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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儿童忽视直接影响到儿童的认知、社会情感和行为，这与祖国的人才培养问题息息相关。通过对513篇有关儿童忽视的

中文文献进行综述，总结得出儿童忽视的概念、现状、影响因素、后果与预防对策。发现儿童忽视对策研究少，对于忽视率最高的

0-6岁儿童忽视研究不充分。该综述可促进儿童忽视相关知识的普及并为今后有关儿童忽视的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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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Child Neg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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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136000, China)
Abstract：Child neglect directly affects children’s cognition, social emotion and behavior,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ersonnel training in our country. Through the review of 513 Chinese literature on child neglect, the
concept, current situ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consequences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of child neglect are
summarized.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a few researches on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child neglect and there are
insufficient researches on child neglect with children ranging from 0-6-year-old, which have the highest neglect
rate. This review can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knowledge related to child neglect and lay a found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on child neg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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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权利公约》中提到：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

的立法、行政、社会和教育措施，保护儿童在受父母、

法定监护人或其他任何负责照管儿童的人的照料时，

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或

照料不周，虐待或剥削，包括性侵犯。我国于1990年

9月签署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1991年9月颁布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大力宣传预防

虐待、忽视儿童的意义，并将每年的11月19日定为世

界防止虐待儿童日［1］。儿童忽视问题正逐渐获得关

注，但目前儿童忽视现象严重，有必要进行儿童忽视

的预防以及儿童忽视的深度研究，此文章综述了儿童

忽视问题的起源与发展、概念与内涵、现状、影响因

素、后果和对策，为之后儿童忽视问题的深度研究奠

定基础。

一、儿童忽视的起源与发展

在2020年3月1日，以“儿童忽视”为主题关键词

在CNKI进行检索，共得到4608条检索结果，其中有

4095条外文文献，有513条中文文献。知网可查最早

的有关儿童忽视文献是1861年在伦敦统计学杂志上

发表的外文文献［2］，该文献主要论述了英国政府对于

贫困和被忽视儿童的教育帮助，由此可见，英国早在

该文章发表前就已有儿童忽视的概念，已经对儿童忽

视问题有所关注。知网可查以儿童忽视为主题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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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早的中文文献为1951年的《少年儿童读物忽视语

