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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律宾，教育部通过从 5 岁入学的幼儿园开始的基础教育计划指导 5 至 8 岁儿童的

发展（第 10410 号共和国法案）。在本研究中，“儿童”是指 5 岁和 7 岁的儿童。 2020 年 3 

月，菲律宾学校因受新冠疫情影响而停课时，包括 5 岁儿童的幼儿园班和 7 岁儿童的一年

级至二年级的低年级儿童面授课程被中断。为应对这一新常态的挑战，教育部通过第 12

号部令（ 2020） 采纳了基础教育连续学习计划 (BE-LCP)，其中包括将 K-12 课程精简为

最基本的学习能力 (MELC)。远程学习成为主要的授课方式。 

菲律宾新冠疫情引发的远程学习具有以下影响：家庭成为儿童学习和发展的唯一场所，

父母或监护人，尤其是对 5岁和 7岁儿童来说，是儿童学习的主要推动者。幼儿不再能够

与同伴一起进行身体上的互动和玩耍。我们要去了解我们的孩子在心理弹性和幸福感方面

是如何应对这种新常态的，以及哪些环境因素与心理弹性和幸福感相关，这一点非常重要。

资料显示，要想减轻在线远程学习期间社会隔离和焦虑情绪的影响，技术有助于让孩子们

保持联系和互动。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探讨了数字设备的使用如何影响 5 岁和 7 岁儿童的

心理弹性和幸福感；另外也将讨论它对家庭、学校和政府的作用的影响。 

 

方法 

我们于 2021 年 8 月至 9 月通过 Google Forms 向 5 岁和 7 岁儿童的母亲发送了问卷进

行调查，请他们回答问题。参加者来自居住在菲律宾吕宋岛、米沙鄢群岛和棉兰老岛郊区

城市的中等工薪收入群体。我们还收集了人口统计学数据，例如儿童的年龄、性别和出生

顺序。问卷问题还包括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各种因素。  

我们共收到 420 份回复，其中 218 份来自 5 岁儿童的母亲，202 份来自 7 岁儿童的母

亲。 

本研究中涉及的问卷调查问题如下： Q1 有关您居住地区的新冠病毒情况以及相关看法； 

Q2 有关您孩子的基本资料； Q3 就读幼儿园的状况； Q6 儿童的心理弹性（CYRM-R 问卷）； 

Q7 儿童的主观幸福感（QOL）（KINDL 问卷）； Q9 儿童使用电子产品的实际情况； Q10 父

母指导儿童使用电子产品； Q11 母亲对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态度，疫情前后的变化； Q12 儿童

日常活动时间：游戏、电子产品的利用； Q14 疫情前后的时间：游戏、电子产品的利用时间； 

Q21 家庭的基本信息、育儿支援。 

此处使用的儿童与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 (CYRM-R) 版本是一个包括 17 个 条目的心理

弹性测量系统，可由对儿童最了解的人 (PMK) 完成。在这项研究中，为了保持一致性，

选择母亲作为 “对儿童最了解的人”，因此母亲是问卷回答人。 

这里的心理弹性被定义为个人设法利用心理、社会、文化和物质资源去维持其健康生

活的能力，以及当处于重大逆境中时，以具有文化意义的方式单独或集体争取这些资源的

能力（Ungar & Liebenberg, 2011）。 

除了总体心理弹性得分外，我们还可以获得个人、照护者或关系的心理弹性的得分。

个人心理弹性包括第 1、2、3、7、9、10、12、13、14、16 项这些个人内和人际关系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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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在这个 5 分制量表版本中，最高得分是 50分。照护者/亲属心理弹性涉及到第4、 5、

6、8、11、15、17 项，最高得分为 35 分。 

KINDL 问卷是用于评估儿童和青少年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的通用工具。它由 24 个

问题和 6 个分量表组成：身体健康、情绪健康、自尊心、家庭、朋友和日常功能（学校或

托儿所/幼儿园）。 

数据分析包括人口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另外还评估了幸福感(KINDL)、心理弹性 

