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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湖北省 8 县(区)3791 名小学生调查,从互联网使用条件、使用偏好和使用时长等维度

探讨了互联网使用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 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条件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

管理能力没有显著影响,互联网使用偏好和时长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有显著影响,儿童上网学习

时长对儿童自我管理能力有显著的门槛效应。 因此,应合理引导低龄儿童互联网使用偏好,规范互联网使

用时间和上网学习时间以增进留守儿童信息素养;全方位关心支持低龄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减少其网

络依赖,提升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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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留守儿童发展直接影响乡村人力资本投资和

乡村振兴,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留守儿童健

康成长有助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缩小城乡差距,
推进社会共同富裕。 由于缺少父母陪伴与日常监

管,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令人担忧。 小学低龄段

留守儿童正处于自我管理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若抓

住这一关键期培养其自我管理能力,将对其健康发

展发挥重要作用。
所谓自我管理能力,是指人在不同的场景中能

够有效调节情绪、思想和行为的能力①,它体现在习

惯养成、情绪控制、自我激励、延迟满足等方面②。
多项实证调研结果表明,留守儿童沉迷手机的现象

屡见不鲜,留守儿童网络沉迷问题相当严重③。 在

智能时代,留守儿童网络使用对其自我管理能力的

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研究表明,互联网使

用时长对人的自我控制有影响④,网络娱乐时间过

长会增加儿童沉迷网络的风险⑤。 为规范未成年人

网络使用,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2018 年教育部办

公厅发布的《关于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

引导工作的紧急通知》进一步强调预防中小学生沉

迷网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20 年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强调家长对未成年人

互联网使用的引导和监督,2021 年发布的《中国儿

童发展纲要》提出对未成年人网络服务进行重点

整治。
引导儿童合理使用互联网,首要问题是如何衡

量网络使用“度”的问题。 对于低龄留守儿童而言,
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其自我管理能力,如何扬互联

网之长而避其短,发挥互联网使用之于低龄留守儿

童发展的积极效应,这些问题还有待深入探究。 有

研究表明,人们普遍难以控制上网时间,网络使用

的时间管理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⑥。 本文在关注互

联网使用条件、网络使用偏好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

管理能力影响的基础上,重点探究上网时长(包括

上网学习时长)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的影

响,从网络使用适度的视角探讨低龄留守儿童上网

学习时长的门槛效应问题。
二、文献综述

儿童自我管理能力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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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意识、兴趣和行为对儿童自我管理能力有重要影

响,互联网使用作为家庭场景中的儿童个体行为,
对儿童自我管理能力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Yan 和

Fischer 提出的相互作用模型表明,互联网与人的发

展是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⑦。 互联网作为传播媒

介,将社会文化信息传递给个人,个人在内化网络

信息的同时建构新的网络信息,网络也成了社会文

化的一部分,互联网在社会知识内化与双向建构的

动态过程中,对人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互联网使用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是把“双刃剑”,

对儿童身体发育、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发展有积

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互联网

使用对儿童发展是有益的,互联网降低了儿童学

习、娱乐和社会活动成本⑧,网络的开放性有助于留

守儿童打破时空限制,也为亲子分离下的人际交往

创建了新的社会情境⑨。 在家使用互联网能让儿童

更好地完成作业、提高学业成绩,互联网使用与儿

童认知能力有显著的正相关⑩。 “富者更富”模型与

“社会补偿”模型认为互联网使用有益于个体主观

幸福感提升。 “富者更富”模型表明,个体社会化

程度越高,越善于利用网络来加强社会联系,在互

联网使用中得到的益处也更多。 “社会补偿”模型

则认为互联网为缺乏社会支持的个体提供了新的

社交机会,起到了社会补偿的作用。 比如,性格内

向的青少年更愿意在线社交,有社交焦虑的青少年

更容易形成在线友谊关系。 在互联网使用偏好上,
Young 针对儿童上网学习行为,提出互联网调节下

的学习模型(Internet - Mediated Learning Model),其
核心理念在于,将学习视作个体认知、互联网和社

会文化三者交互作用的过程。 研究证实,在儿童上

网学习过程中,互联网作为具有文化价值的认知工

具会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产生重要影响。
针对互联网之于儿童发展的乐观积极取向,也

