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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 3C 寶貝—「陪」塑比 Say No 更重要 
謝佩芳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專班學生 

 

一、前言 

因應數位滑世代的來臨，成人們對 3C 的印象是什麼呢？是否還是停留在保

守限制、嚴拒以待亦或是偶而為之，轉身便將 3C 產品視為安撫孩子的工具、獎

勵品呢？服務在幼兒園裡的我們，不時便會耳聞到幼兒們的對話。宇平：「我的

開心水族箱已經孵出水晶魚了」；萱萱：「我跟爸爸也在公園抓到小火龍的色違」，

於是，當身為父母者覺察到孩子操弄 3C 的技巧比自己還純熟，對於各種 3C 的

資訊更是如數家珍時，其實「3C 產品」已儼然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

必需品，為此，我們實有必要去深入了解，3C 產品到底涵蓋了哪些生活層面？

在孩子的人際互動中又扮演著哪些角色？對幼兒的身心發展及生活經驗又會造

成哪些影響……等等？ 

然而，面對科技與網路的快速充斥下，身為教師或父母的我們，又該如何帶

領學齡前的幼兒有效駕馭 3C 產品，進而「陪」塑出一個能自我調適與勇於負責

的數位小孩呢？我想這正是當下每一個人都急需面對的改變。 

二、從幼兒的生活互動中發現 3C 

「3C」此流行於台灣的術語，是對電腦及其週邊、通訊的一種代稱，多半

是應用於手機和消費電子等三種家用電器產品，但隨著行動裝置的普及與便利，

其涵蓋的層面更是深入人們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舉凡食、衣、住、行、育、樂，

甚至是未來的發展潮流，莫不充斥著科技的導向。然而，隨之衍生的 3C 特殊現

象─低頭族、網紅、電視兒童孤獨症，便開始逐步出現在人們的生活週遭，進一

步的改變人與人的互動關係，冷漠與忽視似乎也正被幼兒們視為理所當然，試

想，這真的是我們想要給孩子的未來嗎？   

此外，我們也很訝異的發現，以往親子溫馨散步公園的畫面，也緩緩被洗版

成為時下最夯的手遊奇景，每當該遊戲推出新的活動時便處處可見幼兒隨同家人

到處抓寶的身影，而在園所的人際互動上，原本的遊戲型態，亦漸漸被各種電玩、

卡通、線上直播影片所取代，孩子在遊戲面貌上除了被逐漸物化之外，在社會性

的交流上也跟著有所質變，這對幼兒來說，既是工具也是玩具，更是同儕、親子

間建立互動的一座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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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C 對幼兒的影響 

3C 產品總是能第一時間抓住孩子的眼光，也不失為是一種能讓孩子靜下來

的工具之一。但身為教育第一線的教保服務人員，不免要擔憂這樣的方式，真的

對孩子好嗎？會不會對幼兒造成另一種隱憂與傷害呢？ 

事實證明，不當或過早讓學齡幼兒接觸 3C 確實有礙，筆者依據相關文獻、

網路文章與新聞、以及專家學者評析，發現時下已有愈來愈多的家長，以各類的

智能裝置去「照顧下一代」，又因幼兒長期暴露在 3C 充滿聲光效果的環境中，

不僅僅缺少愛的陪伴外，更無法學習到實際的互動經驗，此也間接地讓幼兒對人

際互動、情緒反應產生負成長，同時，更影響了其對大腦的發展（臧汝芬，2018）。
另外，部分文獻亦指出：當學齡前幼兒在螢幕的時間越長，其所習得的字彙便越

少，也有可能干擾小朋友正常的注意力發展，或產生語言發展遲緩的疑慮（ 珊卓．

阿瑪特、王聲宏，2012）。再則，依據 2015 年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公佈的「學