(CYRM-R) 和信息通信技术（ ICT） 元素这些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和讨论 

本研究中的受试儿童总数为 420 人，其中女童 223 人，男童 196 人。问卷调查对象均

为母亲。每个年龄组的受试儿童人数如图 1 所示。 

  

 
 

图 1. 儿童年龄 

 

儿童大多来自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大多数 5 岁儿童睡 眠时间为 9-10 小时，而大多

数 7 岁儿童睡眠时间为 8-9 小时。 

调查时，大部分妈妈表示，她们所在地区处于封锁隔离状态，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接

种了疫苗，对政府的防疫措施大多比较满意，并对病毒的传播相当担心。母亲受访者及其

伴侣大多是四年制大学本科毕业生。他们来自中等偏下收入群体。 

  

问卷结果中反映出的 5 岁和 7 岁儿童心理弹性趋势 

图 2 显示了儿童的整体心理弹性。总体而言，没有足够的统计证据表明，5 到 7 岁之

间的 CYRM-R 平均值有差异，甚至在它的两个分量表方面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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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儿童的心理弹性 (CYRM-R) 

 

本研究中的大多数 5 岁和 7 岁儿童在以下方面表现出个人的心理弹性：与他/她在一

起或一起玩很有趣；感觉和学校很融洽；受到公平对待；有机会向他人展示他们正在成长，

并且能够自己做事；有机会学习长大后有用的东西（如烹饪、干活儿和帮助他人）。 

在照护者/关系的心理弹性方面，大多数 5 岁和 7 岁儿童会有父母或照护者：大部分

时间知道孩子在哪里以及他们在做什么；对孩子很了解（例如，什么让他们高兴、害怕、

伤心）；在家里提供足够的食物，让孩子饿的时候吃；孩子可以向其倾诉自己的感受；在

困难比如生病或做了什么事儿的时候关心孩子，让他们感到安全。此外，他们表示喜欢他

们的家人/照护者进行庆祝的方式（如节日或学习他们的文化）。 

 

问卷回复中反映出的 5 岁和 7 岁儿童幸福感趋势 

图 3 显示了儿童的总体幸福感。从总体上看，没有足够的统计证据表明，5岁和  7 岁

儿童之间的幸福感（KINDL）平均值有差异。就幸福感（KINDL）的分量表而言：结果

显示，7 岁受试者在身体健康量表和社会功能量表/朋友方面的平均值明显高于 5 岁受试者。

这意味着大多数 5 岁和 7 岁的儿童都很快乐，年龄较大的儿童身体健康状况更好，与朋友

相处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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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儿童幸福感（QOL-KINDL 量表） 

 

在身体健康方面，大多数孩子表示他们从不感到累或疲惫。在情绪健康方面，他们从

不感到孤独或害怕。在家庭量表上，孩子们一直都和父母相处得很好，在家里一直感觉很

舒服。在交友方面，他们从来没有觉得与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 

比较两组儿童，在自尊量表方面，大多数 7 岁儿童都为自己感到自豪，并且一直有很

多好的想法。另一方面，在日常功能能量表中，5 岁儿童一直期待着去托儿所/幼儿园，而

7 岁儿童则担心自己的未来。 

 

孩子们如何使用信息通信技术（ICT） 

孩子们对数字媒体的实际使用通常包括：听音乐、玩游戏、做学校作业。另一方面，

7 岁儿童也经常使用数字媒体：观看视频短片、拍照、享受锻炼身体的节目、观看学校发

放的课程，并通过视频聊天进行交流。 

父母参与孩子使用数字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 选择孩子观看/使用的内容；在孩

子使用数字媒体时随时关注他/她；与孩子谈论他/她正在观看的内容；鼓励孩子决定使用

媒体时间的长短；一起做研究；支持孩子，使他/她可以进行有难度的活动。此外，7 岁儿

童的父母不仅与孩子一起观看和使用数字媒体，还允许孩子单独观看和使用数字媒体。 

对比疫情前和疫情期间，两个年龄组在疫情期间在室内玩耍的时间都增加了，而户外

玩耍的时间减少了。因此，使用数字设备和在家观看的时间增加了。 7 岁儿童的母亲对儿

童使用数字媒体作为娱乐、游戏工具以及学习工具不觉得那么适应。 

 