文健康的一些例子》，与儿童忽视主题无关，1951年至

1994年期间共有九篇具有儿童忽视关键词的中文文

献，但均与儿童忽视主题无关。第一篇与主题切实相

关的中文文献为1994年由孟庆跃等人发表的《父母忽

视、训斥和体罚儿童的频度研究》，该研究采用问卷

法，问卷回收后运用了SPSS分析，研究结果与讨论建

议比较符合我国当前对于儿童忽视问题的主流思想，

研究结果认为父母与其他监护人对于儿童忽视的影

响最大，研究具有科学性。由此可见，对于儿童忽视

问题的研究，中国起步较晚，且研究成果少，儿童忽视

的消极影响程度深且延续时间长，我国需重视该问

题，有必要进行深度研究。

图1为知网上检索儿童忽视主题得到中文文献年

度发表趋势，由于检索所得文献没有进行进一步的筛

选，有部分文献与儿童忽视主题无关或不具有科学

性，故只观察文献年发表趋势，不强调具体数值。总

体而言，近20年来我国对于儿童忽视问题的关注度与

重视度有所提升，文献年发表量自1994年起开始螺旋

式上升，其中在2016年文献年发表量达到顶峰，但近

4年来文献年发表量有回落趋势。

根据以下条件对所得文献进行进一步的筛选：保

留与儿童忽视这一主题切实相关的文献；保留与儿童

忽视有相关内容的文献，比如儿童虐待，西方有些学

者认为儿童忽视是儿童虐待的一种，故有研究价值；

舍弃与儿童忽视这一主题无关的文献，比如有的文献

把儿童和忽视拆开，实际讲的是乘车安全，不符合主

题，予以舍弃；对于有关键词，但研究不具有科学性的

文献予以舍弃，有些文献研究方法不明确，所得结论

没有依据，不具有科学性。

由于外国与中国国情差异较大，故以中文文献研

究为主，外文文献为辅。在中文文献的检索结果中进

行分类汇总，运用以上条件进行筛选共剩余273篇文

献。在筛选结果中再次进行主题相关热度词的分类

汇总，其中，以幼儿忽视为主题，按相关词汇热度由高至

低排列，儿童虐待、儿童忽视的影响因素、儿童忽视与其

他因素的关系、以某地区为例的儿童忽视现状、儿童忽

视的政策和法律文献为已有文献的主要研究内容。

二、有关儿童忽视的概念与内涵的研究

（一）儿童忽视是什么

世界卫生组织将儿童忽视定义为“儿童父母或者

照顾者、监护人未能在卫生、教育、情绪发展、营养、住

房和安全的生活等方面为儿童的发展提供足够的保

障”［3］。我国对于儿童忽视问题没有专门的法律，但

我国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可在此基础上，加强立

法。潘建平教授所提出的概念界定在当前认可度较

高，“儿童照管者因疏于其对儿童照料的责任和义务，

严重或长期疏忽对儿童基本需要的满足，以致危害或

损害儿童的健康发展，或在未来可以避免的情况下使

儿童面对极大的威胁”［4］。儿童忽视是指监护人或照

顾者持续性地没有满足幼儿在生理以及心理等方面

的发展需求并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

（二）儿童忽视与儿童虐待的差别

以儿童忽视为主题检索，儿童虐待与儿童忽视问

题为文献量最多的研究。半数以上文献把忽视和虐

待混为一谈，将儿童忽视与儿童虐待划等号［5］，文献

题目中虽有虐待和忽视的字样，但通篇只谈虐待没有

忽视；有些学者认为儿童虐待包含儿童忽视，认为虐

待与忽视具有同等的后果，对于预防和干预有同样的

措施；还有部分文献将儿童忽视与儿童虐待分开讨

论，但都归为儿童伤害的一类。

本研究更倾向于儿童忽视与儿童虐待不等同的理

论，儿童忽视是独立于儿童虐待的一种社会现象，应相

互区分，找到异同，“对症下药”。儿童虐待包括心理虐

待、躯体虐待、情感虐待几大类型，儿童忽视分为情感忽

视、身体忽视、医疗忽视、教育忽视、安全忽视、社会忽视。

儿童忽视是监护人或者照顾者在未能察觉的情

况下对儿童造成一系列消极后果的行为，而儿童虐待

则主体不仅是监护人和照顾者，可以是任何人，儿童虐

图1 知网可查儿童忽视主题中文文献发表年度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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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是主体主动地，故意地对儿童施加有着消极影响的

行为，同时，儿童虐待仅一次就会造成消极后果，所以，

儿童忽视与儿童虐待不能等同［6］。

（三）儿童忽视的特点

儿童忽视与儿童虐待比较过后总结出以下儿童忽

视的特点：第一，儿童忽视具有非主观性。儿童忽视是

监护人或者照顾者不懂得儿童的需要，是由于疏忽造

成的。第二，儿童忽视具有隐秘性。儿童遭到忽视后

表现不明显，基本为隐性特征，在短时间内不容易被察

觉。第三，儿童忽视影响深远。儿童忽视发生后会对

儿童的发育和社会情感产生深远的消极影响。第四，

儿童忽视的过程具有长期性。短期的、个别的忽视事

件会在其他幼儿活动中有所治愈，不会造成消极后果，

所以单次的、短期的忽视事件不称作幼儿忽视，儿童忽

视是长期的忽视。第五，儿童忽视的后果具有不确定

性。儿童忽视不一定会造成严重的消极后果，儿童忽视

会在儿童其他的活动中有所治愈，儿童在生活中接触到

的其他人，可能会为儿童提供儿童被忽视的心理或生

理的关怀和帮助，会减少儿童忽视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三、有关儿童忽视现状的研究