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互联网使用对儿童发展有

消极影响。 有学者批评互联网替代了更积极和更

有效的学习形式,过分强调学习形式而不注重学习

内容。 从儿童身体健康角度看,过度上网导致儿

童视力水平下降,不利于颈椎和腰椎发育。 在认

知能力发展方面,有学者认为在家上网对儿童学业

成绩有负向影响,互联网使用的社交偏好也对学业

成绩有负向影响。 置换假设 (Displacement Hy-

pothesis)强调,互联网使用时间越长,儿童参加有益

的社会活动的时间就越少,留守儿童课外时间被网

络占据,进一步削弱其社会交往意愿与机会,由此

会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产生负向影响。 与非

留守儿童相比,农村留守儿童情绪更不稳定,更容

易受到焦虑、抑郁、孤独等负向情绪影响,低龄留

守儿童的情绪问题更加突出,他们往往更容易产

生负面情绪。 尽管互联网作为信息获取和交往工

具,为留守儿童求知、娱乐和社交活动提供了更多

可能性,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留守儿童孤独感,但
因缺乏科学引导,低龄留守儿童容易对网络过度

依赖。
以上文献表明,互联网使用会对低龄留守儿童

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各种研究结论的不一致可

能表明互联网使用与留守儿童发展的关系具有复

杂性。 相对而言,数字适恰假说(Digital Goldilocks
Hypothesis)对本研究有更大启示。 数字适恰假说

关注互联网使用时长的限度问题,认为儿童适度使

用互联网是有益的。 该假说采用预注册重复实验

的分析策略,对 12 万名英国青少年进行实证分析,
探究数字屏幕时间(包含电脑、手机等数字媒介使

用)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包含幸福感、生活满意度、
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关系。 与以往研究所发现

的负线性关系不同,该研究发现两者间存在二次曲

线关系。 具体而言,用网时长与儿童心理健康的关

系曲线存在一个拐点,在未达到阈值时,儿童耗费

在各种形式的数字屏幕时间与心理健康之间呈正

相关关系或不相关,而屏幕使用时长达到阈值后,
所有类型的数字屏幕使用时间与儿童心理健康之

间都呈负相关关系。
数字适恰假说关于互联网使用时长与儿童心

理健康之间呈非线性关系的研究结论给予我们很

大的启发。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系统探究低

龄留守儿童互联网使用条件、使用偏好与使用时长

对其自我管理能力发展的影响,并重点探讨上网学

习时长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影响的限度

(阈值)问题,希望有助于深化人们对留守儿童合理

使用网络问题的思考。
三、研究设计

2019 年华中师范大学课题组对湖北省 8 县

(区)64 所小学进行了实地调研,此次调研对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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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15 所城区小学、15 所乡镇小学和 34 所农村小

学,对 3791 名三年级小学生及其就读学校校长进

行了问卷调查,儿童样本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9—10
岁。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此次调研。

儿童样本信息主要包含个体信息、家庭情况、
课外活动安排、儿童自我管理能力发展等内容。 根

据儿童填答的“父母外出工作情况”,将“父母一方

外出”或“父母双方外出”的样本界定为留守儿童样

本,低龄留守儿童有效样本量为 2221 份。 其中,男
生占 55. 83%,父母一方外出的留守儿童占 47. 82%,
62. 08%的留守儿童在乡村或乡镇学校就读。

(一)研究假设

本文着重探讨互联网使用条件、使用偏好、使
用时长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发展的影响,
研究基本假设是:

假设 1:互联网使用条件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

管理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 2:互联网使用的信息获取偏好对低龄留

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 3:互联网使用时长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

管理能力有显著负向影响;
假设 4:上网学习时长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

理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存在门槛效应。
(二)变量界定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自我管理能力,由问卷中设置

