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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3 岁以下婴幼儿养育风险咨询表
编号 养育风险因素 指导建议

A1

B1

B2

C1

C2

很少跟孩子说话、逗笑

、玩耍、互动。

养育人经常与孩子说话、逗笑、玩耍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亲子依恋关系，促进孩子动

作、语言、认知和社交能力的发展。建议每天都要进行亲子交流和玩耍，对于6月

龄以下婴幼儿，养育人可以模仿孩子的声音逗孩子笑、面对面环抱孩子“摇啊摇”

等；对于6～18月龄婴幼儿，养育人可以跟孩子在地板上一起爬、玩藏找东西等，

多与孩子说话，描述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和事件等；对于18～36月龄婴幼儿，养育人

可以与孩子玩扔球、踢球、“骑大马”或以玩偶为道具玩角色扮演等游戏。

A2

很少对孩子的哭声或其

它声音做出及时恰当的

回应。

及时、恰当地回应孩子的哭声、动作等信号，有利于建立亲子依恋关系，促进婴幼

儿脑发育。养育人应敏锐观察并理解孩子发出的信号，根据孩子不同的声音和动作

感知孩子需求，及时做出恰当回应，避免忽视孩子的需求。

A3

B3

父亲或母亲很少参与照

护，或频繁更换养育人

。

父母亲的关爱照料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父亲、母亲长期与孩子分离或不参与

照护，将影响亲子依恋关系，易出现孤独、焦虑、自卑等负面情绪和社交困难。婴

幼儿3岁前，父母应尽可能多地亲自参与照料，不与孩子长期分离。如无法做到，

也要保证主要养育人稳定，以形成持久依恋关系，使孩子有安全感，有助于儿童建

立起自信、积极的人格特质，减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的发生。

C3

很少在孩子表现好时表

扬、奖励或积极回应（

如拥抱、微笑等）。

及时肯定孩子的良好表现，是鼓励婴幼儿保持良好行为的有效方法。养育人应通过

积极回应、肯定或表扬婴幼儿的具体表现等方式，持续强化婴幼儿做出的努力，帮

助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A4

B5

C5

家庭成员的养育原则不

一致或在孩子面前存在

养育冲突。

家庭成员间的养育观念不一致，易引发养育方式冲突，造成家庭氛围紧张，使婴幼

儿因不知听从谁的意见而感到困惑、焦虑或不安。长期的冲突还可能让婴幼儿产生

愤怒、挫败感、自卑等负面情绪，影响心理健康。家庭成员间应坦诚沟通，尽量达

成一致意见，避免在婴幼儿面前出现分歧和矛盾，营造和谐的家庭环境。必要时寻

求专业人员帮助。

B4

很少有跟孩子表达爱的

行为，如拥抱、依偎等

。

对孩子表达爱是使孩子感受到安全的重要方式。家长可通过拥抱、依偎等方式，让

婴幼儿感知到来自父母的关爱、保护和支持，有助于婴幼儿实现自我发展。

C4

经常对孩子发脾气（如

吼或打骂），或使孩子

目睹、遭受家庭暴力。

目睹或遭受家庭暴力最易使孩子身心健康遭受打击，要杜绝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

对婴幼儿发脾气不仅无法帮助其改变行为，还影响婴幼儿获得正确信息，影响其学

习调控自我情绪。父母不论遇到任何事情都要尽量保持情绪稳定，平静地指出问题

，提出改进方法，为孩子做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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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养育风险因素 指导建议

A5

B6

家中玩具较少(包括自

制玩具)。

玩具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伙伴。合适的玩具能为孩子提供丰富的感官刺激

，有利于孩子动作、认知等能力的全面发展。建议为孩子准备适合其年龄特点的玩

具，家中安全、干净的物品也可以成为孩子的玩具，如不同颜色、大小的塑料杯、

盒子等。

C6 家中没有图画书。

图书是孩子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跟孩子一起阅读图画书是有效的亲子交流方

式，可以促进孩子语言、学习等能力发展。建议准备适合孩子年龄和发育水平的图

画书，陪孩子一起阅读，可以给孩子绘声绘色讲故事，或一起为看到的图画、物体

或人物配音等。

A7

B9

C9

一些不可控的养育风险

，如家庭经济困难（低

保）、单亲、孩子或家

庭成员患病等。

应鼓励养育人通过表达对孩子的关爱、与孩子交流玩耍和肯定孩子的努力等积极养

育行为，促进婴幼儿发育。这是有利于孩子成长的保护因素，也是打破不利因素影

响的有效措施。

B7

C7

给孩子使用视屏类电子

产品(包括电视、手机、

平板、电脑等)。

3岁以内是身体和大脑快速发育的阶段，语言、社会交往等能力迅速发展。经常使

用视屏类电子产品可能影响语言认知、社会交往和注意力发展，影响视力发育，减

少睡眠、运动和亲子活动时间。建议3岁前不接触电子屏幕。

A6

B10

C10

养育人很少获得家庭成

员、亲戚、朋友等在情

感、经济和照顾孩子方

面的支持。

来自家庭成员、亲戚、朋友等的社会支持，有利于减轻养育人的育儿压力和焦虑，

降低疲惫和无助感。这些支持包括在情感、经济和照料等多方面，建议养育人积极

向家庭成员、亲戚、朋友等表达需求，寻求支持和帮助。

A8

养育人经常情绪低落、

哭泣、过度担心或焦虑

。

养育人的精神状态对婴幼儿发育有重要影响。如果发现养育人经常情绪低落、哭泣

、过度担心或焦虑，应帮助其分析原因，进行心理疏导。同时，指导其他家庭成员

理解母亲，并多承担和参与婴幼儿养育。对于母亲情绪严重低落、焦虑的，应建议

其及时就医。

B8

C8

很少带孩子接触大自然

或与同伴玩耍。

大自然的各种声音、气味、触觉和视觉刺激，可以帮助孩子发展感知能力，提高对

外界环境的认知和理解能力，促进生长发育和情感发展。与同龄人交往可以帮助孩

子学习如何与他人沟通合作，如何解决冲突。建议幼儿每天户外活动2小时及以上

，有和同龄人交往玩耍的机会，逐步发展儿童的社交能力和合作精神。

说明：应用《3 岁以下婴幼儿养育风险评估表》（附件 1）进行养育风险评价，针对评价

发现的养育风险因素及其对应的编号，选择相应的指导建议对养育人进行咨询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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