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

告》指出［7］，2000年全球约有57000名15岁以下儿童

死于被虐待。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儿童躯体虐待

的平均发生率为10.0%~30.3%，心理虐待的平均发生

率为31.3%~78.3%，忽视的平均发生率为28.0%~

43.6%［1］［8］。2019年吴萍萍等人对乌鲁木齐3-6岁儿

童忽视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总忽视率为

51.89%，总忽视度为49±6［9］。杨玉玲等人对于淄博

市3-6岁儿童忽视现状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总忽视

率为51.48%，总忽视度为42.05±7.83［10］。潘建平教

授在多次调研中发现，城市3~6岁儿童的忽视率和忽

视度分别为28.0%和42.2，6~8岁小学生的忽视率和

忽视度分别为28.8%和42.8，9~11岁小学生的忽视率

和忽视度分别为27.2%和42.1，12~14岁初中生的忽

视率和忽视度分别为22.4%和46.4；农村0~35个月儿

童的忽视率和忽视度分别为54.9%和45.0，3~6岁儿

童的忽视率和忽视度分别为53.7%和44.4，6~8岁小

学生的忽视率和忽视度分别为40.2%和46.0，9~11岁

小学生的忽视率和忽视度分别为42.5%和44.8,12~14

岁初中生的忽视率和忽视度分别为45.1%和48.7［11］。

总体而言，我国儿童忽视已成为非常严峻的问

题，需要各方重视起来，由于城乡差距，农村的儿童忽

视问题更加严峻，农村17岁以下的儿童忽视率均高于

城市同龄的儿童的忽视率，且农村儿童忽视程度更

高，这会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造成恶性循环。6岁前

的幼儿忽视也应是关注重点，农村0-6岁的幼儿遭受

忽视的情况最多，且忽视度很高，应当反思为何幼儿

忽视率高居榜首，这不仅是经济条件的落后，更是照

顾者的无知对幼儿造成了忽视，反观教育，教师对于

儿童忽视问题的重视程度存在很大的相关性。

我国为农村人口数量居多的国家，农村儿童忽视值

得关注，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的忽视问题。段成荣等学

者将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

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

活在一起的儿童［12］。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

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

万，占农村儿童的37.7%，占全国儿童的21.88%。研究

显示，我国农村小学6~8岁与9~11岁留守儿童忽视度分

别为（47.64±9.44）与（46.61±10.58）分，忽视率分别为

48.5%和49.7%，均高于我国城市同龄儿童［13］。农村地

区经济水平较城市地区差，成年人以务农为主，非务农

家庭大多会进城务工，近年来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的需

求增加，进城务工人数大有增加，导致了留守儿童数量

的增加，留守儿童的父母不在身边，不能陪伴儿童成长，

即使在物质条件不欠缺的情况下，仍旧会出现情感忽

视，而留守儿童的照顾者多为隔代老人，对于儿童的各

种需求更易忽视，那么留守儿童数量的增加必然是农村

儿童的忽视率高于城市儿童忽视率的原因之一。这

触目惊心的数字，是令人痛心的，值得我们关注，为之

努力，进行改变的，教育是改变的好途径，通过教育使

成人意识到儿童忽视的危害，也要通过教育给儿童更

多的关注，以弥补留守儿童遭受的忽视。

非独生子女的忽视率要高于独生子女的忽视

率。研究者采用分层抽样调查的研究方法，所得结论

为，独生子女的忽视率为18%，而非独生子女的忽视

率为23%，其中，非独生子女中，女孩的忽视率为

57%，男孩的忽视率为43%［14］。由此可见，多子女家

庭中会受传统封建思想所影响，存在重男轻女的现

象，对于女孩的忽视高于男孩；且多子女家庭会由于

孩子多，存在偏爱，有些多子女家庭因为经济原因，也

会造成对孩子的忽视［15］。对于独生子女，忽视率为

18%，其中安全忽视最为严重，为20.25%，其次是情感

忽视。美国统计的同年龄段的儿童忽视最严重的为

教育忽视，我国与美国的大数据统计结果正好相反，

我国独生子女的教育忽视数值为最低，同样受传统文

化影响，我国有“望子成龙，养儿防老”等思想，所以无

论农村还是城市，对儿童的教育比较重视，反而会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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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儿童的安全和情感［16］。

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的官方数据表明，年龄较

小的儿童比年龄较大的儿童更易受到忽视，其中婴儿

是忽视发生的最高风险群体［17］。总体而言，3-6岁幼

儿的忽视率和忽视度均高于城市儿童，在3-6岁儿童

忽视里仍存在城乡差距，城乡儿童忽视问题不具有年

龄段限制，具有普适性。3-6岁儿童更容易被忽视，同

时，3-6岁为幼儿自主感与内疚感的矛盾关键期，也是

个性品格形成的重要时期，3-6岁的幼儿相比年龄稍

大的儿童来讲语言表达能力较弱，很多幼儿不能及时

准确的表达出自己的需要和想法，所以幼儿忽视将会

带来比儿童忽视更严重的消极后果，应提高该问题的

关注度及重视度，避免幼儿忽视。

四、有关儿童忽视的影响因素研究

（一）社会因素

国家政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儿童忽视。对于产

假，英国男性最多可拥有34周的产假，芬兰近期也提

出预案，延长男性产假时间，长达七个月，与女性产假

时间基本相同。父母同时休产假，会增加与儿童的相

处时间，对于儿童的照顾更加的细致，同时，父亲陪伴

时间的增加更有助于儿童形成坚毅的品质。一定程

度上预防了儿童忽视。同时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经

济发展水平都对儿童忽视有所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程度与留守儿童忽视有密切的关系［18］。