的李克特四级量表测量。 该量表包含“日常习惯

养成”“不良诱惑抵制”和“冲动情绪控制”三个维

度,选项由“非常不像我”到“非常像我”依次赋值

1—4 分,各维度内选项间显著相关 ( KMO 值为

0. 8609, Bartlett 检验卡方值为 14284. 798, p <
0. 001)。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一个连续变量,转
换为一个从 0 到 100 的连续变量,数值越大说明自

我管理能力越强。
在 3791 份儿童样本中,自我管理能力得分均

值为 67. 98,儿童自我管理能力得分呈偏正态分布。
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得分均值为 66. 89,低于全

部学生得分均值,非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的平均

得分为 69. 49,显著高于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的自

我管理能力得分呈偏正态分布,大致与全部儿童的

自我管理能力得分分布相似,但相对离散,个体差

异较大。
2. 解释变量

为探讨互联网使用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

能力的影响,需要从数据中提取互联网使用相关指

标构造一个关键的核心解释变量,以此衡量低龄留

守儿童互联网使用水平。 相关研究表明,互联网使

用条件、互联网使用偏好、互联网使用时长与互联

网使用态度是评价互联网使用水平的重要维度。
考虑到互联网使用态度与儿童自我管理的内生性

较强,因此仅从前三个方面来衡量互联网使用水

平,并将使用偏好分为信息获取偏好、社交偏好与

娱乐偏好。 具体指标如下:
(1)互联网使用条件。 虽然目前中国家庭的

互联网接入与网络设备已经基本普及,但有些家

庭仍不具备儿童上网条件,因此对互联网使用条

件的测量具有现实必要性。 互联网使用条件主要

由儿童家庭可用于上网的设备条件来测量,将问

卷设置的 4 题项得分合计作为互联网使用条件得

分,分数越高表明互联网使用条件越好。 在 2221
份低龄留守儿童样本中,互联网使用条件得分最

小值为 2,最大值为 10,均值为 5. 58,标准差为

1. 74,整体呈正态分布。
(2)互联网使用偏好。 信息获取偏好,指儿童

倾向于使用网络查找学习资料或观看视频课程、看
新闻或查找有用信息等;社交偏好,指儿童倾向于

使用网络聊天、用网站展示个人作品、使用电子邮

箱等;娱乐偏好,指儿童倾向于使用网络玩游戏、看
视频等。 将学生问卷“你用手机或电脑上网主要做

什么(可多选)”题目选项每项赋值 1 分,参考马军

旗等人对互联网使用方式的分类,将互联网使用偏

好分为信息获取偏好、社交偏好和娱乐偏好,进而

比较三类偏好得分,取得分最高者作为该样本的主

要偏好。 在低龄留守儿童样本中,信息获取偏好占

比 34. 13% ,社交偏好占比 5. 72% ,娱乐偏好占比最

高,达到 60. 15% 。
(3)互联网使用时长。 将学生问卷中儿童每周

上网学习和娱乐的时间合计作为儿童每周的互联

网使用总时长。 低龄留守儿童每周上网时间主要

集中在 0—2 小时左右,有 605 名低龄留守儿童每周

上网时间为 0,40 名低龄留守儿童每周上网超过 10
小时。 低龄留守儿童上网学习与娱乐时长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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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与上网总时长分布情况基本一致,上网学习时

长均值为 1. 13 小时,标准差为 1. 84,上网娱乐时长

均值为 0. 69 小时,标准差为 1. 59。
3. 控制变量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对可能影响低龄留守

