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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辈喂养与儿童超重肥胖关系的研究进展

翟相颖ꎬ周楠

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ꎬ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摘要】 　 儿童超重肥胖已成为十分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ꎮ 家庭作为儿童主要的成长环境ꎬ与其体质健康密切相关ꎮ 随着

社会经济不断发展ꎬ祖辈逐渐参与到家庭喂养中并成为儿童的主要喂养者ꎬ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与趋势ꎮ 本文从祖辈的

喂养观念、喂养行为、喂养方式、喂养环境选择因素对儿童超重肥胖的影响进行综述ꎬ以期为提高祖辈喂养水平和减少儿童

超重肥胖发生率提供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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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全球儿童超重肥胖状况愈发严重ꎬ已经

成为十分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ꎮ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

性病状况报告(２０２０)»显示ꎬ目前我国 ６ ~ １７、<６ 岁儿

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分别达到 １９％和 １０.４％[１] ꎮ «中

国儿童肥胖报告»指出ꎬ若不采取有效干预措施ꎬ２０３０
年我国超重肥胖儿童数将增至 ４ ９４８ 万人[２] ꎮ

儿童肥胖问题的成因主要包括先天的基因遗传、
后天的家庭喂养、体育活动及儿童心理压力等[３－６] ꎮ
其中ꎬ家庭作为儿童最主要的成长环境ꎬ与儿童的体

质健康密切相关ꎮ 家庭中的主要喂养者是儿童饮食

的最直接提供者和控制者ꎬ决定食物的类型、数量和

烹饪方法ꎬ并与儿童的饮食行为和偏好显著相关ꎮ 随

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ꎬ工作生活节奏加快ꎬ年轻的父

辈往往无暇顾及孩子的养育ꎬ祖辈则主动或被动地参

与家庭喂养ꎬ承担起食物采买、烹饪、喂食的责任ꎬ使
得祖辈喂养变得越来越普遍[７－９] ꎮ 一项对我国 ６ 个大

中型城市家庭教养中祖辈参与状况的实证调查显示ꎬ
有 ７９.７％的家庭祖辈在参与孙辈的教养[６ꎬ１０] ꎬ并且祖

辈担任儿童照料者的现象或将继续呈上升趋势[１１] ꎮ
祖辈喂养又称隔代喂养ꎬ是指祖辈与孙辈共同居

住或长期生活在一起ꎬ喂养孙辈的责任全部或者部分

由祖辈来承担的喂养方式[１２] ꎮ 相比于父母喂养的儿

童ꎬ祖辈喂养的儿童超重肥胖发生率更高[１２－１８] ꎮ 本文

旨在通过梳理祖辈参与家庭喂养的状况ꎬ从祖辈的喂

养观念、喂养行为、喂养方式和对喂养环境的选择方

面探讨祖辈喂养对儿童超重肥胖的影响ꎬ为儿童肥胖

问题的干预和预防提供理论和实践意义ꎮ

１　 祖辈喂养观念

喂养观念指主要喂养者对于喂养儿童的观点和

看法[１９] ꎮ 综合国内研究发现ꎬ在我国隔代喂养中ꎬ祖
辈的喂养观念多体现在祖辈对儿童超重肥胖的认知、
食物采买习惯以及食物烹饪方式等方面ꎮ 刘贝贝

等[２０]在对湖北省农村 １ ２００ 名 ６ ~ １３ 岁儿童的身体健

康状况调查时发现ꎬ祖辈喂养的儿童出现肥胖的概率

更大ꎬ这是因为祖辈们缺乏对肥胖和超重的认知ꎬ认
为孩子吃得越多越好、越胖越好、体重超重能够确保

将来有更好的营养基础ꎬ甚至认为体重超重的儿童才

健康[２１] ꎮ 蔡正杰等[２２] 在对重庆市 ２６ 个区县 １７ ３４２
名 ２ ~ ６ 岁儿童家庭喂养现状进行调查时发现ꎬ祖辈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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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者认为肥胖是在成人期才会发生的事情ꎬ因此会鼓

