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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二十一世纪儿童 
在科技时代中的情感健康 

摘要 

当今时代下，童年的特性是什么？越来越多受教育的父母们选择积极参与教育系统, 为孩

子们的教育需求发声。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赋权儿童去自我表达、寻找信息并且社会化

发展。当孩子们有需要时，一通电话或者社交媒体信息就能为孩子们提供帮助。 在一定

程度上，现代儿童的生活条件已经大幅度改善，他们能得到更好的卫生医疗、公共保障

以及身心健康的支持。  

同时，现代儿童却面临着新的压力。例如，21 世纪的儿童被诊断出更多的焦虑，这些焦

虑包括来自日益增长的压力和来自更具竞争性的教育环境。科技虽然能让父母更容易地

与孩子们保持联系，但是当孩子们有了自己的设备，父母却更难监管到孩子的行为。 数

字时代“无所不在”的特征同样也意味着网络欺凌将会跟随青少年的足迹从学校一直衍生

到家庭。 

审视现代儿童的生活状态，更好地懂得这些生活状态的改变对未来教育的影响，是一个

越来越迫切的需要。我们的教师与学校该如何与父母和社区进行有效合作，在保护和指

引儿童的同时，让儿童享受儿童的天性，允许儿童在犯错误的过程中不断学习？本卷将

会专注儿童的情感幸福和数字科技的运用，探讨教育系统面对社会发展的主动适应能力。 

第一部分：背景设定：21 世纪的儿童 

第一部分探讨儿童的数字科技使用和情感幸福上的发展趋势。第一章提供了本卷的总体

介绍，阐释 21 世纪儿童的定义和社会环境的改变与尚未改变的因素。第二章检查日渐年

轻化的儿童数字科技的使用情况。这一章关注教育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挑战，比如，数字

公民权，网络霸凌，和这些挑战中的相互联系因素。第三章讲述儿童情感幸福测量指标

的制定趋势，以及影响制定趋势发展的积极和消极因素。这一章也审视目前重要的政策

议题，比如焦虑、压力和精神疾病，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 

第二部分：在二十世纪中的儿童关系 

第二部分关注儿童关系和在儿童生活起帮助作用的重要群体，包括父母和同伴。第四章

通过文献综述，论述了积极与支持性的儿童关系的重要性。第五章采用更聚焦的眼光,审

视线上与线下的儿童关系，并探讨以下问题：线上的虚拟关系已经逐步取代线下的联系

吗？或者线上的关系是否有助于提升儿童们的友谊关系，是否能赋权于社会条件不利的

儿童呢？ 

第六章探讨数字化时代下的家庭教育实践。例如，这一章节关注了家长选择在社交媒体

上分享自己的育儿经验这一现象，本章节认为这样的家庭教育方式不仅损害了儿童的权

利和隐私，同样还会对亲子关系和儿童幸福产生消极影响。第七章节谈论了包括全球气

候变化、受灾害迁移、日益增长的个人主义和数字化改革对青少年发展、青少年关系以

及精神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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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线上的机遇与风险：保障儿童的幸福 

第三部分从儿童福祉的角度来思考网络环境中的对 21 世纪儿童的机遇和风险的复杂关系。

第八章对儿童的线上时间使用情况进行研究综述，强调了目前研究界仍然缺乏足够的证

据来论证互联网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提出研究界和政策界需要对方法论的局限性有更细

致的思考。第九章审视了数字化成果与社会不平等现状的联系，重点关注社会条件最不

利的青少年群体—失业、缺少教育和培训机会的青少年。第十章从 2012 年 OECD 保护线

上儿童权益倡议出发，强调了公共政策和立法领域中关于线上权益保护的动态本质， 并

且对 OECD 成员国在线上保护方面所采取的最新措施进行综述。 

第四部分： 儿童作为数字化公民： 政策和合作伙伴来促进数字化素养和适应力 

本书的第四部分讨论儿童作为数字化公民，强调了国家在应对上述章节中所出现的数字

化挑战的具体措施。第十一章描述了国家在弥合数字化分歧、巩固数字化素养并且同时

保护学生的身心幸福所做出的重要举措。同时，第十二章重点关注数字公民权所涉及的

复杂性方面，包括鼓励线上用户如何降低网络犯罪风险的国家政策，儿童对自我隐私、

网络礼节和建设自我适应力上的认知等等，也将在这一章节讨论。第十三章节审视这些

政策措施对教育系统实践的意义， 重点关注这些政策措施对教师教育和教育合作的意义。 

第五部分： 即将到来的议题 

第十四章节重点强调了在这一出版物中所呈现的一系列跨领域主题和知识盲区。它指出，

在无国界的数字化世界里，对汇集具有国际性的、可比较性的证据来支持教育研究的迫

切需要。这一章节针对国家如何培养并赋权积极且有道德数字化一代提供了研究和政策

建议。许多这些建议都需要响应发展的趋势，或许类似这类的报告会很容易被时间所淘

汰，当今世界教育系统的任务是需要尽可能的走到这些变化的前面，做好准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育作为公共事业，必须破除窠臼并且与政府部门和研究团队紧密

合作。教育必须动员更多的参与者，不仅包括公共领域的参与者，也需要包括私有领域

的参与者。随着社会和公民的不断进步，教育系统要不断的进化发展，不仅仅只满足于

对当前问题的应对，更需要遇见有可能的改变和找寻应对措施与机会。我们需要帮助我

们的儿童去学会区分事实和虚构，并支持我们的学生以最佳的状态开启人生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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