儿童自我管理能力的因素进行控制。 个体层面变

量包括儿童的性别和年龄。 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

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受到性别的调节作用,儿童自

我管理能力在年龄上有显著差异。 家庭层面变量

主要包 括 家 庭 社 会 经 济 文 化 资 本 指 数 ( 家 庭

ESCS),亲子关系,父母陪伴以及家庭教养方式。
班级层面变量主要包括班级规模和同伴交往;将班

级变量从学校变量中分离后,以学校位置、学校质

量两个指标作为学校变量。 具体变量界定见表 1。

(三)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互联网使用

对于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在此基础

上运用工具变量法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并探讨

低龄留守儿童每周上网学习时长对其自我管理能

力影响的门槛效应。 回归模型如下:
Yi = β0 + β1X1i + β2X2i + β3X3i + … + βkXki + μi

| i = 1,2,…,n
Yi表示被解释变量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

力,X1i、X2i、X3i表示解释变量低龄留守儿童互联网

使用条件、时长和偏好,Xki表示个体、家庭、班级、学
校层面的控制变量。

在构建互联网使用与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

能力计量模型过程中, 为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尝
　 　 表 1 变量界定与测量

变量名称 变量界定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自我管理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计算得分:0 - 100 67. 98 17. 52

自变量

互联网使用条件 4 题项得分合计:0 - 8 5. 80 1. 72

互联网使用偏好 6 题项分三类计算得分,选择得分最高类型作为使用偏好 2. 26 0. 94

互联网使用时长 上网学习与上网娱乐时长合计,连续变量 1. 83 3. 94

门槛变量

上网学习时长 学生自填,连续变量 1. 16 2. 19

个体变量

性别 男生 = 0;女生 = 1 0. 46 0. 50

年龄 连续变量 9. 21 0. 61

家庭变量

家庭社会经济文化资本指数 综合学历、职业、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得分合计:0 - 100 45. 79 14. 98

亲子关系 综合维度得分合计:2 - 10 8. 63 1. 64

家庭教养方式 13 题项分三类计算得分,选择得分最高类型作为教养方式 2. 08 0. 59

父母陪伴 综合维度得分合计:0 - 40 21. 94 10. 16

班级变量

班级规模 年级学生总人数除以班级数所得,按班额标准划分:1 - 4 3. 07 1. 07

同伴交往 学生自填班上好朋友数量占班级人数比例 0. 14 0. 19

学校变量

学校位置 农村学校 - 0;城市学校 = 1 0. 44 0. 50

学校质量 较差 = 1;中下 = 2;中等 = 3;中上 = 4;最好 = 5 4. 23 0. 72

　 　 注:(1)N = 2221;(2)表中二分虚拟变量对应的均值( × 100)表示该变量中取值为 1 的样本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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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构造工具变量,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
行检验,通过两次线性回归解决解释变量与被解释

变量双向影响的问题。 工具变量模型如下:
Yi = γ0 + γ1Zi1 + γ2Zi2 + γ3Zi3 + ξ
s∗
i = β0 + β1 Y1i + β2 Y2i + β3 Y3i + + μi, si =

1[s∗
i > 0]　
s∗
i 是一个潜在变量,如果 s∗

i > 0,则 si = 1。 Zi

是工具变量,ξ 是随机误差项。 这里,Cov(Zi,μi) =
0,Cov(ξ,μi) = 0,且 Cov(Zi,Yi)≠0。

基于已有文献与课题组实地调研,本文尝试使

用低龄留守儿童学习兴趣得分(Z1 )作为信息获取

偏好的工具变量,互联网使用条件(Z2 ),即家庭为

低龄留守儿童提供的互联网设备,作为上网学习

时长的工具变量,以论证互联网使用与低龄留守儿

童自我管理能力的因果关系。
工具变量既要保证与内生变量的相关性,又要

满足外生性条件。 工具变量倾向于选择个人特征

相关的人口学变量,比如人格与非认知能力,本文

选取了低龄留守儿童学习兴趣得分(属于非认知

能力范畴)作为工具变量。 课题组实地调研发现,
有学习兴趣的低龄留守儿童倾向于上网学习知识,
但低龄留守儿童学习兴趣与自我管理能力没有直

接关系。 参考丁继红等人的研究,将低龄留守儿

童家庭所具备的网络硬件设施作为低龄留守儿童

上网学习时长的工具变量,家庭互联网使用条件制

约着低龄留守儿童使用互联网的时间,而不会直接

影响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 因此,在理论层

面选取这两组工具变量符合工具变量选择的相关

性与外生性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受数字适恰假说启发,本文探究上网学习时长

与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之间的关系是否存

在拐点,是否以分段函数形式出现,我们尝试使用

门槛效应回归模型,选择上网学习时长作为门槛变

量,探寻低龄留守儿童每周上网学习时长对其自我

管理能力影响的门槛效应。 具体模型如下:
y it = β′1x it + εitqit≤γ
y it = β′2x it + εitqit > γ
其中,y it是被解释变量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

