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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学步车于 17 世纪中后期出现并获得广泛使用袁 现如今国外许多学者对学

步车的使用与婴幼儿动作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袁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遥 基于对国

外相关文献的梳理袁拟厘清学步车使用对婴幼儿动作发展的影响袁从而提高家长和

社会对学步车的正确认识袁并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依据遥 研究发现院使用学步车会导

致婴幼儿爬尧站立尧走等动作发展迟缓袁且其影响程度可能与使用时间长短有关曰使
用学步车与婴幼儿脚尖走路的异常步态以及头部尧躯干姿势控制能力低下有关遥 学

步车使用对婴幼儿动作发展有不良影响袁建议对其进行改造袁并适度或慎重使用遥
关键词院 婴幼儿曰学步车曰动作发展曰姿势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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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y walker appeared in the mid to late 17th century and gained widespread use. At present,

many foreign scholars have done a lot of research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e of baby walker

and motor development of infants & toddlers, however, the conclusions are not in consistency. Based

on the relevant foreign literature, the purpose of this review is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using the baby

walker for infants' motor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mote the knowledge for both parents and the society,

as well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use of baby walker could

delay the development like crawling, standing, walking, and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might be related to

the length of the time of using the baby walker. The use of baby walker was also associated with an ab-

normal gait of walking on their toes and poor postural control of the head and trunk in infants & tod-

dlers. There is negative effect of the baby walker use on the motor development of infants & toddlers,

so the baby walker should be modified, properly used, or prudently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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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Newell爷s 动作发展模型理论袁幼儿动作发

展是连续的动作发展变化过程袁受环境尧个体和及任

务因素的制约 [1]遥 学步车于 17 世纪中后期出现并在

育儿领域被广泛使用 [2]袁是影响婴幼儿动作发展的

重要任务因素之一遥 有研究指出超八成的婴幼儿使

用或曾经用过学步车 [3-4]袁且近七成的父母相信使用

学步车能够促进幼儿行走动作技能的发展 [5]袁但在

学术界袁 学步车与婴幼儿动作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

备受争议袁 其利弊并不清晰遥 遂本文围绕筛选出的

20 篇文献结果进行讨论与分析 遥 美国儿科学会

渊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袁AAP冤 发文表明使

用学步车会导致婴幼儿动作发展迟缓 [6]遥 Thein 等 [7]

研究发现使用学步车婴幼儿的丹佛发育筛查测验

渊Denver Development Screen Test-Singapore modified

version袁DDST-S冤结果异常袁并认为使用学步车影响

婴幼儿的正常动作发展遥 但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袁
Badihian 等 [8]研究认为使用学步车不会延缓婴幼儿

的动作发展曰另外 Yaghini 等 [9]通过年龄和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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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渊发表年份冤

样本
数量 / 人

样本
年龄

研究方法 分组 影响

Simpkiss, et al.[10]

渊1972冤
100 未提及 面对面采访 使用组

无使用组
使用学步车导致操控性动作技能发展尧翻身动作延
缓

Kauffman, et al.[11]

渊1977冤
12 未提及 肌电渊EMG冤 使用组

无使用组
每天使用学步车 2 h 会抑制婴幼儿冠状面稳定能力
的发展袁导致婴幼儿步态发展异常

Ridenour[12]

渊1982冤
30 4 个月 面对面采访及

电话访问父母
使用组
无使用组

使用学步车不会影响幼儿行走动作技能发展

Crouchman[13]

渊1986冤
66 8~12 个月 面对面采访 高频使用组渊时间大于 2 h冤

低频使用组渊时间小于 2 h冤
无使用组

9 个月时袁高频使用组与低频使用组渊P＜0.03冤尧无
使用组别渊P＜0.01冤相比袁其俯卧位动作发展产生了

显著性的差异

Thein, et al.[7]

渊1997冤
185 7~10 个月 DDST-S 使用组

无使用组
使用学步车的婴幼儿的 DDST-S 测试结果异常袁使
用学步车导致婴幼儿动作发展延缓

Engelbert, et al.[14]