生使用情形調查與分析計畫」顯示：孩子們在線上遊戲和智慧手機沉迷與成癮的

比率，均有上升的趨勢，因此，如何讓孩子與 3C 和網路「保持安全距離」並將

影響危機化為轉機，則是現代父母必須正視的重要課題（王意中，2016）。 

由上述可知，當肩負著守門人的老師或父母們，為求一時的便利或片刻的喘

息時間，將 3C 產品視作褓姆或家教時，那麼孩子可能受到的影響，除了大家所

熟知的視力部分外，尚涵括有以下幾項潛在危機： 

(一) 在過多的聲光刺激與頻率過快的畫面衝擊之下，恐造成孩子專注力無法集

中。 

(二) 隨同成人長期掛網、使用 3C 產品，也會讓幼兒大腦產生假性活躍，導致閱

讀、學習不專心。 

(三) 學齡幼兒自控能力低、依賴性高，在使用 3C 過程中，每每會經常性地忽略

常規以及日常生活該做的事，導致，親子間爆發衝突與摩擦，親、子也容易

出現情緒失控的問題。 

(四) 透過簡易地手指滑動，就能操控螢幕中的世界，而讓幼兒缺少了實體的觸覺

感受，這對幼兒本身而言，不但影響了感官的發育與動作之發展，同時也剝

奪了孩子們嘗試錯誤的機會，以及失去完成作品所帶來的成就感（劉祥亞，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7%8F%8A%E5%8D%93%EF%BC%8E%E9%98%BF%E7%91%AA%E7%89%B9%E3%80%81%E7%8E%8B%E8%81%B2%E5%AE%8F/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7%8F%8A%E5%8D%93%EF%BC%8E%E9%98%BF%E7%91%AA%E7%89%B9%E3%80%81%E7%8E%8B%E8%81%B2%E5%AE%8F/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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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四、如何「陪」塑 3C 小孩 

處在資訊科技高度發達的時代，要杜絕 3C 對人們的束縛已根本不可能，也

不切實際，而要如何在維護孩子身心健全發展的同時，設定一些幼兒們可以遵循

及接受的規範，則是當下每個父母、老師以及社會責無旁貸的職責所在。那麼該

怎麼幫助孩子健康使用 3C，並同時避免被 3C 所綁架，我們可以試著從以下幾點

著手： 

(一) 不讓 3C 取替您：孩子需要的是溫暖且具雙向互動的陪伴，而不是一支手機

或一台電視讓幼兒看螢幕下飯，適時訂定每週或每月家庭日，全家一起出

遊，暫別 3C 的遙控，不但有助於孩子減低對 3C 的依賴，更能讓成人揮別

網路成癮的隱憂。 

(二) 不高估孩子的自控力： 千萬不能把 3C 產品丟給孩子獨自使用，很多時候，

情勢會演變到後來的無法收拾，往往都是因為大人的無暇照顧所造成，所

以，如何陪同孩子做好時間管理與擺脫電視的依存症，就從引導孩子發掘興

趣開始吧！（凌明玉，2006）。 

(三) 不要突然喊停：當一個人正聚精會神投入於某一件愉快且有趣的事物中，最

令人討厭的事就是被打斷，同理，當我們已然同意孩子操弄數位媒體或手

遊，亦請成人勿擅自以任何藉口或父母的權威強迫幼兒暫停，這樣的行為只

會造就不信任、賴皮與拖延的效應不斷的疊加與發生。 

(四) 不輕易妥協：猶記得有一支速食廣告是孩子賴在地板上大喊這不是肯德基的

畫面嗎？當下，看到這支廣告時大多的反應皆是會心一笑，但是，實際上當

孩子爭吵著要手機或平板時，父母往往會屈服於幼兒哭鬧之下，就這樣無數

次的惡性循環，很快地大人們就會察覺到 3C 的掌控權已然失控，或者正確

地說：是孩子的「心思」已全面被 3C 所占據了。所以，不輕易妥協是必需

的，而捍衛自己的堅持更是奠定孩子未來發展的重要關鍵。 

(五) 一起訂定合宜的使用時間：使用前約法三章、使用中亦需審慎設定時間，要

有明確的獎勵辦法與使用規範，不濫用、不拖延，親子雙方都要遵守並謝絕

雙重標準，方能讓幼兒習得自律與自我負責的能力。 

(六) 一起減用 3C，轉移孩子的注意力：當成人首先放下手機並維持 30 分鐘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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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心陪伴，便是轉移幼兒注意力的開始，如何透過多元的活動參與以及引

導幼兒發展出更好玩且有趣的活動，則是減少幼兒對 3C 使用頻率的不二法

門。 

五、結語 

網路世代的消費主流，既是追隨者，更是未來的創造者，從逐年下降的年齡

使用數據上都再再顯示，網路新興的時代已然來到，所以，成人們如果還是只知

防堵與禁止，此不僅無法遏止孩子接觸高科技的渴望，反而會造成親子間的疏

離。今綜觀上述影響，最有效的保護機制，是陪同與建立合宜的使用機制，幫助

幼兒能在接軌高科技之餘，亦能同時有效降低接觸數位產品的使用頻率，進而達

到維護幼兒身心健康發展。因此，我們期盼每一個孩子都能在關懷、陪伴與理解

下成長，那麼就得從現在開始做出改變，力行正向、健康的使用型態（不濫用、

講信用），逐步降低 3C 對孩子的侷限，轉而有效開展家人共處的內涵，營造一

個溫馨、和諧、健康的心 3C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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