国家的基础设施是否完善对儿童忽视也有所影

响。幼儿园、中小学等学校的数量和配置，保育机构

的覆盖面，针对保育方面医护机构的服务水平，以及

是否能满足本国的儿童成长发展需求都会影响着儿

童忽视率与儿童忽视程度。同时，上文提到，国家的

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也都会对儿童忽视产生影响。

教师对于儿童的忽视问题。教师对于被忽视儿

童的提问次数与关心次数都比正常儿童要少，一种原

因是儿童自身不乐于表现自己，懦弱、退缩，不愿意与

教师互动，另一种原因是，教师也在忽视儿童，教师的

自我偏好会对部分儿童关注少。部分教师对于儿童

忽视问题不重视，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正在忽视儿童，

提升教师素质有利于预防儿童忽视的产生，同时普及

儿童忽视知识，有利于在家校合作中与儿童监护人达

成相同的教养方式，共同预防儿童忽视。

（二）家庭环境因素

家庭环境影响儿童忽视［19］。留守儿童的儿童忽

视率高于正常儿童，非独生子女的忽视率高于独生子

女。家庭成员所营造的家庭环境会影响儿童忽视。

留守儿童父母不在儿童身边，隔代教养难以营造温馨

快乐的家庭氛围，且易忽视儿童的情感需求。非独生

子女家庭的儿童，对于父母给予的一切都很敏感，会

存在攀比心理，儿童的情感需求易被忽视。同时，家

庭收入越低，越容易出现儿童忽视［20］。家庭收入低

对于儿童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医疗需要以及教育

需要会有不同程度的难以满足的情况出现，所谓经济

是基础，经济都没有保障，又何谈情感需求。且低收

入家庭中很多儿童父母为了赚钱，忙于工作，没有时间

和精力照顾儿童，一部分留守儿童也因此产生，也产生

了恶性循环。家庭功能健全有利于预防儿童忽视。研

究表明，家庭功能健全的儿童遭受虐待和忽视的可能

性就越小［21］。父母离异儿童更易遭受儿童忽视。

（三）儿童父母因素

家庭中父母的关系是儿童忽视的重要影响因

素。父母的关系良好，会营造出温馨和谐的家庭氛

围，儿童的成长处在快乐的环境中，会有效地避免忽

视，但若是父母离婚或者经常吵架，儿童遭受忽视的

几率更大。研究表明，父母离婚的儿童受到虐待、暴

力、忽视的可能性更大［22］。父母的文化水平也是儿

童忽视的影响因素。父母的文化水平与儿童忽视的关

系呈U形分布，父母的文化水平极端的低或者高的家

庭，儿童忽视率普遍比较高，文化水平过低的父母，对

于儿童的关注比较少，文化水平过高的父母，大多没有

时间和精力陪伴儿童，反而中等文化水平的父母儿童

忽视率比较低。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不同文化水平

的父母对于儿童忽视率并无差异［23］。同时，不同文

化程度的父母教养方式也会有差别。教养方式是指父

母在抚养、教育儿童的活动中通常使用的方法和形式,

是父母各种教养行为的特征概括,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

性的行为风格［24］。研究表明，父母由于教养方式不同，

对于儿童的偏爱、理解与否认、惩罚、过分干涉都与儿

童的虐待和忽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父母教养方式

一致的儿童忽视率比父母教养方式不一致的儿童忽视

率低，父母教养方式的统一也会降低一部分儿童的忽

视率［25］。也有研究表明，无儿童忽视的家庭中多采用

鼓励独立、鼓励成就以及保护担忧的教养方式［26］。

（四）儿童个体因素

儿童的年龄大小与忽视率有关，其中，0-6岁儿童

忽视率最高，儿童忽视现象最严重。儿童的气质也是

儿童忽视的影响因素［27］，不同的气质类型会引发父

母不同的教养方式，直接影响到父母对儿童的接纳程

度，对儿童持不接纳态度的父母对儿童关注度低，会

进一步引发儿童忽视。潘建平教授提出，具有易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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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难养型气质的儿童是典型的易被忽视儿童［7］。儿

