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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命之初
养护孩子最佳潜能

案例：橙子妈妈发现14月龄
的橙子最近喜欢自己扶着沙发
走，并且努力地站，不喜欢被抱。
橙子妈妈可以怎样跟橙子互动，

满足他这个时候的需求呢？
建议：14 月龄的橙子，自我

意识开始萌芽，自我成长和探索
欲望增强，大肌肉发展显著，具体

表现为喜欢到处走不喜欢被约
束。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适
宜给予幼儿充分的空间和尊重，
跟幼儿一起做运动类游戏，指导
模仿动作并独立完成，锻炼幼儿
肌肉群发展。

活动目标：促进幼儿的体格
发展、动作发展、感官发展，通过
阳光下的活动，培养运动兴趣，增
强肌肉的锻炼、神经系统的发展，
增强体质。通过追寻标的物（“彩
虹”等），提升幼儿探索欲、目标
感，锻炼意志力。

活动的规则：在家长的陪伴
下，幼儿独立行走到终点，取得

“彩虹”。
活动过程：利用彩虹色的玩

具或道具，引导幼儿进行追逐和
抓握游戏，促进体格、视觉、运动
的发展。

家长可以通过一个延展的故
事引入亲子活动，引导幼儿独立步

行走到活动场地。家长把彩色的
纱巾、圈圈等便携道具放在离起点
3～6米的“终点”位置，沿路用石
块、树叶堆等摆放适量的路障。
家长在陪伴幼儿追寻“彩虹”时，
在旁边保障安全和安静观察，不
干扰幼儿的独立行走，待幼儿取
得“彩虹”后，给予赞扬。如果幼儿
表现愉悦欢喜，意犹未尽可以鼓
励幼儿再来一次，反复游戏时可
以调整路径或增加难度。如果幼
儿表现不耐烦，不感兴趣，家长要
了解原因，鼓励但不勉强。允许
幼儿随意走走看看，等待其适应。

活动注意事项：
（1）13～15 月龄的幼儿可以

由家长牵手或扶着，16～18月龄
不牵手、不抱，引导走独木桥（石
墩），鼓励独立行走到终点。

（2）注意引导好幼儿的步行
速度，“看准路再踏步，上独木桥
要专注”。

（3）尽量选择户外环境，让幼
儿在阳光下学步，从而增强他们
的体质。

婴幼儿的学习源于家庭，始
于母亲怀孕期间。通过源于生
活环境的早期学习，婴幼儿获得
技能和能力发展。在家庭及托
育机构中充满关爱和安全的养
育照护环境，以及引导和支持婴
幼儿日常活动中的交流互动、玩
耍游戏，可为婴幼儿提供丰富的
早期学习机会。

照护目标
•提供婴幼儿学习身体运

动、语言认知、社会交往和情绪
调节技能的环境和机会；

•通过融入日常生活的交
流与玩耍，教会婴幼儿学习获得
新的技能和行为；

•培养良好的自理生活能
力和行为习惯；

•鼓励婴幼儿好奇、探索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使婴幼儿
在学习探索中体验快乐、满足。

照护建议——关爱与引导
•建立安全的亲子依恋和

社会关系；
•即使照护者很忙，也可以

通过目光、微笑、点头、问候等表
达对婴幼儿的关爱；

•根据婴幼儿的发育水平，
引导和培养其自理生活能力和

良好的行为习惯。例如，7~9月龄
开始学习固体食物的咀嚼、吞咽
技能；10~12月龄学习抓食，用杯
饮；15~24月龄学习排便控制和
如厕训练；鼓励2岁以上的幼儿帮
助家长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活动。

•描述性地表扬婴幼儿的
每一次的努力学习和尝试。如
出现无理哭闹等不适宜的行为
时，可采用消退（不予理睬）或转
移等行为矫正方法，逐步养成良
好的行为习惯。

照护建议——玩耍与游戏
•建议照护者在日常生活

中融入玩耍、开展与婴幼儿年龄
相匹配的游戏活动。提供适合
的场地、玩具或家常物品，让婴
幼儿自由地探索和玩耍，引导锻
炼视觉、听觉、触觉、身体的力
量、灵活性、协调性及手眼协调
能力的发展；

