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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进展综述

婴幼儿早期教育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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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早期教育是影响婴幼儿智力及体格发育的一项措施$其实施的内容和模式也是研究的热点问

题之一% 多年来$国内外的专家对婴幼儿早期教育进行不断的探索$研究的形式虽然多样$但结论却是一致

的$那就是早期教育对婴幼儿的生长发育起到积极作用% 该文主要就婴幼儿早期教育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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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教育$即从出生到学龄前对儿童进行的一

种科学)有效的训练与教育$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儿童

身心的健康发展$其中又以 $ Q( 岁为关键性阶

段'%(

% 而基于早期教育理念$早期干预则是对婴幼

儿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丰富环境的教育活动'#(

%

研究'((显示$人的大脑有两个发育关键期$分别为

胚胎期和婴幼儿期% 美国心理学家布卢姆的研究发

现小儿智能发育 '$R在 + 岁前完成$($R在 8 岁前

完成$而欧美等国家也已普遍开展诸如*抢先计划+

等婴幼儿早期智能开发项目'+(

% 早期教育被视为

婴幼儿期关键性的教育$越发备受关注% 本文对婴

幼儿早期教育的现状作一综述%

83早期教育的特点及方式

近代研究''(表明$从出生到 # 岁是婴幼儿大脑

发育最迅速的阶段$新生儿出生时也同样具备着强

大的潜能$对外界刺激反应十分敏感$换言之$婴幼

儿时期具有接受教育的生理条件% 早期教育可分为

三类'&(

$一是直接针对婴儿$对婴儿个别进行促进发

育的刺激$或将婴幼儿集中在训练中心$集体进行教

育&二是通过指导家长间接对受教育对象进行训练&

三是对婴儿直接教育和指导家长进行教育相结合%

教育的方法$如新生儿$针对感觉器官给予早期附加

刺激和<或环境改变刺激% 促进新生儿发育的四种

主要方式是听觉)视觉)触觉)前庭运动刺激'&(

% 可

以通过语言交流)玩玩具)图书)游戏和环境氛围等

开发婴幼儿的思维模式'*(

% 但是当受到过度刺激

时$新生儿则表现为反应迟钝)目光呆滞$甚至出现

自主神经应激反应和功能障碍表现$如打嗝)喷嚏)

呕吐和憋气等%

93早期教育的内容

早期教育的内容主要包含两方面!发展智能和

培养个性品质% 通过发展感知觉)重视运动能力提

高)促进语言发展教育)促进思维发展)发展社会交

往技巧)培养坚强的意志性格$全面提升婴幼儿的智

能)体格)品质'*(

% 小儿需要感受丰富多彩的外界

环境$即各种颜色)形状)气味和声音等$从不成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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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朝着复杂的主动的反应方向发展% 早期育儿刺

激包括食物)玩具和家务活动等'&(

% 应该让准妈妈

们知道$哺乳时眼神)声音和微笑的交流$可使小儿

变得敏捷$提高对人们面容和声音的辨别能力% 在

学说话时需要不断和小儿对话$创造良好学语言的

环境以促进他们的语言和交流能力'&(

% 除准妈妈

们以外$其他看护者和小儿之间不断对话和交流也

很重要% 另一方面$通过和小儿玩耍$发展其知觉辨

别能力)交流能力)精细动作和大动作控制能力以及

好奇心和自信心% 育儿刺激应该随小儿成熟而变化%

:3早期教育的影响

早期教育对婴幼儿生长发育起重要作用'8$)(

%

早期教育干预可促进正常小儿的智力发育$预防因

心理社会因素引起的智力低下$促进有可能发展为

智力低下的高危儿或智力已经偏低于正常小儿的智

力发育$预防和改善智力低下'%$(

% 有研究'%%(表明

运用个性化的早期教育方式可以促进精细动作和适

应能力发育$并且可以促进智能的发育% 李彩虹'%#(

对早期教育对婴幼儿常见疾病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认为早期教育在促进智力发育的同时$还能够通过

活动达到了体质锻炼的目的$促进血液循环及呼吸)

