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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研究电视对孩子的影响。今天将
在介绍婴儿面对电视时的反应以及婴儿们喜

爱的广告的特征的基础上，谈谈婴儿对“人”
最感兴趣的地方。然后还想和大家共同思考
这样一个问题：在现代社会婴儿与人接触的
机会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

 婴儿对画面中的“人”显示出
兴趣，并试图寻求父母的共
鸣—从集体调查、行为观察
中看到的—

通过集体调查和行为观察就婴儿面对电

视时的反应进行了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我
们以1600名3个月至24个月大的婴幼儿为对
象做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3至4个月的婴
儿只对电视的光和声音有反应，会坐起来后
便会盯着电视看或合着音乐节拍扭动身体，
到开始会爬后则会主动靠近电视，看到喜欢
的形象出现在电视上时还会露出喜悦的神情

或发出声音，能站立后更会模仿出场人物的
动作和表情。而１岁半以后就会指着电视画
面向父母提问，和父母一起欣赏电视节目。

除了问卷调查，我们还在游戏室播放一
段12分钟的录像，用以观察游戏室内0到1岁
婴儿及其家长的自然状态。电视开着的时候，
孩子们会做出各种反应。看到喜爱的形象出
现在电视上，他们会欣喜地看着父母的脸，
手指画面问这问那。我们发现和父母一起看
电视不失为一个沟通的契机。通过这样的行
为观察还可以看到，孩子们爱看的场面、不
看的场面、愿意模仿或兴奋出声的场面基本

相同，这说明有些画面和内容具有易于激发
孩子反应、促进沟通的特征。

我们播放的录像是用孩子们喜爱的节目

（有婴儿或长毛绒玩具出场的电视广告、幼
儿节目的开场、木偶剧、体操）和不太感兴
趣的节目（棒球、风景、电视大学）剪接而
成的。我们将这段录像切分为66个场面并评
判每个场面的属性后对比了具有属性的场面

和不具有属性的场面的平均收视率。结果显
示，孩子们爱看出场人物笑着面对观众的场
面，相反却不太看侧着脸、斜对着观众或脸
朝后的场面。

孩子们看电视时频繁地模仿电视里的动

作和声音。模仿动作的对象往往是出现在电
视上的人物或漫画人物形象，但是他们并没
有模仿动物的动作。另外，他们模仿的对象
都是面带笑容脸朝着观众的。孩子们经常模
仿的声音则是电视人物或其他形象说的话或

唱的歌。调查证明，婴儿喜欢模仿笑着和自
己说话、打招呼的“人”。

孩子们对电视做出反应包括提问、模仿
动作或语言、合着音乐节拍扭动身体、对着
电视画面微笑后最常见的行为便是去看父母

的脸。于是他们的父母就会点点头、表扬一
下孩子或和他们一起模仿或唱歌。

可见婴儿就是这样对电视上笑着要与自

己沟通的“人”感兴趣的，他们模仿电视画
面上的“人”的动作或语言，并试图取得父
母的共鸣。

婴幼儿对“人物”感兴趣
──解析婴幼儿面对电视时的行动

谷村雅子　
Tanimura Masako
国立成长医疗中心研究所、成长社会医学研究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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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儿对笑着面对自己的“人”
最感兴趣—解析婴儿喜爱的
广告的特征—

电视广告中包含着丰富的信息，考虑到
调查婴儿喜爱的广告的特征也许可以弄清婴

儿究竟对什么最感兴趣，因此我们录制了以
1600名0至1岁婴儿为对象进行的问卷调查中
记载的婴儿喜爱的44条广告和在这些广告前
后播放的42条广告，并对其属性进行了比较
分析。结果证明，婴儿喜爱的广告主人公多
为婴儿或儿童，他们往往一脸笑容地面对观
众或招呼或倾诉着什么，或者跳着舞，广告
基调十分可爱、明朗、愉快。多变量解析的
结果则显示婴儿喜爱的广告具有如下特征∶

出场人物脸带笑容面对观众，广告开头可听
见孩子的声音。我们认为，在电视画面传递
的大量信息中，婴儿对以笑脸面对自己的

“人”最感兴趣。
事实上，婴儿对以笑脸面对自己的“人”

最感兴趣这一观点已在很多实验研究中得到

了证实。新生儿不仅会长时间注视非常像脸
的画，而且比起视线落在别处的照片，他们
注视视线面对自己照片的时间更长。4个月
的婴儿只有在看凝望自己的脸部照片时其大

脑中与脸部认知有关的部分才会被激活。而
对4至5个月的婴儿来说，母亲一边与之保持
眼神交流一边哄他们时，中途视线旁移时婴
儿对母亲的注视和孩子的微笑都会减少。9
至13个月大的孩子在看到母亲的笑脸时其前
头部易于被激活。而成年人看到人的笑脸时
他们的眼窝前头部也会被激活。我们还曾让