信息通信技术（ICT）元素内部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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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显示了不同 ICT 元素之间的相关性。 (Q12) 儿童日常活动时间（玩耍、在家学习、

数字媒体使用等）的总和与 (Q9) 数字媒体的实际使用以及 (Q10)使用数字媒体时的父母参

与，以及 （Q14）疫情前和疫情期间相比，孩子玩耍和使用数字媒体的时间长短的变化呈

弱负相关。此外，它与 (Q11) 从不同角度来看妈妈对孩子使用信息通信技术（ICT）感到

不安的情绪的变化总和呈弱正相关。 

母亲对孩子使用 ICT 感到不安情绪的变化 (Q11) 与 (Q14)疫情前和疫情期间相比，孩

子使用 ICT、在家学习、玩耍的时间长短的变化的总和呈弱正相关。这表明，让儿童参与

各种活动会减少花在数字媒体上的时间，从而减少了父母的参与并减缓母亲对儿童使用 

ICT 的不安的情绪。 

类似地，(Q9) 受试儿童对数字媒体的实际使用与 (Q10) 受试儿童使用数字媒体时的父

母参与度有很强的正相关。 

 

 

 
图 4. ICT 元素之间的关联性 

 

 

 

CYRM-R（心理弹性）和 KINDL（生活质量）之间的关联性 

图 5 显示了 CYRM-R（心理弹性）和 KINDL（生活质量/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

p<.01 时，心理弹性与生活质量/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心理弹性水

平越高，生活质量（幸福感）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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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CYRM-R（心理弹性） 与 KIDL（生活质量) 之间的关联性 

  

5 岁和 7 岁儿童总体来看，个人心理弹性与自尊心（Q7.9 至 Q7.12）、朋友（Q7.17 

至 Q7.19）和日常功能（在幼儿园和学校表现；Q7.21 和 Q7.22)有强相关关系。此外，个

人心理弹性与身体健康的相关性较弱（Q7.1 至 Q7.4）。但是另一方面，“关系复原力”

与自尊心有很强的相关性，但与身体健康、朋友和日常功能（学校表现）的相关性较弱。 

      然而，仅在 7 岁儿童中，情绪健康（Q7.7 和 Q7.8）与个人心理弹性之间的相关性较弱。 

 

心理弹性（CYRM-R） 与信息通信技术（ ICT） 之间的关联性 

5 岁和 7 岁儿童总体而言，心理弹性和 信息通信技术 的所有分量表彼此之间没有显

著相关性。 

然而，对于 5 岁儿童来说，心理弹性（CYRM-R） 的(Q6) 子量表个人的心理弹性与

(Q12) 子量表 ICT 元素，儿童日常活动时间（玩耍、学习、家庭学习、数字媒体使用等之

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相关性较弱。这表明儿童每天利用时间的方式会影响个人的心理弹

性。儿童一天当中利用时间的方式可能会影响他们在学校表现好不好、调整行为适当不适

当、与朋友互动多不多以及是否积极尝试学习新事物。表现活跃、有创造力、愿意尝试新

事物、参与他们感兴趣的活动、看电视和电影以及使用互联网往往是应对疫情的支持性因

素（儿童协会，2020 年；国家统计局，2020 年），这与新经济学基金会（Aked 等, 2008）

提出的幸福感的五个主要影响因素一致，即与他人互动、活跃、注意力、不断学习，以及

给予。 

对于 7 岁儿童来说，（Q11）母亲对儿童使用信息通信技术（ICT）不安情绪的变化

与 心理弹性（CYRM-R） 的两个分量表呈弱正相关。这表明父母对孩子使用数字媒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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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抵触，儿童的个人心理弹性和关系复原力就越高。疫情期间，父母可能更认可使用数