能力,x it是解释变量上网学习时长,qit为门槛变量,
γ 为门槛值,根据估计门槛值 γ 将样本分成两组,随
机误差项 εit ~ iid. N(0,σ2),即假设 εit服从均值为

0,方差为 σ2 的有限独立同分布。
四、研究结果

(一)回归分析

模型 1 包含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模型 2、3、
4 分别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解释变量“互联网使

用条件”“互联网使用时长”与“互联网使用偏好”,
模型 5 为完整模型,在模型 1 基础上放入所有解释

变量,模型 6 放入门槛变量,进行门槛回归分析。
具体回归结果见下页表 2。

模型 1 为全部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了“互联网使用条

件”,整体解释力没有明显变化。 回归结果表明,互
联网使用条件对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发展没有

统计上的显著性,假设 1 不成立。
模型 3 则是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了“互联网

使用偏好”,以娱乐偏好组为对照组,探究信息获取

偏好与社交偏好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的

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偏好对低龄留守

儿童自我管理能力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娱乐偏好,
社交偏好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信息获取偏好对低

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发展有积极影响,且这种

影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假设 2 得到验证。
模型 4 是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了“互联网使

用时长”。 结果显示,低龄留守儿童互联网使用时

长对其自我管理能力有显著负向影响;低龄留守儿

童每周上网时间延长 1 小时,其自我管理能力将降

低约 0. 65 个单位,验证了假设 3。
模型 5 显示,互联网使用偏好、互联网使用时

长在一定程度上对低龄留守儿童的自我管理能力

产生显著影响,使用时长有负向影响,信息获取偏

好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发展的影响更积

极,娱乐偏好更不利于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的

形成。 在控制相关变量的情况下,家庭教养方式、亲
子关系、同伴交往等因素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

力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家庭和学校在培养低龄留守儿

童的自我管理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模型 6 将模型 5 的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时

长”替换为门槛变量“上网学习时长”,以此分析留

守儿童每周上网学习时长对其自我管理能力影响

的门槛效应。 分析结果表明,低龄留守儿童每周上

网学习时长对自我管理能力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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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互联网使用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基准模型 使用条件模型 使用偏好模型 使用时长模型 完整模型 上网学习时长模型

互联网使用条件
- 0. 009
(0. 307)

0. 134
(0. 307)

0. 116
(0. 308)

互联网使用偏好

(以娱乐偏好为参照)

信息获取偏好
4. 072∗∗∗

(0. 825)
4. 378∗

(0. 838)
4. 607∗∗∗

(0. 841)

社交偏好
- 1. 764
(1. 618)

- 1. 097
(1. 669)

- 0. 868
(1. 663)

互联网使用时长
- 0. 652∗∗∗

(0. 143)
-0. 629∗∗∗

(0. 143)

上网学习时长
0. 577∗∗∗

(0. 204)