•根据年龄发展与婴幼儿
一起玩藏找东西、躲猫猫、假扮
不同人物或场景等亲子互动游
戏，促进其认知、社会交往和情
绪情感等能力的发展；

•经常带婴幼儿接触大自
然，一起探索自然界的事物或现
象，激发其好奇心与探索欲望；

•包容婴幼儿玩耍过程中

弄脏衣物或身体甚至破坏物品
的探索行为，培养其活动后自我
清洁和整理的良好习惯。

照护建议——交流与语言
•从小给婴儿创造丰富的

交流环境，如及时回应婴儿的发
音、模仿婴儿发声以鼓励婴儿发
音，达到“交流应答”的目的；

•培养婴儿对语言的理解
能力，将实际物体、动作、指令等
与语言相联系。如在婴儿期经
常叫婴儿名字、指着家中物品告
诉他/她物品的名称，边挥手边
说“再见”；

•鼓励幼儿说出身边物品
名称、短语，鼓励用语言表达需
求和参与简单对话。经常与幼
儿一起看图画、讲故事、说儿歌，
教幼儿指认书中图画和身体部
位，鼓励幼儿回答简单问题、复
述简单故事、讲述图画，教幼儿
说歌谣、唱儿歌。

照护建议——资源与机会
•所有婴幼儿都有发展的

权利。提供良好的早期学习环
境、资源和机会对于儿童潜能发
展至关重要，特别是对来自弱势
群体或有早期发展风险因素的
儿童尤其重要；

•早期学习的机会在日常
生活中时时处处存在。可以在
喂食、洗澡和其他日常家务中积
极地与儿童交谈和互动，每天与
其创造至少30分钟的优质亲子
共处时间；

•依托社区建立图书馆、玩
具流动站、家长互助小组等，使
婴幼儿能普遍获得优质的托育
照护服务及活动和学习资源；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幼
保健机构等专业机构应利用儿
童健康检查等机会，为家长提供
有关早期学习机会的信息、支持
和咨询指导。

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
且是身体和心理上的完好状态
以及良好的适应能力。消除或
减少疾病发生、促进婴幼儿身心
健康是实现其潜能最佳发展的
基本措施。

照护目标：
•提供关爱并适合婴幼儿

需求的日常生活照护，引导其身
体活动；

•保持环境和个人卫生并
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保健和医
疗措施；

•定期生长发育监测和健康
检查，照护培训，达到保障和促进
婴幼儿身心健康与发展的目标。

照护建议——生活起居
•3月龄左右逐步建立规律

的作息，6 月龄开始培养固定时
间、固定场地的进餐习惯，逐渐

培养整夜连续睡眠的习惯；
•保证婴幼儿有充足的睡

眠时间，1岁内婴儿（0~3月龄）每
天有 14~17 小时或（4~12 月龄）
12~16小时优质睡眠；1~3岁幼儿
有 11~14 小时的优质睡眠，并做
到有规律地觉醒和睡眠；

•自由身体活动，每次受限
（推车、餐椅等）时间小于1小时；

•2岁内婴幼儿不建议观看
或使用电子屏幕，2岁以上幼儿观看
屏幕或使用时间小于1小时∕天；

•静坐时鼓励开展阅读绘
本、讲故事等活动。

照护建议——身体活动
•建议1岁内婴儿以各种方

式进行身体活动；
•清醒时每天趴卧至少 30

分钟，可分次进行；
•1～3岁幼儿每天至少3小

时各种强度的身体活动，2～3岁

幼儿每天至少1小时的中高强度
活动；

•注意动静结合、室内活动
与户外活动结合，不同形式的活
动交替进行。

照护建议——疾病预防
•“ 三 浴（阳 光 、空 气 、温

水）”锻炼，增强婴幼儿体质；
•做好照护者、家庭和托育

机构个人和环境卫生，保证整洁
的环境、清洁的水源、干净的日
常生活用品及玩具；

•托育机构严格执行卫生
消毒制度，生活环境，专用餐具、
毛巾等生活用品应定期消毒；

•加强饮食卫生管理，保证
食品安全与卫生；

•落实卫生安全防护工作，
防控传染病；

•根据计划免疫程序，按照
推荐的年龄和间隔时间进行疫苗

接种，鼓励接种非计划免疫疫苗。

照护建议——健康监测
•接受定期健康检查，监测

婴幼儿体格生长和神经认知发育；
•了解影响生长发育的风

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早期筛
查及时发现异常和疾病，接受早
期干预和医疗服务，提供有利于
儿童发展的养育照护。

