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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因素对儿童伤害相关行为的影响

郭书芹 孙业桓 范亚平 余向东 周宗国 钮丽 查日胜

【摘要】 目的 探讨家庭因素对儿童伤害相关行为的影响。方法 采用家庭相关问题调查表和

儿童伤害相关行为自编量表，对马鞍山市市区!所小学!""#名儿童的伤害相关行为及其家庭因素进

行调查，并进行多分类$%&’()’*回归分析。结果 有严重伤害相关行为者+!,-人，占.#/.!0；有中度

伤害相关行为者1!"1人，占21/2-0。儿童伤害相关行为的影响因素有：父母采取惩罚、不闻不问的

教育方式；家庭类型为重组家庭；父母对意外伤害的认知程度；父母放置药物的地点不当；过马路时不

或偶尔提醒儿童注意交通安全等。结论 儿童伤害相关行为与家庭因素有密切关系，必须重视家庭

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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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世纪L-年代以来有关伤害的流行病学描

述性研究国内已有较多报告［+］。本研究对马鞍山

市市区!所小学所有在校学生的意外伤害相关行为

和家庭因素进行调查，旨在探讨家庭因素对儿童伤

害相关行为的影响，为进一步制定伤害的预防和干

预措施提供依据。

对象与方法

+/对象：对马鞍山市市区所有小学进行统一编

号，采用随机数字表方法整群随机抽取!所小学的

所有在校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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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参照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青少年

危害健康行为监测系统（MNJOO）量表，结合我国国

情制定儿童伤害相关行为量表以评定儿童的伤害相

关行为，同时对影响儿童伤害相关行为的家庭因素

进行问卷调查。儿童伤害相关行为量表包括1!项

伤害相关行为，对于选项中含有次数的问题采用-"
#级记分（-表示没有，+表示+次，.表示.次，1表

示1次，#表示#次及#次以上），其他项目则采用

-"1级记分（-没有发生，+偶尔发生，.有时发生，1
经常发生）［.］。家庭因素包括父母因素（父母文化

程度、父母职业）、父母对儿童的教育方式、家庭环境

（家庭类型、家庭人口数、药品的存放）、父母对儿童

意外伤害的认知情况（伤害的预防、对带头盔作用的

认知、过马路时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此外还调

查了儿童健康状况、视力情况、同学关系等有关因

素。问卷调查表低年级学生由家长协助填写，高年

·"+.·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年1月第.2卷第1期 34’5P7?’=<8’%$，K6@*4.--#，Q%$/.2，R%/1

 