字媒体了，尤其是在封锁和隔离期间需要与他人保持联系。 Bohnert 和 Gracia (2020) 引用

的研究指出，数字媒体的使用往往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尤其是在通过数字媒体与他人建立

社交联系方面。事实证明，在疫情封锁期间，由于要保持必要的社交距离，与他人保持社

交联系是困难的，使用社交媒体与家人和朋友进行网上联系成为主要的沟通方式之一，也

成为儿童发展的支持因素（Bartlett & Vivrette，2020；Gabbiadini 等，2020）。 

 

 

 

 

 

 

 

 

 

 

 

 

 

 

 

 

 

 

图 6-a 心理弹性（CYRM-R） 与 信息通信技术（ICT） 之间的相关性（5 岁儿童） 

 

 

 

 

 

 

 

 

 

 

 

 

 

 

 

 

 

 

 

图 6-b CYRM-R 与 ICT 之间的相关性（7 岁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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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L（生活质量/幸福感）与 ICT （信息通信技术）之间的关联性 

图 7 显示了 KINDL（生活质量/幸福感） 和 ICT（信息通信技术） 元素之间的相关性。

总体而言，5 岁儿童和 7 岁儿童加在一起，只有（Q7.1） KINDL 的身体健康分量表与

（Q9）受试儿童在对 ICT 元素中数字媒体的实际使用存在弱的正相关。这可能意味着孩

子使用数字媒体越多，孩子感觉越良好、越精力充沛。 

 

 
 

图 7. KINDL(生活质量) 与 ICT（信息通信技术） 之间的关联性 

 

然而，对于 5 岁儿童来说， KINDL（生活质量/幸福感） 的子量表 (Q7.21-24) 在幼儿

园表现能力与 (Q10)  ICT 元素中受试儿童使用数字媒体时的父母参与度有微弱的正相关。

由于菲律宾的所有学校都在进行混合式学习、模块学习和在线学习，因此 5 岁儿童使用技

术时的家长参与度也有所增加。对于 7 岁儿童来说，只有 KINDL 的子量表 (Q7.9-12) 自尊

心与 (Q11)疫情前后母亲对儿童使用 ICT 感到不安的情绪的变化呈弱正相关。这意味着父

母在孩子使用技术方面变得更加放心，允许他们将其用于各种目的，这与孩子自尊心提高

之间存在相关性。 

 

本研究的发现和局限性 

根据菲律宾的数据，5 岁和 7 岁儿童的心理弹性和生活质量（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

此外，心理弹性与生活质量（幸福感）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心理弹性和 信

息通信技术 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而只有生活质量（幸福感）的身体健康方面与儿童对

数字媒体的实际使用呈弱正相关。最后，当儿童使用数字媒体时，儿童对数字媒体的实际

使用与父母参与度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基于这些发现得出的结论是，虽然父母在孩子使用数字媒体时的参与对孩子的实际

媒体使用至关重要，但最终，孩子的心理弹性和幸福感并不取决于数字媒体的使用。 

建议父母的参与应侧重于确保儿童使用数字媒体时的身体健康。具体而言，应仔细监

督屏幕时间的长短，并安排各种活动以平衡数字媒体的使用。对于学校来说，应该考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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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媒体使用时涉及到的人体工学。对于政府而言，可以加强关注父母的人识和支持，以促

进心理弹性、幸福感和数字媒体使用的举措。 

可以进行一项纵向研究，来跟踪和评估儿童在心理弹性、幸福感和数字媒体使用方面

的变化。还可以进一步研究疫情后儿童在心理弹性、幸福感和数字媒体使用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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