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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母亲孕期胎教情况与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关系"为该地区开展孕期胎教与儿童

行为干预提供依据% 方法!采用8799:;<父母问卷对深圳市龙华新区 & 0$& 名 2 =' 岁的幼儿园学龄前儿童

行为问题进行调查"用自编问卷调查其母亲孕期的胎教情况% 按胎教频率分为三组"分别为偶尔有#每月 2 次

及以下$作为>组"经常有#每周 # =' 次$作为?组和几乎天天有#每周 " =/ 次$作为 8组% 结果!发现音

乐胎教和语言胎教频次越多"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中的六个因子#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心身问题&多动*冲动&

焦虑&多动指数$得分越低#!@%A%"$'抚摸胎教频次越多"儿童心理行为问题中的两个因子品行问题&学习问

题得分越低#!@%A%"$% 结论!母亲孕期进行胎教"尤其音乐胎教和语言胎教有利于减少学龄前儿童不良行

为问题的发生%

!!!关键词"!胎教'!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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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近年来备受关注"特别

是儿童的注意力差&多动&脾气大&焦虑等问题"在学龄

期更为严重(#)

% 儿童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II:9I-79

C:O-6-I,9C JRH:;,6I-N:-IRC-<7;C:;">[\[$"又称儿童

多动症"是一组以注意力缺损&多动&冲动行为为主

要特征的行为障碍"是儿童期尤其是学龄期儿童最

常见的障碍之一"也是学龄期儿童患病率最高的慢

性健康问题(0)

% 目前"其病因尚未明了"但近年来

研究发现是由多种的生物因素&心理因素以及社会

问题等原因造成的一种综合征% 在国内"对胎教情

况与>[\[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关系研究甚少"但有

研究发现胎教音乐与抚摸训练可减少婴儿行为问题

的发生(2)

% 本次研究通过对深圳市龙华新区辖区

幼儿园 2 =' 岁儿童行为问题及其母亲孕期胎教情

况进行调查"探讨胎教情况对儿童行为问题"尤其多

动症状的影响"为儿童行为问题的预防和制定孕期

保健措施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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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象与方法

>?>4调查对象4选择深圳市龙华新区 #'$ 家幼儿

园 2 =' 岁的儿童进行调查%

>?@4调查工具与方法

#A0A#!8799:;<父母问卷(')

!采用 #&/$ 年修订的

8799:;<父母问卷% 该问卷适用于 2 =#/ 岁儿童&青

少年"是筛查儿童行为问题#特别是 >[\[$用得最

广泛的量表% 由父母填写"共有 '$ 个条目"归纳为

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心身问题&多动*冲动&焦虑&多

动指数六个因子(")

"分数越低表示儿童行为越良

好&行为问题越少%

#A0A0!自编母亲孕期胎教情况调查表!采用自编

的母亲孕期胎教情况调查表对儿童母亲进行调查"

包括音乐胎教#听音乐$&语言胎教#同胎儿讲话$和

抚摸胎教#轻抚腹部$情况% 胎教频率分别为偶尔

有#每月 2 次及以下$"经常有#每周 # =' 次$和几

乎天天有#每周 " =/ 次$三个等级% 调查表主要内

容见表 #%

表 #!自编母亲孕期胎教情况调查表!在相应表格内打
"

"

胎教频率 每月 2 次及以下#!$ 每周 # =' 次#!$ 每周 " =/ 次#!$

音乐胎教!! 每月 2 次及以下#!$ 每周 # =' 次#!$ 每周 " =/ 次#!$

语言胎教!! 每月 2 次及以下#!$ 每周 # =' 次#!$ 每周 " =/ 次#!$

音乐类型!! 胎教音乐#!$ 流行音乐#!$ 其他类型#!$

语言胎教类型 母语#!$ 外语#!$ 方言#!$

每次胎教时间 " +-9以下#!$ " =#% +-9#!$ #% +-9以上#!$

#A0A2!方法!对幼儿园保健医生及教师作统一培

训后"发放调查问卷量表"再由保健医生和教师发放

给家长"要求 8799:;<父母问卷由熟悉儿童情况的

抚养人填写"母亲孕期胎教情况调查表由母亲填写%

>?A4统计学方法4使用 )H-C,I,录入原始数据"应

用 TZTT#&A%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正态分布计量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

1]@$表示"多组均数比较采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 !@%A%"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结果

@?>4一般情况!发放问卷#% &/0份"收回& &1'份"有

效问卷& 0$&份"有效率为&2A0^% 其中男童" %10名"

女童 ' 00/ 名"中位月龄为 '%A02 月%

@?@4不同频率音乐胎教#听音乐$儿童行为问题得

分比较!把母亲在孕期音乐胎教频率分为偶尔有

#每月 2 次及以下$' 1/' 名"经常有#每周 # =' 次$

2 0'$ 名"几乎天天有#每周 " =/ 次$# 21/ 名"三个

等级进行比较"发现六个儿童行为问题得分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A%"$% 两两比较显示"在品行

问题&学习问题&多动*冲动&焦虑&多动指数得分中"

经常有和几乎天天有音乐胎教的儿童得分均低于偶

尔有音乐胎教的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

经常有胎教与几乎天天有胎教儿童的多动指数得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_%A%"$% 见表 0%

表 0!不同频率音乐胎教!听音乐"儿童行为问题得分比较!