童的智力状况、生理状况、性别和性格是否迎合了父

母的期待，父母的满意度也会影响儿童的忽视程度。

（五）儿童忽视的影响因素

年龄因素。0-6岁为儿童忽视率最高的阶段，0-6

岁儿童与其他年龄段儿童有极大的不同，身心发育不

成熟，所处环境也有所差异，故单独分析。0-6岁儿童

忽视影响因素最大的是家庭氛围，其次是母亲与儿童

的关系，再就是儿童气质特点和儿保机构服务水平对

儿童忽视有所影响［28］。

家庭氛围是家庭成员之间所形成的心理情绪和

环境氛围，良好的环境氛围有利于儿童心理情感的发

展，有利于良好品格的形成，而不良的教养方式和家庭

环境氛围会对儿童的心理造成消极影响，也会产生情

感忽视，而情感忽视会严重影响到儿童的社会生活能

力［29］［30］。0-6岁儿童所接触的时间最长的环境就是家

庭环境，不良的家庭氛围，会造成儿童有负面情绪，没

有安全感，情绪障碍等不良后果。所以，营造温馨幸福

的家庭氛围是预防和干预0-6岁儿童忽视的最好办法。

母亲与儿童的关系是影响0-6岁儿童忽视的第

二危险因素。0-6岁的儿童在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上

都会更加依赖母亲，但没有研究能够证明母亲比父亲

的影响程度更大。

儿童的气质特点是0-6岁儿童忽视影响因素中

排名第三位的，这说明0-6岁儿童被忽视的影响因素

中内在因素没有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大，应注意儿童

的成长环境，有意识的给予儿童关怀和爱护，对于儿

童的安全、情感给予更多的关注，为儿童营造好的外

部成长环境，有助于儿童忽视的预防。

五、有关儿童忽视的后果研究

儿童忽视会对儿童的认知、社会情感和行为产生

危害。儿童被忽视后他们的社会技能受到影响，具有

独特的特点。行为特点会表现出害羞、懦弱、不合群、

不敢表现自己，经常的自我独立活动，很难接受双向

交往。被忽视儿童的认知也具有一定的特点，他们把

知觉转化为认知策略，他们为了避免失败，就会较少

的与同伴交往，久而久之，就会出现不合群的现象，而

且，被忽视儿童会在认知移情，对于不同表情解码方

面存在困难。被忽视儿童在社会交往中常采用退缩

或者依赖的方式，他们很少主动的交往，即使在交往

的时候，也更多的选择非言语的方式，同时，他们对于

同伴不乐于跟自己交往很敏感，为了保护自己，他们

会采用退缩的方式，减少与同伴的交往［31］。被忽视

儿童会因为自身的气质和各种行为在人际交往中受

到挫折，受到挫折后为了逃避变得懦弱，不愿意主动

交往，形成恶性循环［32］。忽视一方面影响了儿童心

理的健康成长，一方面也不利于良好行为的养成。

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的官方数据表明，年龄较

小的儿童比年龄较大的儿童更易受到忽视，其中婴儿

是忽视发生的最高风险群体［33］。2002年Kathryn等

指出［3］，儿童忽视会对儿童的认知、社会情感和行为

发育产生短期或长期的严重有害影响;尤其是发生在

生命早期的忽视对儿童以后的发育具有更为严重的

危害;它可导致从儿童到成人发育过程中不良的社会

或情感反应, 造成体格与心理、行为的失常或变态。

儿童被忽视与孤独感呈正相关。被忽视的程度越高，

孤独感就越高。儿童无论经历哪种忽视，久而久之，

都会有觉得自己不受重视的情感出现，日积月累就会

产生孤独感，不利于儿童健全人格的形成。

六、儿童忽视研究的未来展望

0-6岁儿童忽视现象最严重，且相关研究较少，研究

角度多从家长或者研究者角度入手，缺乏教师角度的研

究。幼儿教师是幼儿发展中比较重要的人物之一，3-6

岁幼儿在园时间为8小时左右，幼儿教师作为3-6岁幼

儿生活中的重要人物，与儿童忽视有紧密的联系。对于

东北地区，幼儿数量多，班额大，且幼儿园普遍待遇不

高，公立园非在编教师工资在1800-2500元之间，实习

教师每月工资为800元左右，同时，幼儿教师压力大，责

任重，高层次人才不愿做一线幼儿园教师，师资力量短

缺，且幼儿教师整体水平不高，导致幼儿教师很难注意

到儿童忽视问题，存在幼儿教师忽视本班幼儿问题。应

增加教师角度对于儿童忽视问题的研究，教师在日常一

日生活中是否存在儿童忽视的现象，幼儿园一日生活中

儿童忽视的表现及影响因素等问题是值得探究的。

对于儿童忽视的量表问题，当前主要使用潘建平

教授的问卷量表，潘教授的量表比较具有科学性，但

量表还应根据研究所在地进行本土化改良，不应照搬

照抄。笔者还发现很多学者在调查问卷回收后直接

给出数据，给出结果，这样不具有科学性，在问卷回收

后，应运用SPSS或者卡方检验等研究工具进行统计

分析，保证研究的科学性。

综上所述，儿童忽视问题是一个待解决的十分严

峻的问题，值得重视。儿童忽视问题现状研究比较

多，但对策研究比较少，且缺乏实证，不具有科学性，

未来儿童忽视问题的研究应更有针对性，增加对策研

究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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