•建议按照《0～6岁儿童健
康管理服务规范》要求，接受新
生儿访视和健康检查，规范实施
生长发育监测、心理行为、听力、
视力和口腔保健，接受早产儿/高
危儿和营养性疾病的随访和管
理，同时提供积极的照护服务和
全日健康观察，对养育照护相关
问题及时予以干预和矫正；

•关注照护者尤其婴幼儿
母亲的身心健康，为其提供必要
的帮助。

安全照护是为婴幼儿提供
干净、安全、对身心健康没有任
何危害的照护环境，是保障婴幼
儿最佳潜能发展的五个不可分
割的要素之一。

照护目标
•保证婴幼儿生活环境干净

且安全，没有身体疼痛、情绪压力
的伤害，并有效防范意外伤害；

•避免忽视与虐待、流离失
所、冲突等打击，保障儿童在安全、
温暖而支持性的养育环境中成长。

照护建议——居家安全
•保证婴幼儿处于安全的

日常生活环境，避免室内吸烟和
有毒有害杀虫剂暴露，家具或儿
童活动设施牢固安全，所有药
品、易碎尖锐、电源或热源食品
物品、化学用品或杀虫剂均置于
儿童不能触及的安全处，具有潜

在风险的出口均应安装安全护
栏（如厨房、楼梯口），婴儿活动
场地设有安全围栏；

•所有细小的易导致婴幼
儿误吞食的物品（如电池、硬币）
应妥善放置；

•婴幼儿日常活动都在照
护者的安全视线范围内；

•建议婴幼儿单独睡婴儿
床，拉上安全护栏；

•睡眠时尽量仰卧，以减少
“婴儿猝死综合征”的风险；

•喂养时抱起婴儿，喂养后
让婴儿右侧卧位，以避免溢乳后
吸入或窒息。

照护建议——食品安全
•母乳喂养注意乳房清洁

和手卫生。挤出的母乳存放至
干净的容器或特备的“乳袋”，可
以在常温下安全保存 3~4 小时，
冰箱冷藏（4℃）存储不超过48小

时，冷冻（-20℃）保存2~3个月，
喂养前用温水加热至40℃左右；

•建议使用 40℃的温开水
配制配方粉，配制好的奶液应立
即食用，未喝完的奶液建议尽快
丢弃，在空气中静置时间不超过
2小时；

•婴幼儿食物制备遵循以
下原则：保持食物新鲜清洁、用
洁净的水清洗食品原料，生熟食
物分开、食物彻底煮熟。

照护建议——外出安全
•保障婴幼儿旅行和户外

安全，婴幼儿乘车使用汽车安全
座椅，并避免坐在汽车前排，避
免将婴幼儿单独留在车内；

•户外活动前注意检查安
全风险，如活动设备、设施及活
动场所的安全性，避免在具有意
外伤害（如受伤、溺水）潜在风险
的场所活动，如车道、车库或车

旁、水池边等，做好户外虫咬伤
或意外受伤的防护准备。

照护建议——心理安全
•贫困、忽视、体罚、暴力或

威胁均对婴幼儿的情绪和心理
发展会带来不利影响。照护者
应敏感了解婴幼儿需求，及时给
予适当的回应，与婴幼儿建立安
全的依恋关系；

•避免任何对婴幼儿的忽
视、体罚、虐待、暴力或威胁行为；

•保障照护者的心理健康、
具有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和教
养，避免向婴幼儿发泄自己的不
良情绪；为贫困和需要帮助的家
庭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和心理
支持；

•照护者全日观察并参与
儿童的活动，注意防止来自家庭
或照护机构外部对婴幼儿身体
和心理的伤害或虐待。

回应性照护是提供满足婴
幼儿生理和心理需求的积极照
护实践，其核心是在日常生活中
观察并敏感了解婴幼儿动作、声
音、表情和口头表示的需求，并
及时给予积极恰当的回应。