#

1]@"

调查项目
偶尔有

#>组"' 1/' 名$

经常有
#?组"2 0'$ 名$

几乎天天有
#8组"# 21/ 名$

F !

两两比较!值

>组 N<?组 >组 N<8组 ?组 N<8组

品行问题 %A"/ ]%A2" %A"2 ]%A2' %A"0 ]%A2' 0%A2"% %A%%% %A%%% %A%%% %A02"

学习问题 %A"& ]%A'2 %A"2 ]%A'# %A"0 ]%A'0 00A#&% %A%%% %A%%# %A%%% %A&%1

心身问题 %A#% ]%A02 %A%& ]%A00 %A%& ]%A0# 2A'&% %A%2# %A%2' %A22# %A&/%

多动*冲动 %A1$ ]%A"" %A1' ]%A"2 %A10 ]%A"' "A2$% %A%%" %A%2% %A%0" %A&/#

焦虑 %A'1 ]%A21 %A'0 ]%A22 %A'# ]%A22 #&A10% %A%%% %A%%# %A%%% %A10&

多动指数 %A11 ]%A'0 %A1# ]%A'# %A1# ]%A'# #'A0$% %A%%% %A%%# %A%%# %A&&/

@?A4不同频率语言胎教#同胎儿讲话$儿童行为问

题得分比较!把母亲在孕期语言胎教频率分为偶尔

有#每月 2 次及以下$&经常有#每周 # =' 次$和几

乎天天有#每周 " =/次$三个等级进行比较"发现六

个儿童行为问题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

%A%"$% 两两比较显示"在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得分

中"发现几乎天天有语言胎教的儿童得分均低于经

常有和偶尔有语言胎教的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经常有语言胎教的儿童得分均低于偶尔

有语言胎教的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

在多动*冲动&多动指数得分中"发现几乎天天有语

言胎教的儿童得分均低于经常有和偶尔有语言胎教

的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经常有和偶

尔有语言胎教的儿童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_

%A%"$% 在焦虑问题得分中"经常有和几乎天天有

语言胎教的儿童得分均低于偶尔有语言胎教的儿

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经常有语言胎教

与几乎天天有语言胎教儿童的多动指数得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_%A%"$%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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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不同频率语言胎教!同胎儿讲话"儿童行为问题得分比较!

#

1]@"

调查项目
偶尔有

#>组"' "2/ 名$

经常有
#?组"2 #"1 名$

几乎天天有
#8组"# "&1 名$

F !

两两比较!值

>组 N<?组 >组 N<8组 ?组 N<8组

品行问题 %A"/ ]%A21 %A"' ]%A22 %A"% ]%A20 20A21% %A%%% %A%%# %A%%% %A%%%

学习问题 %A"& ]%A'2 %A"" ]%A'# %A"# ]%A'# 0%A/2% %A%%% %A%%# %A%%% %A%%$

心身问题 %A#% ]%A0' %A%$ ]%A0% %A%& ]%A0# &A1#% %A%%% %A%%# %A/&% %A"0$

多动*冲动 %A1$ ]%A"1 %A11 ]%A"' %A1% ]%A"0 #0A%"1 %A%%% %A"#$ %A%%% %A%%%

焦虑 %A'1 ]%A2/ %A'2 ]%A22 %A'# ]%A22 #&A#%% %A%%% %A%%# %A%%% %A0%"

多动指数 %A11 ]%A'0 %A12 ]%A'# %A0$ ]%A'% 0#A&%% %A%%% %A#0% %A%%% %A%%%

@?B4不同频率抚摸胎教#轻抚腹部$儿童行为问题

得分比较!把母亲在孕期抚摸胎教频率分为偶尔有

#每月 2次及以下$&经常有#每周 # ='次$和几乎天天

有#每周 " =/次$三个等级进行比较"发现儿童的品行

问题&心身问题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A%"$%

两两比较显示"发现几乎天天有抚摸胎教的儿童得

分均低于偶尔有抚摸胎教的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A%"$'经常有抚摸胎教的儿童与几乎天天

有和偶尔有抚摸胎教的儿童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_%A%"$% 见表 '%

表 '!不同频率抚摸胎教!轻抚腹部"儿童行为问题得分比较!

#

1]@"

调查项目
偶尔有

#>组"0 #"& 名$

经常有
#?组"2 /'% 名$

几乎天天有
#8组"2 2&% 名$

F !

