性行为传

播比例增加[２－３] ꎮ 有研究显示ꎬ同性性行为在青少年

学生中也越来越常见[４] ꎮ 因此ꎬ男男性行为青少年学

生已经成为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人群ꎮ 本文

将我国内地发生男男性行为青少年学生艾滋病流行

状况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ꎬ为开展该人群相关研究

提供参考ꎮ

１　 男男性行为青少年学生的界定及其人群规模

１.１　 人群界定　 男男性行为人群( 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ｓｅｘ
ｗｉｔ ｍｅｎꎬ ＭＳＭ)指与男性有过性关系的男性ꎬ 主要包

括男性同性恋者、男性双性恋者、男性变性欲者和男

性异性恋者[５] ꎮ ＭＳＭ 在我国没有合法的社会地位ꎬ易
受到社会环境和家庭传统观念的影响而选择隐藏自

己的性取向ꎮ 网络和手机应用软件的迅速发展改变

了 ＭＳＭ 的交友方式ꎬ主要通过互联网进行交友、约

会ꎬ甚至发生无保护的口交或肛交性行为ꎬ增加了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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