成年人观看过很多婴幼儿常看的录像带，并
用近红外线分光测定装置测定了他们观看录

像时前头部脑血流的数值。结果发现，当看
到出场人物面对观众欲向观众发出讯息时前

头部被激活了。动漫节目中能够激活前头前
野的也都是人物或其他形象的特写镜头面对

观众的场面─见图❶。研究证明了“人”自新
生儿时期开始就已具备了对脸的认知能力，
即便成年后仍然对笑着面对自己的视线感兴

趣并会做出反应。
那么，黑猩猩的情况怎么样呢？在动物

园饲养着19头黑猩猩的猩猩村我们第一次给
黑猩猩看了电视。黑猩猩们一开始大闹着聚
集到电视机前，但它们很快就适应了，好奇
心强的较年轻的猩猩还非常积极地一直看到

最后。给黑猩猩看的录像是有关自己的同
类——黑猩猩、敌人——狮子和既非同类又
非敌人的斑马的影像，结果黑猩猩对自己的
同类最感兴趣。这样看来，似乎“人”总是
对“人”最感兴趣，而黑猩猩也总是对黑猩
猩最感兴趣。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
“人”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还是对“人”最感兴
趣。而人在新生儿时期已经具备了认知脸的
能力，长大以后仍然对投向自己的视线最为
关注。

 现代社会婴幼儿与人接触机
会的减少

但是，在现代社会，婴幼儿与人接触的
机会却在减少。对日本版DENVER 1980年

图❶ 图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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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999年的语言发展标准值进行比较的结果
显示，与20年前相比，婴幼儿开始说出有含
义的词语的时期和开始说两个词汇以上句子

的时期都更晚了─见图❷，语言的发展出现
了迟缓的倾向。语言发展迟缓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是因为这20年来日本的家庭越来越趋于
小型化，大家庭则越来越少。同样是1岁6个
月的孩子，晚上入睡前父亲还未回家的小家
庭的孩子和三代同堂或入睡前父亲已经回家

的家庭的孩子相比，大家庭的孩子与其他人
一起度过的时间要长1小时42分钟，而且他
们有更多机会和各种各样的人一起玩。在日
本，由于小家庭越来越多，而且父亲回家的
时间也比以前更晚，所以婴幼儿与人接触的
机会无论是质还是量都在下降─见图❸。

语言发展迟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现

代社会电视、录像、因特网、手机等影像传
媒大为普及，这也导致了婴幼儿时期与人接
触机会的减少。以1900名1岁6个月的幼儿为
对象的问卷调查显示，身边的电视机长时间
开着并且看电视时间较长的孩子中尚未能说

出有含义的词语的孩子所占比例是身边电视

开的时间较短、看电视时间也较短的孩子的
2.1倍。由此可见，长时间观看电视和语言
发展迟缓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见图❹。

为了弄清长时间观看电视和语言发展迟

缓之间的关联性的理由，我们调查了家长发
话的状况。事实上，电视开着的时候，尽管
一起哼歌的机会增加了，但是会话却减少了，
而且会话时句子很短，通常只说画面上出现
的东西的名称，很少使用动词或形容词进行
解释。这说明家长和孩子一起看电视虽然可

以成为情绪沟通的契机，但语言沟通却减少
了。如果养成长时间观看电视的习惯，语言
和社会性的发展就可能变得迟缓。

由于观看电视时的反应和沟通的形成因

电视的内容而异，因此我们收集了孩子们爱
看的录像，就影像、声音、内容和语言发展
的关系进行了调查。1岁半仍未能说出有含
义的词语的孩子喜欢的录像多为出场人物很

少向观众发出讯息的节目，因此不易做出反
应或产生沟通。但是估计这些节目因为画面
连贯，变化也多，所以即使大人把声音关掉
也不太影像观看，所以孩子们也会一直看下
去。与此相反，能够说出有含义的词语的孩
子喜欢看的节目大人看了也有益于促进前头

前野的活动。而尚未能说出有含义的词语的
孩子喜欢看的节目即使是大人看了也基本无

法促进前头前野的活动，这可能是因为看这
些节目时通常抱着旁观者的态度。

影像传媒的普及亦会影响到喂奶时的

母子关系。对于这一点，我们还在进行调
查。现在，喂奶时有时看电视的母亲占到了
72%，有时使用手机的母亲也多达46%。在
那些喂奶时有时或经常看电视或使用手机的

家庭，喂奶时母子眼神没有交流、孩子在空
无一人的地方也不会哭泣的现象屡有发生，
母子关系有趋于淡薄的趋势。

总之，婴儿对面带笑容欲想要自己沟通
的人最感兴趣，会做出反应，也有益于其身
心发达。但是，现代社会中，由于种种外界
因素的影响，婴儿与人接触的机会正在减少。
我们认为家庭和社会都必须意识到主动与婴

儿沟通的重要性。

图❸ 图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