励儿童多吃饭ꎬ以致儿童超重肥胖ꎮ 表明祖辈对于

“超重肥胖”的误解会导致儿童肥胖率的升高ꎮ
在食物采买和烹饪方面ꎬ祖辈的观念有别于父

辈ꎮ 宋雅婷等[２３] 在对我国城市祖辈与父辈喂养观念

一致性开展质性研究时发现ꎬ父辈在食物采买和烹饪

方面较为严谨ꎮ 父辈在采买食物前会认真学习科学

喂养方法与营养学知识ꎻ对食物的品质也有较高要

求ꎻ在烹饪辅食时较为科学ꎬ严格控制盐油量ꎮ 然而ꎬ
祖辈采买食物时具有补偿心理ꎬ多数祖辈在挑选食物

时会首选鱼类、肉类ꎮ 另外ꎬ祖辈往往根据孙辈的喜

好采买食物ꎬ尤其是孙辈爱吃的零食[２２] ꎬ可能与祖辈

的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有关ꎮ 受时代背景影响ꎬ祖辈

没接受过规范的膳食营养教育ꎬ对于营养知识了解甚

少、对儿童的超重或肥胖概念也不清晰[２４] ꎮ 低学历水

平的祖辈会认为对儿童超重造成威胁的是食品添加

剂而不是脂肪和盐ꎬ 因此在烹饪时很少控制盐油

量[２５] ꎮ 长此以往ꎬ高脂高盐的饮食环境将会对儿童的

体质健康造成危害ꎮ
根据以往研究可以看出ꎬ社会对祖辈喂养倾向于

持消极否定的态度ꎮ 虽然隔代喂养确实存在一些客

观问题ꎬ但不能因此就将祖辈对孙辈的教育价值全盘

否定ꎮ 唐玉洁[２６]在对南京市参与 ０ ~ ６ 岁儿童喂养的

祖辈进行访谈时发现ꎬ有一些祖辈家长乐于利用媒体

与书刊更新自己的养育知识和养育观念ꎮ 俞峰[２７] 在

对上海城区家庭中的祖辈喂养者进行访谈时也发现ꎬ
部分祖辈有着强烈的学习动机ꎬ他们会主动利用网络

学习制作营养辅食ꎮ 此外ꎬ很多祖辈喂养者也表示ꎬ
当看到儿童父母用书本知识解决儿童饮食问题且卓

有成效时ꎬ自己也会尝试学习书本专业知识ꎬ用科学

方法喂养儿童[２６] ꎮ 廖梦晨[２８]在对上海某社区祖辈关

于 ３ ~ ６ 岁儿童喂养知识学习情况调查时发现ꎬ有

３１.３％的祖辈家长表示自己会通过“阅读书籍” “上网

学习”等方式学习喂养的相关知识ꎬ而 １５.２％的祖辈

还会通过参加社区或机构举办的讲座等系统学习喂

养知识ꎮ 由此可见ꎬ随着社会智能化的普及和发展ꎬ
祖辈的喂养观念也发生了转变ꎬ他们会主动利用各种

资源学习科学喂养知识ꎮ

２　 祖辈喂养行为

喂养行为指照料者在对婴幼儿喂养过程中ꎬ遵循

与年龄相适应的身心发展规律ꎬ提供的具体喂养行为

策略与措施ꎬ是影响儿童进食的具体方法或行为[２９] ꎮ
喂养行为包括管控型和工具型两种[３０] ꎮ 管控型喂养

行为又包含强迫儿童进食以及限制幼儿食用非健康

饮食等高管控型喂养行为ꎬ和监督幼儿饮食ꎬ或对幼

儿进行健康饮食教育、使儿童参与饮食决策的低管控

型喂养行为ꎻ工具型喂养行为指用食物来调节儿童的

行为和情绪ꎬ如把吃零食作为奖励ꎬ或允许儿童不吃

他们不爱吃的食物[３０－３３] ꎮ
祖辈的喂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儿童饮食

行为习惯的养成及儿童肥胖的发生[２６] ꎮ 中国教育学

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在针对北京、广州、成都、苏

州、哈尔滨、郑州 ６ 座城市的祖辈开展 ０ ~ ３ 岁儿童家

庭喂养情况的问卷调查时发现ꎬ有 ８４.３％的家庭能够

采取鼓励性喂养等积极的低管控型喂养行为ꎬ祖辈们

会主动学习喂养技巧ꎬ培养儿童的主动进食能力和良

好的进餐习惯[１０] ꎮ 但不乏有部分祖父母采取工具型

喂养行为ꎬ即用零食、糖果、含糖饮料等食物作为奖