控制变量 √ √ √ √ √ √

N 1,860 1,804 1,860 1,804 1,771 1,771

R2 0. 142 0. 143 0. 155 0. 152 0. 160 0. 160

　 　 注:(1)括号内为标准误;(2)显著性水平:∗p < 0. 1,∗∗p < 0. 05,∗∗∗p < 0. 01,下文同。

低龄留守儿童上网学习时长每增加 1 个单位,自我

管理能力上升约 0. 6 个单位。
(二)内生性问题与工具变量分析

为解决互联网使用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

能力影响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尝试使用低龄留守儿

童学习兴趣得分与互联网使用条件来构造工具变

量。 2SLS 工具变量回归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

示,低龄留守儿童的学习兴趣得分与互联网使用

的信息获取偏好显著相关,即学习兴趣较高的低龄

留守儿童更倾向于利用互联网查找资料;同时,互
联网使用条件与上网学习时长显著负相关,即家庭

环境中不具备上网条件的低龄留守儿童,上网学习

的时间也较少。
经弱工具变量检验,F 检验值均大于 10,说明

不存在弱工具变量,低龄留守儿童学习兴趣得分

(Z1)与信息获取偏好(X1 )具有相关性,互联网使

用条件(Z2 )与上网学习时长(X2 )具有相关性,满
足工具变量选取的相关性条件。 Hansen 过度识别

检验结果表明,工具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满足工

具变量选取的外生性条件。 整体上,本文选取的工

具变量较为合理,通过工具变量模型所得检验结果

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比较线性回归模型与 2SLS 工具变量回归模

型,我们发现,信息获取偏好显著提升低龄留守儿

童自我管理能力,上网学习时长对低龄留守儿童自

我管理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三)门槛效应分析

为探讨不同上网学习时长与低龄留守儿童自

我管理能力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门槛效应模型进

行分析。 首先进行门槛效应显著性检验,采用每周

上网学习时长变量,依次对无门槛、单个门槛、双重

门槛进行显著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3。
结果显示,低龄留守儿童每周上网学习时长的

单一门槛效应显著,平均每周上网时间与低龄留守

儿童自我管理能力存在非线性关系,两者之间关系

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单一门槛效应)。 当低龄留

守儿童上网学习时长达到门槛值时,上网学习时间

对自我管理能力发展的作用效应发生显著变化,这
也印证了数字适恰假说所提出的网络使用时长的

平衡点问题。 研究表明:上网学习时长对低龄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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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门槛效应自抽样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F 值 P 值 BS 次数
临界值

1% 2% 3%

上网学习时长
单一门槛 33. 066∗∗∗ 0. 000

双重门槛 17. 975 0. 257
2000

6. 796 3. 626 2. 613

6. 704 3. 862 2. 775

儿童自我管理能力影响存在的门槛值是 3 小时

(G1),据此可将低龄留守儿童每周平均上网学习时

长划分为 2 个区间:上网学习时长 < G1、上网学习

时长≥G1。 门槛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4。
表 4 门槛回归分析

上网学习时长 < G1 上网学习时长≥G1

互联网使用条件
0. 586

(0. 392)
0. 811

(0. 568)

互联网使用偏好

(以娱乐偏好为参照)

信息获取偏好
6. 100∗∗∗

(1. 120)
4. 319∗∗

(1. 832)

社交偏好
3. 738∗

(2. 215)
- 1. 650
(3. 407)

控制变量 √ √

N 851 103

R2 0. 179 0. 285

　 　 从表 4 可以看出,估计门槛值 3 小时将样本分

为两个区间,区间 1 包含上网学习时长少于 3 小时

的样本,区间 2 包含上网学习时长超过 3 小时的样

本。 相对而言,上网学习时长少于 3 小时的低龄留

守儿童,信息获取偏好的积极影响更显著,社交偏

好对其自我管理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可见,低
龄留守儿童每周上网学习时间控制在 3 小时内更

有利于其自我管理能力发展。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第一,互联网使用条件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

理能力没有显著影响。 对此结果可能的解释是,由
于样本地区家庭基本普及了互联网,因此互联网使

用条件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没有显著影

响。 第二,信息获取偏好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

能力有显著正向作用。 相对娱乐偏好和社交偏好

而言,信息获取偏好有利于儿童自我管理能力的发

展。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喜欢上网看书、看
新闻的低龄留守儿童与乐于上网打游戏的低龄留