照护目标
•建立信任、安全而良好的

依恋和社会关系；
•敏感观察、了解婴幼儿生

理和心理需求，鉴别并妥善处理
和应对疾病；

•从儿童的视角理解其行
为，并做出恰当的交互回应；

•提供优质的亲子互动时
光，保证儿童在自尊、自信中健
康成长。

照护建议——建立亲子关系
良好的亲子关系可给婴幼

儿带来心理的安全感，支持其
不断探索、学习，使他们在情
感 、社 交 和 认 知 方 面 良 好 发
展。积极亲子关系的基本要素
包括热情、接纳、真诚、共情和
尊重。

•热情：对婴幼儿表现出真
正的兴趣、对他们非常友好并且
能够及时与他们互动；

•接纳：是指无条件地重视
儿童，无论他有怎样的气质、性
格或行为表现，都要爱护和关

心他；
•真诚：照护者在婴幼儿面

前既坦诚又讲道理，并且总是
鼓励；

•共情：需要照护者学习理
解婴幼儿的行为，对婴幼儿做出
回应时会假设自己也经历过同
样的情绪；

•尊重：相信婴幼儿有与其
年龄相符的学习和行动的能力，
允许他们自己探索和行动、独立
思考、学习解决问题。

照护建议——敏感观察
婴幼儿照护者在日常生活

中通过仔细观察、记录婴幼儿的
生理节律、活动和能力水平，逐
步了解并掌握其个性特点。

•将婴幼儿看作独立的个
体，敏感注意到并听懂、看懂婴
幼儿不同需求所发出的信号，及
其行为背后的含义，准确判断婴
幼儿的需求和情绪体验；

•尝试根据其年龄、发育水
平和气质特点及场景进行适当
的互动回应；

•敏感识别疾病征兆，妥善
处理和应对疾病。

照护建议——恰当回应
照护者在敏感识别儿童不

同需求信号的前提下，应在短时
间内对信号做出精确匹配的反

馈。这种反馈也是照护者与儿
童之间的相互作用。

•敏感注意到儿童不同需
求所发出的信号；

•识别并从儿童的视角理
解信号或行为背后的含义；

•及时回应婴幼儿发出的
信号，并与婴幼儿的发育水平和
行为相匹配，即养育者所作出的
反馈应符合儿童年龄、心理发展
特点及环境需求；

•回应性喂养强调了这种交
互回应，对于低体重儿、有疾病儿
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尤其重要。

照护建议——互动沟通
互动与沟通在回应性照护

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促
进形成敏感、回应有效关系的
关键。

•建议照护者充分了解婴
幼儿独特的沟通方式：哭声、语
言、动作、手势和面部表情以及
身体姿势，除了仔细倾听、解读
其沟通目的外，应用语言及身体
姿势、表情、眼神与婴幼儿沟通，
表达亲密与喜爱；

•就婴幼儿感兴趣的活动
和话题进行沟通，提高其语言和
社交技能；

•创造优质的共处时间，为
婴幼儿安排有趣的、引人入胜的
游戏和社交活动。

编者按：为了进一步
加强对家庭、社区和婴幼
儿照护服务机构有关婴
幼儿养育照护的支持，本
期特别刊出专家针对婴
幼儿最佳潜能发展，在确
保婴幼儿的健康、营养、回
应性照护、安全保障以及
早期学习五个方面的共
识，旨在通过专业指导促
进婴幼儿身心健康，从全
生命周期角度促成儿童感
知、运动、认知、语言、社会
情感和自我管制技能的有
序发展。