励、诱导儿童进食的工具[３３－３５] ꎮ 此外ꎬ有 ４３.５％的家

庭存在强迫喂养等高管控型喂养行为ꎬ并且父母作为

主要喂养者出现强迫喂养行为的比例高于祖辈ꎬ可能

是由于这部分父母缺少喂养儿童的经验ꎬ过于关注儿

童体重变化、对于儿童食欲减退或成长速度减慢过于

担心和焦虑所致[３６－３７] ꎮ 祖辈采取逼迫进食等喂养行

为可能与祖辈的消费观念和勤俭品质有关ꎮ 蔡正杰

等[２１]在整理国内外关于祖辈喂养儿童的文献时发现ꎬ
由于生长的年代背景ꎬ祖辈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ꎬ
因此即使家庭的经济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他们也依

然节衣缩食ꎬ舍不得购买昂贵的食材ꎮ 再者ꎬ祖辈们

珍惜食物、节俭的习惯使得他们经常采取逼迫儿童进

食ꎬ杜绝浪费食物的行为ꎮ
另有研究指出ꎬ喂养者对儿童的体重认知偏差也

会通过改变其喂养行为进而影响儿童的体重[３８] ꎮ 孙

欣鑫等[３７]在进行学前儿童主要喂养者对儿童体重认

知现状调查时发现ꎬ有 ６０％的喂养者存在体重认知偏

差ꎬ大部分喂养者倾向于低估儿童的体重ꎮ Ｊｉａｎｇ
等[３９]指出在北京隔代喂养家庭中有 ４０％ ~ ７２％的祖

辈低估了儿童的体重ꎬ尤其是超重儿童ꎮ 此外ꎬ在我

国其他城市还有 ６５％的超重儿童祖辈喂养者表示ꎬ他
们并不想降低孩子的体重[４０] ꎮ 因此ꎬ在喂养过程中祖

辈会更多采取逼迫进食等高控型喂养行为ꎬ这种做法

满足了喂养者对儿童进食的要求但是忽略了儿童主

观意愿ꎬ削弱了儿童对食物的爱好ꎬ反而可能增加儿

童肥胖和营养失衡的风险[４１－４２] ꎮ 总之ꎬ强迫进食等高

管控型喂养行为容易造成儿童肥胖、超重、厌食等现

象及养成不良的饮食习惯[４３－４４] ꎮ 因此ꎬ祖辈应采取鼓

励性喂养等积极的喂养行为ꎮ 对幼儿进行健康饮食

教育ꎬ培养儿童良好的饮食习惯ꎬ引导儿童进食健康

食物ꎬ既要保证儿童营养均衡且能满足基本生理需

求ꎬ又要避免营养过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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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祖辈喂养方式

喂养方式是一种针对儿童喂养的特定教养方式ꎬ
是相对固定的喂养风格[２９] ꎮ Ｈｕｇｈｅｓ 等[４５]依据家长喂

养方式中要求和反应两维度水平的不同ꎬ将喂养方式

划分为:(１)权威型ꎬ即喂养者要求严格、反应快、控制

力强、热情高ꎬ喂养者会监督孩子的行为并提出明确

标准ꎬ但从不逼迫儿童进食ꎬ而是选择表扬和鼓励的

方法刺激儿童进食ꎬ对儿童发展自我调节能力和良好

饮食行为有重要作用ꎮ (２)独裁型ꎬ即喂养者认为儿

童不具备自主进食能力ꎬ完全掌控儿童的进食时间和

食物的种类、数量ꎮ (３)纵容型ꎬ即喂养者对儿童进食

质量和数量并无限制ꎬ完全由儿童决定自己喜欢的食

物ꎬ这种喂养方式被认为与儿童营养失衡有关ꎮ (４)
不参与型ꎬ即喂养者很少关心儿童的饮食状况ꎬ对食

物摄入的数量、质量既不关心也没有限制和要求[４６] ꎮ
不正确的喂养方式容易导致儿童挑食的不良饮

食行为、营养失衡以及缺铁性贫血等健康问题[４７－４９] ꎮ
李春丽等[４６] 对上海市、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广东