守儿童,其自我管理能力有显著差异。 第三,互联

网使用时长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有显著

负向影响。 低龄留守儿童上网时间越长,自我管理

能力发展水平越低,这表明长时间上网不利于低龄

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发展。 第四,上网学习时长

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且
存在门槛效应。 这表明,低龄留守儿童上网学习时

间也是有限度的。
研究发现,上网学习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

能力提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上网学习时长并非

越长越好,而是存在一个合理的时间限度,本文得

出的门槛值是每周 3 小时。 如何理解此阈值? 基

于田野调查发现,样本中 58. 42%的农村低龄留守

儿童在周一至周五放学后没有使用网络,大部分

家长和监护人在访谈时也表示只允许孩子在周末

用家长手机上网。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农村低龄

留守儿童上网学习时间主要集中在周六和周日。
本研究得出的门槛值为 3 小时可以理解为,低龄

留守儿童周末上网学习的合理限度约为每天一个

半小时。
本文的阈值分析结论的意义体现在,互联网之

于低龄留守儿童的积极影响需以合理控制上网时

间为前提,即使是儿童用于学习的上网时间也必须

有一个限度。 由于本文的数据来自于 2019 年无疫

情的常态环境下的调研,研究结论更适合于低龄留

守儿童常态的互联网使用状态。
此外,低龄留守儿童发展涉及多个维度,互联

网使用除了对儿童自我管理能力有影响外,也会影

响儿童的视力、学业成绩和社会情感能力等。 要科

学评估互联网对低龄留守儿童的影响,需要多视

角、更全面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看,本文基于自我

管理能力发展视角的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毋庸

置疑的是,本文以低龄留守儿童上网学习时长的阈

值分析为切入点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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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启示

尽管政府和社会对于留守儿童网络沉迷问题

的重视和治理正在逐步加强,但如何有效治理还需

要科学研究的证据。 本文的发现对于培养低龄留

守儿童的互联网信息获取偏好,合理把控低龄留守

儿童上网时长,提高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具

有重要启示:第一,加强对低龄留守儿童互联网使

用的科学引导。 研究发现,适度使用互联网查找资

料、获取信息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发展有

显著的积极影响,如何引导低龄留守儿童科学上网

以提升其自我管理能力是值得关注的议题。 提高

低龄留守儿童的信息素养尤为重要,应从互联网偏

好选择与时长控制两方面入手,从小培养留守儿童

上网查找学习资料的兴趣和能力,合理控制低龄留

守儿童上网学习时长,从小培养留守儿童良好的学

习习惯和上网习惯。 第二,要全方位关心支持留守

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低龄留守儿童的网络依赖,一
定程度上与其在现实生活中缺乏情感交流和社会

交往有关,学校、家庭和社会需要为留守儿童创造

更多屏幕之外的连接,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

体系,让孩子在真实的生活中感受到关心和关爱。
因此,家长及监护人应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陪伴孩

子,更多关注孩子的情绪感受;教师应加强对留守

儿童的关心和爱护;社区应加强家长学校及留守

儿童关爱中心建设,常态化开展留守儿童关爱帮

扶活动,为留守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支

持系统和教育生态。 要重点发挥学校的主阵地作

用,改革教师评价体系,在评价体系中赋予乡村教

师关爱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以更多的权重,激励

更多教师“为学生成长而教”而不仅仅是“为个人

成就而教”。

注释:
①参见《人民日报关注留守儿童沉迷手机:如何与手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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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reshold Effect of Internet Use on the
Self -Management Ability of Low - Age Left behind Children

Lei Wanpeng　 　 Yin Junyao

Abstract:Based on a survey of 3791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8 counties(districts) of Hubei Province,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the self - management ability of low - age left - behind children from
three dimensions:conditions of Internet use,use preferences and duration of use. The study finds that conditions of
Internet use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elf - management ability of low - age left - behind children,Internet
use preferences and duration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it,and the duration of children's online learning has a signif-
icant threshold effect on it. Reasonable guidance on children's Internet use preferences,and regulation of the Internet
use time and online learning time can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left - behind children. Caring about and
supporting the low - age left - behind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in an all - round manner
and reducing their Internet dependenc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ir self - management ability.

Key words:self - management ability;Internet use;low - age left - behind children;threshol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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