充足的营养和适宜的喂养照
护实践，可以满足婴幼儿体格生
长和机体功能成熟及大脑快速发
育的需求，是促进儿童健康、保障
潜能发展的最有效措施。

照护目标：
•坚持纯母乳喂养6个月，6

月龄开始提供辅食，持续母乳喂
养至2岁或以上；

•保证食物多样化、均衡膳
食，合理增补营养素；

•回应性喂养，培养良好的
进食行为，达到保障儿童生长发
育和近远期健康，促进潜能发展
的目标。

照护建议——辅食添加与
营养素补充

•建议满6月龄起开始引入
辅助食品，从强化铁的营养米糊
开始，逐渐添加蔬菜、水果、蛋类
及动物类食物（如瘦肉、肝脏、家
禽或鱼），达到食物多样化；

•保证食物的营养密度和
适宜的质地，食物质地逐渐从泥
糊状转换至碎的、小块状或手指
状可自喂的食物；

•每次只引入一样新食物，
至少观察和习惯数天后再引入
另一种新食物；

•建议根据年龄提供适宜
的辅食量和频次；

•纯母乳喂养的足月婴儿出
生后 2~3 天添加维生素 D 每日
400IU，直至能从强化食品或日常
阳光照射中获取足够的维生素D；

•如果膳食没有摄入足够
的动物性食物，建议通过强化食
品或补充剂增加维生素 A、锌、
铁、钙等营养素的摄入；

•早产儿和低出生体重儿
根据胎龄和出生体重及营养风
险，在医生指导下强化营养。

照护建议——均衡膳食与
进食行为

•不同的食物提供不同的营
养素，只有摄入多样化的食物才

能提供全面而均衡的营养。建议
婴幼儿添加辅食后食物多样化。
2~3 岁幼儿以谷类为主，适量的
肉、禽、鱼、蛋类，充足的蔬菜和水
果，尤其是深色蔬菜，保证足够的
乳类（300~500毫升）和适量的大
豆制品，控制糖、盐摄入，在每餐
或每天的膳食安排中达到食物多
样化、营养均衡、饮食健康。

•良好的喂养和进食行为
有利于婴幼儿口腔和胃肠功能
的发育，手眼协调、认知和情绪
调控的发展。建议敏感了解婴
幼儿进食需求，回应性喂养，鼓
励但不强迫进食，帮助婴幼儿形
成规律的进餐时间，学习进餐技
能，培养良好的进食行为。

健康照护

营养照护

安全照护

回应性照护

早期学习机会

幼
儿
亲
子
活
动
设
计
的
情
境
案
例

案例：随着幼儿日渐长
大，家里帮忙照顾的老人开始
身心疲惫，一有空就坐下来玩
手机以缓解倦意。还差半个
月就满 2 岁的小明不喜欢说
话，也不爱搭理人，唯独对手
机或电子屏幕感兴趣。父母
都发现了小明的这种表现，大
家也都清楚蓝光屏幕对低龄
幼儿眼睛和身心的危害，可又
不知该如何是好？

建议：24月龄的幼儿眼睛
还处在发育阶段，应尽量避免
使用电子产品。此阶段的幼
儿活动能力、模仿能力、探索
欲都很强，应该给予丰富的活
动，让幼儿广泛接触外界，增
加运动量，主动表达情绪，参
与社交。

活动目标：体格发展、动
作发展、感知发展，亲近大自
然，直接触达植物（注意选择

无毒无刺无过敏原的种类）。
活动过程：结合季节天气

设 计 每 一 次 亲 子 活 动 的 主
题。出发前跟幼儿提及主题
和相关植物，包含但不仅限花
果叶根茎等。到达户外活动
场地，家长主动展示本次主题
的植物给幼儿接触，可通过
看、摸、嗅、尝、听等方式，引导
幼儿模仿动作，接触该植物，
过程中可向幼儿提出问题，聆
听幼儿的回答，并给予回应。

待幼儿已经认知该植物，
可引导幼儿继续观察植物的
细节，并向其提问，聆听幼儿
的回答，不打断也不否定，从
幼儿的角度观察和了解。待
幼儿充分表达后，家长可以向
幼儿简要描述自己的回答，找
到彼此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19～24 个月的幼儿好奇

心与观察欲强烈，待幼儿再次
提出去看看大地的礼物时，可
再次启动本主题亲子活动。
这时程序可以直接进入向幼
儿展示植物与大地紧密关联
的实际场景，例如泥土与根
茎，花叶与果实等。可继续运
用“提问—聆听—回应”的三
步法，引发幼儿的兴趣。

活动注意事项：注意不同
节气节日，选择不同的户外场
地，帮助幼儿找到应节、时令
蔬果。避免直接引起过敏的
植物。幼儿还处在低幼龄段，
对新事物的认知需要足够长
的时间和足够多的机会，因
此 家 长 要 保 持 耐 心 等 待 幼
儿，给予充分观察、接触的机
会，对幼儿喃喃自语的声音不
打断不否定，保持回应和交流
即可。

1919～～2424个月个月

追寻“彩虹”活动设计

大地的礼物活动设计

省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和家庭发展处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