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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纸尿裤时来自父母的言语交流 

与子女的社会性发展之间的关联性得到确认 

花王株式会社（社长・泽田道隆）感觉科学研究所、卫生研究所和立命馆大学（校长・仲谷善雄）

综合心理学部矢藤优子教授的研究团队一起，通过行为观察等方法，就日常更换纸尿裤情境下的亲子

互动方式对婴儿的社会性发展有何影响进行了探讨。其结果证实，在更换纸尿裤时，

父母对孩子的言语沟通较多，则在游戏情境下测得的孩子的社会性指标评价较高。

由此可知，更换纸尿裤的情境并非单纯的大人照料孩子，而可以从全新的角度，视

之为亲子互动的重要环节。 

该研究内容已在第 61 次日本母性卫生学会学术集会 (2020 年 10 月 9～22 日在

浜松召开）上发表，且其中部分内容还会在日本心理学会第 84 次大会（2020 年 9 月 8 日～11 月 2 日、

在线召开）上发表。 

 

■  背景 

 

作为婴幼儿用品开发的基础研究，同时为了能通过提供更多信息来支持育儿的家庭，花王与各个

领域的专家协同，长期进行着深入理解婴幼儿的有关研究。而立命馆大学的矢藤教授，则以孩子与周

围环境（养育者、家庭、地域、文化等）间的相互作用为重点，对婴幼儿期孩子的行为发展开展研究。

双方自 2018 年起，共同就亲子的互动方式和婴幼儿成长进行研究。 

这次研究着眼于更换纸尿裤的情境下亲子之间的互动。更换纸尿裤是一天中要进行数次的育儿行

为。根据花王的调查，5 个月月龄的婴儿一天更换纸尿裤的次数多达约 8 次。然而，关于日常更换纸尿

裤情境下亲子之间的互动方式对孩子的社会性发展有怎样的影响，至今却未能被重视。 

 

■  测试详情 

 测试参加者：47 组亲子（母亲和孩子），其中包括 47 名 5 个月月龄的婴儿（男婴 20 名，女婴 27
名），以及初次育儿的母亲 46 名。 

 测试方法：对亲子一起玩积木的情况和家长为孩子更换纸尿裤时的情况进行行为观察。 

1. 积木游戏情境下的行为观察 

要求亲子 2 人在约 10 分钟的时间内想办法用积木完成一个游戏目标（将两个积木垒起来）。要求

家长为了使孩子能达成目标，给予必要的互动。由 2 名经过培训的评估人员观察上述情境下拍摄的视

频，并根据互动评估量表（IRS：Interaction Rating Scale）对孩子的社会性进行测定，同时对家长在过

程中的言语量进行计数。 

互动评估量表，是指能对广义的人的社会性（社会能力）的多个方面，以国际化的、可以进行比较

的形式进行测定的指标。这一指标能够简便地在日常的场景中对从儿童到成人的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相

互作用进行评估，此次测试中使用的是婴幼儿版※。 

※互动评估量表（IRS）婴幼儿版可以测定如下的指标： 

 婴幼儿的自主性（自发地跟养育者一起互动）、应答性（对养育者的行为作出明确的反应），共情能力（根据养育者的行为

和情感表达作出反应）、运动控制力（行为无异常，并能根据课题作出适当反应）、情感控制力（孩子能调节自己的情感） 



图 2 测定子女社会性的互动指标得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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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家长的言语量 

 

 养育者对孩子的自主性的培养（促进孩子独立性发展的行动）、对应答性（养育者对孩子的行为做出回应）、共情能力的培

养（养育者促进孩子共情能力的发展）、认知能力的培养（养育者促进孩子认知能力的发展）以及社会情感的培养（养育者

促进孩子社会情感的发展） 

2. 更换纸尿裤情境下的行为观察 

让家长像平时一样更换孩子的纸尿裤，并拍摄这一情境下的视频。自穿着中的纸尿裤的粘合部分

扯开起，到干净的纸尿裤的粘合部分粘上为止的时间内，对家长发出的言语量进行计数。 

 

■  测试结果 

通过对更换纸尿裤和积木游戏两种情境中分别计数得知的家长的言语量进行比较来看，更换纸尿

裤时的言语量较少（图 1）。从这一结果也可以推测出，与游戏时间有所不同，家长对更换纸尿裤时亲

子互动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 

此外，根据更换纸尿裤时发出的言语量多少把家长分为 2 个组群并分别比较其子女在积木游戏情

境中测得的互动指标。结果显示，更换纸尿裤时发出的言语量较多的家长，其子女的自主性、应答性和

共情能力的评价得分较高（图 2）。这提示了更换纸尿裤时亲子互动方式与孩子的上述这些方面的发展

具有关联性。 

然而，测试结果未显示出积木游戏情境下母亲发出的言语量和孩子的互动指标评价得分具有关联

性。积木游戏情境下因为亲子需要共同努力完成目标，所以比较容易发出言语，反之更换纸尿裤时即

便没有言语沟通对操作也没有什么影响。实际上，反而是在这种情境下的言语可以关系到孩子的社会

性发展。 

 

 

■  总结 

从这一研究可以推测出，区别于游戏，家长将更换纸尿裤视为重要的亲子互动的意识较为薄弱。而

实际上，研究确认了在更换纸尿裤时家长发出的言语量多的孩子，其社会性发展指标评价得分就高。

进而可知，即使是容易不发生言语沟通的更换纸尿裤时，也应作为重要的交流时间。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