级学生自己填写。伤害相关行为量表可靠性分析，

!"#$%&’(’)!*+,-，表明该量表有良好的信度。

.,伤害相关行为的分类标准：该资料呈偏态分

布，参考统计学和/#)0$等［.］对问题行为的分析方法，

采用四分位数法较稳定，根据伤害相关行为分值!
123、123"-23、"-23，将伤害相关行为分为.个

等级：!4表示无伤害相关行为，4"56表示有中度伤

害相关行为，"56表示有严重伤害相关行为。

7,统计学分析：采用890:$;#<,+7软件建立数

据库并进行双重数据录入，用/=//55,+进行多分

类应变量的>#?0)@0’回归分析，有严重伤害相关行

为、中度伤害相关行为均与无伤害相关行为比较。

结 果

5,儿童伤害相关行为：<所样本小学应查-11.
名学生，收回有效调查表<667份，应答率42,.3。

无伤害相关行为者52.5人，占11,173；有中度伤害

相关行为者.<6.人，占2.,2+3；有严重伤害相关行

为者5<-+人，占17,1<3。

1,不同性别儿童的伤害相关行为：男女儿童的

三种伤害相关行为之间比较，因组间方差不齐采用

秩和检验，结果差异存在显著性统计学意义（!"*
1<+,+7，##+,++5），有严重伤害相关行为者男生远

高于女生，说明男生发生伤害相关行为的危险性大。

.,父母因素与儿童伤害相关行为的关系：有严重

伤害相关行为和中度伤害相关行为与无伤害相关行为

比较，父母职业（科技文教与非科技文教比较）、父亲文

化程度对儿童伤害相关行为的影响无显著的统计学意

义，但本研究结果显示母亲的文化程度对儿童伤害相

关行为有一定的影响（$%#5，##+,+2）。

7,教育方式、家庭环境与儿童伤害相关行为的

关系：有严重伤害相关行为与无伤害相关行为比较，

教育采取惩罚、不闻不问方式的儿童发生伤害相关

行为 的 危 险 性 分 别 是 采 取 鼓 励 方 式 的.,-75倍、

5,4.5倍，均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家庭类型为重组

家庭的儿童发生伤害相关行为的危险性是核心家庭

的1,+51倍，有统计学意义，单亲家庭、大家庭与核心

家庭的儿童伤害相关行为的发生无显著的统计学意

义；家长随便放置药物或有毒物品、放在自认为孩子

找不到的地方，儿童发生严重伤害相关行为的危险

性分别是家长把药品或有毒物品锁起来的1,-67倍、

5,.--倍（#值均#+,+5）；说明教育方式采取惩罚、

不闻不问，家庭类型为重组家庭及父母对药品或有

毒物品的存放不当是儿童发生伤害相关行为的危险

因素。家庭人口数与儿童的伤害相关行为之间无统

计学意义。有中度伤害相关行为与无伤害相关行为

之间仅见教育方式、家庭人口数、家长随便放置药物

存在差异（表5）。

2,父母对意外伤害认知与儿童伤害相关行为的

关系：有严重伤害相关行为、中度伤害相关行为与无

伤害相关行为比较，父母对意外伤害的预防及对骑摩

托车带头盔作用的认知、过马路时是否提醒儿童注意

交通安全均与儿童的伤害相关行为有关（表1）。

<,其他因素与儿童伤害相关行为的关系：其他

因素包括儿童的健康状况、视力状况、户外活动时

间、同学关系、外出时是否告诉父母等。有严重伤害

相关行为与无伤害相关行为儿童相比，同学关系、外

出是否告诉父母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儿童的健康

状况、户外活动时间、视力状况无差异；有中度伤害

相关行为与无伤害相关行为儿童相比，儿童的健康

状况、同学关系、外出是否告诉父母有显著的统计学

意义，其余变量均无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表! 教育方式、家庭环境与儿童伤害相关行为的多分类>#?0)@0’回归分析

变 量
有严重伤害相关行为

$%值 423"& ’值 #值

有中度伤害相关行为

$%值 423"& ’值 #值

教育方式 惩罚 .,-75 1,4+1"7,615 5+.,6<7 #+,++5 5,74< 5,5-."5,4+- 5+,217 +,++5
不闻不问 5,4.5 5,<2-"1,12+ -5,+7. #+,++5 5,721 5,1-2"5,<2. .5,<27 #+,++5
鼓励 5 A A A 5 A A A

家庭类型 重组家庭 1,+51 5,114".,14< -,-5- +,++2 5,.<4 +,6<7"1,5-5 5,-4 +,56
单亲家庭 5,54- +,672"5,<4< 5,+14 +,.5+ +,642 +,<22"5,11. +,76 +,74
大家庭 5,+67 +,612"5,712 +,..7 +,2<7 5,5.- +,4++"5,7.< 5,526 +,161
核心家庭 5 A A A 5 A A A

家庭人口数 "< +,--6 +,747"5,11- 5,5<2 +,16+ +,--6 +,214"5,572 5,<15 +,1+.
7"2 +,652 +,<76"5,+12 .,+-. +,+6+ +,-<+ +,<17"+,41< -,754 +,++<
!. 5 A A A 5 A A A

药品存放 随便放 1,-67 1,.51".,.2. 55<,<72 #+,++5 5,<54 5,.<<"5,454 .+,67. #+,++5
认为孩子找不到的地方 5,.-- 5,5.."5,<-7 5+,.15 +,++5 5,525 +,4-7"5,.<+ 1,-1- +,+44
锁起来 5 A A A 5 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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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父母对意外伤害的认知与儿童伤害相关行为的多分类!"#$%&$’回归分析