省、四川省共 ５ 省的学前儿童家长调查时发现ꎬ有

８９.７％的喂养者采用纵容型和独裁型的不良喂养方

式ꎮ 祖辈作为主要喂养者在喂养儿童时多采用纵容

型喂养方式ꎬ既不对儿童的进食行为加以指导ꎬ也不

会限制儿童进食的质量与数量ꎮ 相比祖辈ꎬ父辈喂养

者ꎬ尤其是母亲更多采用独裁型喂养方式ꎬ这可能与

母亲对儿童体重的担心及对儿童喂养的责任心有关ꎮ
谢庆斌等[５０]指出ꎬ高责任心和担心的母亲在儿童日常

饮食过程中具有更强的控制欲望ꎮ 综上所述ꎬ祖辈的

纵容型喂养方式会使儿童摄入过多食物或偏食ꎬ进而

导致营养失衡ꎬ增加其超重 / 肥胖的风险ꎮ

４　 祖辈喂养环境选择

喂养环境也称进餐环境ꎬ是指喂养者在喂养过程

中为儿童提供的喂养环境和氛围[５１] ꎮ 进餐环境作为

客观因素也是影响儿童饮食状况和体质健康的关键ꎮ
轻松愉快的进餐氛围会给家人和儿童带来积极的情

绪体验ꎬ有助于儿童良好饮食习惯的养成[６ꎬ５０] ꎮ 徐浙

宁等[６] 指出ꎬ儿童的进食行为和饮食状况与积极的进

餐氛围呈正相关ꎬ喂养者应当营造少干扰、不训斥、多
鼓励的轻松愉快的进餐环境ꎮ 此外ꎬ儿童的进餐环境

与儿童饮食行为问题检出率相关[５２] ꎮ 具体而言ꎬ儿童

进餐时电视、手机等电子设备的使用以及儿童是否有

固定进食位置都会影响饮食行为问题ꎮ 祖辈喂养的

儿童较父母喂养的儿童饮食行为问题检出率更高ꎬ这
是因为父母喂养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和儿童关闭电