消化系统的发育$提高食欲及机体抵抗力% 家庭是

$ Q( 岁婴幼儿主要的生活场所$小儿接触最多的是

父母$进行科学的早期教育$有助于促进亲子关系$

促进情感交流$有利于促进儿童养成良好的社会情

绪及个性行为'%((

% 早期教育还可促进早产儿的智

力和运动发育$促进早产儿脑瘫康复'%+(

% 早期干预

结合早期教育$使高危儿从新生儿开始接受运动)认

知)情绪)社会交往和生活自理能力等全面指导$将

治疗计划结合早期教育$为预防脑瘫起到作用&其次

注重按摩)体操和主动运动训练$促进正常运动和姿

势的发展$抑制异常姿势和运动% 在防治脑瘫的同

时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

;3早期教育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83国内研究现状3国内关于早期教育的研究诸

多$其中有研究运用发放书集和光盘方式$指导家属

为婴儿做按摩)体操和主动运动训练等$并以定期门

诊随诊)研究人员举办培训和课题论坛等方式加强

早期教育的效果'%&(

% 何红等'%*(以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为背景$研究将出生 #8 Q(% ; 后的婴儿由专责医

生给其建立个人档案$开设保健养育*妈妈课堂+等

关于婴儿生理和心理早期发育特点的讲座$发放

SXM$提供免费咨询及个别指导% 还有研究'%8$%)(采

用对家长培训的方式$教会其早教方法$内容包括婴

儿抚触)婴儿操)感知觉开发)大运动及精细运动训

练)语言开发以及社会交往能力训练$再配合婴儿喜

爱玩的玩具$使婴儿得到训练% 近几年$也有较多的

研究开始采用智护训练的方法对早期婴幼儿的智力

开发进行干预$并且得到满意的效果% 智护训练是

由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儿童发育专业委员会参与$由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授鲍秀兰主编编制的一套系统

的早期教育方法$以婴儿发育特点为基础$智力发育

关键期为心理学依据$医学科研成果为支持$指导父

母通过智能训练)肢体被动训练)潜能引发训练)情

感交流互动训练$达到提高婴儿的早期智力的目的%

有研究'#$ Q##(显示$通过智护训练可促进小儿的神经

心理)体格)智能)情感的发展$该早期教育方法已被

现代医学界所公认%

;<93国外研究现状3Y1?0@?1

'#((的研究显示$早期

干预结合有针对性的治疗$可以促进脆性 Z染色体

综合征的儿童认知和行为的改善$脆性 Z综合征

"[Z\#是最常见的遗传性智力障碍$若 [Z\ 患儿在

早期行智能干预并结合靶向治疗$可提高他们的认

知行为和智商% 斯德哥尔摩的一项随机试验发现$

母婴之间的密切接触)早期智能训练$可以提高母乳

喂养效果$改善产妇不良情绪$并可减轻产后疼痛

感'#+(

% 另一方面$一项由五个不同国家的 +%+ 名研

究者"出生至 ' 岁的小儿#参与的两个测试和五个

试验的研究中发现$身体运动和行为认知发展与增

加活动时间<频率具有正相关$通过进行早期教育$

其中行为认知能力提升&*R)语言能力提升&$R

'#'(

%

该研究为身体活动可能产生对儿童早期认知发展有

益的影响提供了一些初步的证据% 此外P@B20?;等'#&(

发现$幼儿期进行早期教育)智能体格训练与其在青

春后期的骨强度呈正比例关系%

=3结语

国家二胎新政策的实施$不但体现在数量上$更

是体现在宝宝的*质量+上% 早期智护训练的品质

直接影响到婴幼儿大脑的发育水平$而婴幼儿的智

力发育$取决于大脑发育的水平% 婴儿一出生就处

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父母与婴儿的互动方式直接

影响婴儿的心智发展$科学多样化的早期智护训练

模式就是这互动方式之一% 虽然现在国内外都有较

多关于早期教育)开发智力的研究$但是内容)目的)

方法)结果各不同$缺乏统一说法% 因此$在婴儿发

育最快)可塑性最大)智力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如

果能将婴儿早期教育的方法统一化)共识化)具体

化$并便于家长学习和运用$帮助婴儿与父母建立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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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早教模式$这会使早期教育的效果得以提升$婴

幼儿的情感)智力)体格)社会行为能力也能得到进

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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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姓是不可以简写的&*名+可以缩写$第一个字母大写$不用缩写点%

例如!T7H? fC1?6Â CW216写为 ĈW216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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