变 量
有严重伤害相关行为

!"值 ()*#$ %值 &值

有中度伤害相关行为

!"值 ()*#$ %值 &值

伤害预防 不可以 +,-./ -,0-1!+,.20 -,-3- -,3(2 +,-/3 -,0//!+,2(0 -,+3) -,131
有的可以 +,/-( +,2-2!+,1)2 +3,00/ !-,--+ +,2(+ +,+2/!+,/0. +.,-+( !-,--+
都可以 + 4 4 4 + 4 4 4

带头盔作用 规定要带 -,0)) -,11.!+,+-+ +,/0- -,22/ -,0/2 -,133!+,-/0 2,.30 -,+2.
避风雨 -,/12 -,2)(!-,02/ 1,0). -,--( -,1+3 -,.()!-,(1. /,)+/ -,-./
安全 + 4 4 4 + 4 4 4

过马路提醒交通安全 不提醒 +,(.. +,2)3!2,(32 0,((( -,--. +,/+- -,(/0!2,-(0 2,00- -,-(-
偶尔提醒 2,+2+ +,101!2,11( /+,+./ !-,--+ +,)0( +,201!+,(1. +0,/.. !-,--+
经常提醒 + 4 4 4 + 4 4 4

讨 论

已有的研究表明，性别、遗传因素、气质个性、学

校因素、社会因素、家庭因素等均对儿童伤害相关行

为有一定影响［/］。其中家庭因素在儿童伤害相关

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次调查发现，儿童的伤害

相关行为与家庭因素，如家庭类型、父母的教育方

式、父母对意外伤害的认知及防范意识等因素有着

重要的关系。

本次研究发现，儿童的伤害相关行为与父亲的

文化程度、父母的职业无显著性统计学意义，但与母

亲的文化程度有关，本次调查观察到，母亲文化程度

低，儿童的伤害相关行为的危险性低。这与理论相

矛盾，有待进一步探讨。此外，父母对意外伤害的认

知程度在儿童伤害相关行为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父

母是孩子的第一教师，父母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发展

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认为，

为了孩子家长应该改善不安全行为以防止儿童行为

问题的发生［)50］。同样对于伤害相关行为问题，也

需要父母提高对意外伤害的认知程度和防范意识，

使他们具有识别儿童意外伤害相关行为的能力，尽

早采取措施，如过马路时经常提醒儿童注意交通安

全、外出骑摩托车时给孩子带头盔等来预防儿童伤

害相关行为问题的出现，从而减少儿童意外伤害的

发生。

父母对儿童采取惩罚的教育方式使儿童容易产

生逆反心理，注意力不集中，易于发生伤害相关行为

问题。而采取鼓励的教育方式则是儿童伤害相关行

为的保护因子，这与彭迎春等［(］调查的结果相一

致。应该通过健康教育使家长改变不良的教养态度

与方式，认识到正确的教育方式可以使儿童减少伤

害相关行为问题的发生，进而减少伤害的发生。家

长保存药品或有毒物品的方式反映了家长的安全意

识，对儿童安全行为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本研究显

示家长随便放置药物或放在自认为孩子找不到的地

方儿童容易发生伤害相关行为。家庭结构完整与否

对儿童的身心发展及行为的塑造无疑也起着重要的

作用。从本次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有缺陷家庭的儿

童易于发生伤害相关行为，因为在这种环境下的儿

童处于警觉状态或应激状态，容易冲动［0］。其次处

于此环境下的儿童心理健康也有较大问题，易发脾

气、具有强烈的自卑感、性情孤僻、自私等，这些问题

都决定了儿童性格的形成，通常反映在他们的不良

行为上。此外，儿童的伤害相关行为还与儿童的健

康状况、和同学的关系等有关。儿童的身体健康、与

同学的关系融洽，有利于儿童个性的发展，防止不良

伤害相关行为问题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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