视、手机等电子设备ꎬ为儿童营造安静的进餐氛围ꎻ而

祖辈由于过分溺爱儿童ꎬ在进餐时纵容儿童边看电视

边吃饭ꎬ容易导致儿童养成不良饮食习惯[５３－５５] ꎮ

５　 局限与展望

目前关于我国祖辈喂养对儿童超重肥胖影响的

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ꎬ对于该领域的研究仍存在需要

完善之处:一是当前关于我国祖辈喂养的理论综述和

问题的探讨仍停留在社会学领域ꎬ多是基于观察、经
验和访谈的定性研究ꎮ 因此ꎬ将来研究者有必要采取

量化与质性结合的研究设计来系统性地深入研究我

国祖辈喂养的状况及其与儿童健康的关联ꎮ 二是当

前国内关于祖辈喂养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的是横断

研究设计ꎬ不利于做出因果关系的推论ꎬ未来的研究

应考虑纵向研究设计ꎬ进一步验证祖辈不同的喂养观

念、喂养行为、喂养方式及喂养环境对儿童超重 / 肥胖

发展的影响ꎮ 三是鲜有测量祖辈喂养行为及祖辈喂

养方式的研究工具ꎬ因此亟需加强测量工具的开发及

验证ꎮ
综上所述ꎬ当前我国儿童超重肥胖率的发展趋势

不容乐观ꎬ祖辈喂养仍存在问题ꎬ且与父辈在家庭喂

养方面也存在差异和冲突ꎮ 因此ꎬ祖辈应当转变教育

观念ꎬ积极学习科学的喂养知识ꎮ 在三胎政策的社会

背景下ꎬ只有喂养者转变喂养观念、采取科学的喂养

行为与方式、营造积极的进餐氛围ꎬ才能降低儿童超

重肥胖发生率ꎬ提高儿童体质健康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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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Ｊ] . Ｊ Ｐｓｙ￣
ｃｈｏｌ Ｓｃｉꎬ ２０２０ꎬ４３(４):８３５－８４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２] 周楠ꎬ张静驰ꎬ李辛香.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饮食行为的关系:家
长逼迫进食的中介效应[Ｊ]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２０ꎬ２８(１０):
１５１０－１５１３.
ＺＨＯＵ Ｎꎬ ＺＨＡＮＧ Ｊ Ｃꎬ ＬＩ Ｘ Ｘ.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ｆｏｒｃｉｎｇ[Ｊ] . Ｃｈｉｎ Ｊ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 ２０２０ꎬ２８(１０):１５１０－ １５１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３] ＦＡＩＴＨ Ｍ Ｓꎬ ＳＣＡＮＬＯＮ Ｋ Ｓꎬ ＢＩＲＣＨ Ｌ Ｌꎬ ｅｔ ａｌ. Ｐａｒｅｎｔ￣ｃｈｉｌｄ ｆｅｅｄ￣
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ｔｏ ｃｈｉｌｄ 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Ｊ] . Ｏｂｅｓ Ｒｅｓꎬ２００４ꎬ１２(１１):１７１１－１７２２.

[３４] 杜红.学前儿童家庭教育中祖辈与父辈的价值冲突研究[ Ｄ].成
都:四川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５.
ＤＵ Ｈ.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ａｔｈｅｒｓ
ｉｎ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 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
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５] 刘淑美ꎬ刘馨.改善 ２ ~ ３ 岁幼儿进餐行为及其家庭喂养行为的个

案研究[Ｊ] .幼儿教育ꎬ２０１３ꎬ４(１２):４５－４９.
ＬＩＵ Ｓ Ｍꎬ ＬＩＵ Ｘ.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２－３ ｙｅａｒ ｏｌ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Ｊ] .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 Ｅｄｕｃꎬ
２０１３ꎬ４(１２):４５－４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６] ＫＡＲＰ Ｓ ＭꎬＢＡＲＲＹ Ｋ Ｍꎬ ＧＥＳＥＬＬ Ｓ Ｂꎬｅｔ ａｌ.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ｐａｔ￣
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ｏ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ｅｒｓ[ Ｊ] . Ｏｂｅｓ Ｒｅｓ
Ｃｌｉｎ Ｐｒａｃｔꎬ２０１４ꎬ８(１):ｅ８８－ｅ９７.

[３７] 孙欣鑫ꎬ陈荣ꎬ杭琳ꎬ等.学龄前儿童家长体重认知现状及影响因

素分析[Ｊ] .现代预防医学ꎬ２０２１ꎬ４８(１３):２３７９－２３８２.
ＳＵＮ Ｘ Ｘꎬ ＣＨＥＮ Ｒꎬ ＨＡＮＧ Ｌ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Ｊ] . Ｍｏｄ Ｐｒｅｖ Ｍｅｄꎬ ２０２１ꎬ ４８ ( １３):２３７９－ ２３８２.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８] 陈楚琳ꎬ宋道平ꎬ孔德辉ꎬ等.母亲对学龄前儿童体重感知偏差与

其喂养行为的相关性研究[Ｊ]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ꎬ２０１６ꎬ２４(１):４
－７.

ＣＨＥＮ Ｃ Ｌꎬ ＳＯＮＧ Ｄ Ｐꎬ ＫＯＮＧ Ｄ Ｈꎬ ｅｔ ａｌ.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ｍｉ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ｓ
ｗｅｉｇｈ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Ｃｈｉ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ꎬ２０１６ꎬ２４(１):４－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９] ＪＩＡＮＧ ＪꎬＲＯＳＥＮＱＶＩＳＴ Ｕꎬ ＷＡＮＧ Ｈꎬ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ａｎｄｐａｒ￣
ｅｎｔｓ ｏｎ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Ｊ] . Ａｐｐｅｔｉｔｅꎬ２００７ꎬ ４８(３):３７７－３８３.

[４０] ＧＵＯ ＸꎬＺＨＥＮＧ Ｌꎬ ＬＩ Ｙꎬｅｔ 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ꎬ ｄｉ￣
ｅｔａｒｙ ｈａｂｉｔｓꎬ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ｗｅｉｇｈｔꎬ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ꎬ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 Ｊ] . Ｉｎｔ Ｊ Ｂｅｈａｖ Ｎｕｔｒ
Ｐｈｙｓ Ａｃｔꎬ ２０１２ꎬ ９(１):１２０.