两两比较!值

>组 N<?组 >组 N<8组 ?组 N<8组

品行问题 %A"/ ]%A2/ %A"" ]%A2' %A"' ]%A2' "A10% %A%%' %A#/1 %A%%' %A02'

心身问题 %A#% ]%A0' %A%& ]%A0% %A%& ]%A0# 2A"/% %A%0$ %A#%/ %A%2/ %A&21

A4讨论

A?>4胎教是以改善胎儿素质为目的"对胎儿进行教

育"以调节孕期母体的内外环境"促进胚胎发育的一

种科学方法(1)

% 胎儿并不是一个无意识&无感知的

生物"而是具有听觉&情绪变化&体验能力以及原始

学习能力的小生命"能影响未来性格等方面素质的

形成% 吕燕玲等(/)对 "% 名孕妇实施胎教的临床研

究""% 名妇女实施胎教中有 '% 名自觉胎教时胎动

增加"2% 名生后当日至 # 个月自觉哭闹时听到胎教

音乐哭声停止"能安静入睡'胎教组儿童较对照组儿

童爱唱&爱跳&易于接触他人"表明胎教能刺激胎儿

感觉器官的发育"音乐胎教使婴儿在出生时就具备

良好的感官功能%

A?@4音乐是胎儿和孕妇建立感情的纽带"健康美妙

的音乐使孕妇分泌酶和乙酰胆碱等物质"调节血流

量和兴奋神经细胞"从而改善胎盘供血状态"促进胎

儿健康发育($)

% 本研究结果显示"母亲在孕期进行

音乐胎教越频繁"其儿童的学龄前行为问题得分越

低'其中多动*冲动和多动指数问题结果提示经常性

的音乐胎教有利于减少学龄前儿童多动的发生% 由

此推论"音乐胎教对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是有

影响的"且胎教次数越频繁"越有利于减少学龄前儿

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

A?A4研究证明"胎儿对语言和抚摸是有一定反应

的% 胎儿生活在羊水中"通过抚摸使羊水晃动"从而

将信息输入胎儿体内"引起对大脑的刺激"开拓新的

神经链和脑细胞的通路"使胎儿产生记忆"至孕后期

胎儿已具备了听觉和感觉能力"对父母的言行能作

出一定的反应(2)

% 在抚摸的同时"父母用优美的语

言反复与胎儿+对话,"胎儿产生了神经条件反射"

使出生后婴儿能有所熟悉和记忆(&)

% 本研究结果

也发现"母亲在孕期进行语言胎教越频繁"其儿童的

学龄前行为问题得分越低"其中多动*冲动和多动指

数问题结果提示几乎每天进行语言胎教更有利于减

少儿童多动的发生'抚摸胎教越频繁"儿童的品行问

题&心身问题得分越低% 由此推论"语言胎教对学龄

前儿童行为问题是有影响的"且胎教次数越频繁"越

有利于减少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 抚摸胎教

对学龄前儿童品行问题和心身问题有影响"且胎教

次数越频繁"越有利于减少学龄前儿童此行为问题

的发生% 笔者认为胎儿对进行胎教的父母能够产生

相应的情绪反应"因此正常的胎教会在一定程度上

引导胎儿的行为% 刘衍斌等(#%)用多普勒超声比较

胎教前后的胎儿血流动力学"其表示胎教可以改善

胎儿血液循环"促进心输出量与大脑组织血流运动"

有利于胎儿的发育% 有文献报道"胎儿对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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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作出相应的刺激反应"外部良好的环境如轻音乐&

温柔的父母胎教等会引起胎儿正常&良好的胎动反

应"而嘈杂或过于安静的环境"胎儿可能会出现异常

的胎动(##)

% 由此可见"胎教时优美的音乐以及父母

传递出对胎儿的爱意"可能会对胎儿产生积极正面

的反应"对胎儿幼年的行为可能具有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胎教对胎儿的身心健康有着明显的

影响"为其出生后接受早期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胎教包括音乐胎教&语言胎教&抚摸胎教均有利于减

少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音乐胎教和语言胎

教更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另外"无论是音乐胎教&

语言胎教还是抚摸胎教"方法均简单易行"可于日常

生活中广泛推广使用% 因此"在母亲孕期保健过程"

应加强宣传教育"提倡胎教"关注儿童早期教育"从

而减少儿童行为问题特别是>[\[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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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总神经松解联合伸直优先法在严重外翻膝关节

置换术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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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腓总神经松解联合伸直优先法在严重外翻膝关节置换术中的临床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在该院接受膝关节置换术治疗的严重膝外翻患者 2' 例"患者均采取腓总神经松解联合伸直优先截骨法

治疗"分析患者手术情况"比较患者术前&术后 0 周&1 周关节活动度变化以及术前&术后 1 个月&术后 #0 个月

膝关节功能情况% 结果!2' 例术后均无神经损伤&感染以及肺栓塞等严重并发症% 术后 0 周&术后 1 周患者

关节活动度较术前明显增加#!@%A%"$"且术后1周患者关节活动度明显高于术后0周#!@%A%"$% 术后1个月&

术后 #0个月患者膝关节评分法#b9::T76-:IRT67;:"bTT$临床评分&bTT 功能评分以及视觉模拟评分法#a-<M,.

>9,.7QM:T6,.:"a>T$评分均显著高于术前#!@%A%"$"术后 1个月与术后 #0个月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_

%A%"$% 0 例患者出现下肢肌间静脉以及深静脉血栓% 结论!腓总神经松解联合伸直优先法在严重外翻膝关

节置换术中应用可有效改善患者术后关节活动度以及膝关节功能"缓解患者膝关节疼痛"手术安全"有较好的

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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