[４１] 吴薇岚ꎬ江蕙芸ꎬ罗宇阳ꎬ等.家庭喂养方式和父母负性情绪与儿

童营养不良发生的相关性[Ｊ]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ꎬ２０２２ꎬ３０(１):
２５－２９.
ＷＵ Ｗ Ｌꎬ ＪＩＡＮＧ Ｈ Ｙꎬ ＬＵＯ Ｙ Ｙ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Ｃｈｉ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ꎬ２０２２ꎬ３０(１):２５－２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２] ＨＥＬＬＥ Ｃꎬ ＨＩＬＬＥＳＵＮＤ Ｅ Ｒꎬ ØＶＥＲＢＹ Ｎ 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ｆａ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ｔ ｃｈｉｌｄ ａｇｅ ５ ｍｏｎｔｈ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ｕｐ ｔｏ ｃｈｉｌｄ ａｇｅ ｔｗｏ ｙｅａｒｓ[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２０２２ꎬ１７(１):ｅ０２６１２２２.

[４３] 赵广英ꎬ魏煌忠ꎬ程郁离.隔代抚养与学龄前流动儿童肥胖的相关

性研究[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８ꎬ３９(１):５７－５９.
ＺＨＡＯ Ｇ Ｙꎬ ＷＥＩ Ｈ Ｚꎬ ＣＨＥＮＧ Ｙ Ｌ. 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ｅｒｓ[Ｊ] .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８ꎬ３９(１):５７
－５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４] 黄萍ꎬ李红梅ꎬ徐世英ꎬ等.饮食行为习惯养成及家庭喂养方式对

四川某地区儿童肥胖的影响调查[ Ｊ] . 中国妇幼保健ꎬ２０１７ꎬ３２
(２):３５５－３５７.
ＨＵＡＮＧ Ｐꎬ ＬＩ Ｈ Ｍꎬ ＸＵ Ｓ Ｙ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ｈａｂｉｔｓ ｏ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ｉｎ 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 Ｍａｔｅｒ Ｃｈｉ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Ｃｈｉｎ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２
(２):３５５－３５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５] ＨＵＧＨＥＳ Ｓ ＯꎬＰＯＷＥＲ Ｔ ＧꎬＦＩＳＨＥＲ Ｊ Ｏꎬｅｔ ａｌ.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ａ ｎｅｇｌｅｃ￣
ｔ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ｓ ｉｎ ａ ｃｈｉｌｄ￣ｆｅｅｄ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Ｊ] . Ａｐｐｅ￣
ｔｉｔｅꎬ２００５ꎬ４４ (１):８３－９２.

[４６] 李春丽ꎬ何宇纳ꎬ房玥晖.２０１８ 年中国五省(自治区、直辖市) ３ ~ ５
岁儿童家长喂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Ｊ] .卫生研究ꎬ２０２０ꎬ４９(２):
２０８－２１２.
ＬＩ Ｃ Ｌꎬ ＨＥ Ｙ Ｎꎬ ＦＡＮＧ Ｙ 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３－５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 ａｕｔｏｎｏ￣
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１８[ Ｊ] . Ｊ Ｈｙｇ Ｒｅｓꎬ
２０２０ꎬ４９(２):２０８－２１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７] 袁静ꎬ杨显君ꎬ张昊ꎬ等.学龄前儿童照护人喂养行为与儿童饮食

行为相关性研究[Ｊ]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ꎬ２０１９ꎬ２７(３):２４４－２４７.
ＹＵＡＮ Ｊꎬ ＹＡＮＧ Ｘ Ｊꎬ ＺＨＡＮＧ Ｈꎬ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ｃａｒｅ￣
ｇｉｖｅｒｓ[Ｊ] . Ｃｈｉｎ Ｊ Ｃｈｉ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ꎬ ２０１９ꎬ ２７(３):２４４ － ２４７.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８] 蒋启梦ꎬ周楠.中国隔代教养和幼儿健康关系的研究进展[ Ｊ] .中
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２０ꎬ４１(１２):１９１２－１９１５.
ＪＩＡＮＧ Ｑ Ｍꎬ ＺＨＯＵ 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２０ꎬ４１(１２):１９１２－１９１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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