1999冤
2 11 个月和

19 个月
案例分析 无 一名出现持续性脚尖走路尧 小腿肌肉挛缩问题袁另

一名出现爬行动作不对称尧动作发展迟缓等问题

Siegel, et al.[15]

渊1999冤
109 6~15 个月 贝利婴幼儿

发育量表和

动作发展

使用组

无使用组

使用者的坐尧爬尧走等动作发展晚于无使用者袁并且

使用者贝利婴幼儿发育量表和动作发展得分更低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6]

渊2001冤
8 800 15 个月 综述 无 学步车会延缓幼儿的正常动作发展

问卷渊Ages and Stages Questionnaire袁ASQ冤发现袁使用

学步车对婴幼儿 12 月和 18 月时的动作发展没有显

著性影响遥综上袁可以看出学步车对婴幼儿动作发展

的影响尚不明确袁先前研究结果有待于综述与梳理遥
因此袁本文通过查阅尧整理国外相关研究资料袁系统

综述学步车使用对婴幼儿动作发展的影响作用袁以
期初步确定学步车对婴幼儿动作发展的影响袁 为育

儿领域提供指导袁并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依据遥

在中国知网尧万方尧PubMed尧Google Scholar 4 个

数据库开展该领域相关文献资料的检索工作遥 在文

献资料的检索过程中袁 以 野婴幼儿冶野学步车冶野动作

发展冶为中文检索关键词袁以野infant/baby/toddler冶野in-
fant/baby walker冶野motor development冶 为外文检索关

键词袁中国知网尧万方采用野婴幼儿冶AND野学步车冶
AND 野动作发展冶袁PubMed 和 Google Scholar 采用

渊耶baby爷OR 耶infant爷OR 耶toddler爷冤AND 渊耶baby walk-

er爷OR耶infant walker爷冤AND渊耶motor development爷OR

耶development爷冤检索策略袁文献检索过程中未对文献

的发表时间进行限定遥

筛选标准院渊1冤文献资料的筛选由 2 位研究人员

同时进行筛选袁 对于存在异议的文献经与婴幼儿研

究专家商讨后袁再确定文献是否符合标准曰渊2冤文献

应在摘要或结论部分提及学步车对婴幼儿动作发展

的影响遥
筛选结果院中国知网及万方相关文献篇数为 0袁

PubMed 和 Google Scholar 得到的文献数量分别为

17 和 1 800 篇袁 按照筛选标准对搜集的文献资料进

一步筛选袁并排除重复文献袁最终得到符合本文标准

的文献袁文献检索尧排除和纳入流程见图 1遥 文献资

料数量为 20 篇袁围绕 20 篇纳入文献袁从动作发展尧
步态和姿势控制展开讨论渊表 1冤遥

图 1 研究流程图

表 1 学步车对婴幼儿动作发展的影响

渊转下页冤

在中国知网尧万方检索相关文献篇数为 0袁
Pubmed 检索到 17 篇袁Google Scholar 检索
到 1 800 篇

通过阅读标题及摘要袁 是否提及学步车对
婴幼儿动作发展的影响

Pubmed 排除无关文献 7 篇袁Google Schol-
ar 排除无关文献 1 700 多篇

存在争议文献 1 篇袁与第三位学者商讨符
合要求

剔除重复文献 10 篇袁 最终符合要求文献
2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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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渊发表年份冤
样本

数量 / 人

样本

年龄
研究方法 分组 影响

Burrows, et al.[16]

渊2002冤
341 4~18 个月 综述 使用组

无使用组
使用学步车导致行走动作发展较无使用者滞后
11~20 d

Garrett, et al.[17]

渊2002冤
190 未提及 面对面采访 使用组

无使用组
当学步车的使用时间累计达 24 h 后袁婴幼儿能够独
自行走的时间会延缓 3.3 d袁 单独站立的时间延缓

3.7 d

Talebian, et al.[18]

渊2009冤
300 3~15 个月 直接或通过

电话访问父母
使用组
无使用组

使用学步车的婴幼儿的翻身尧爬尧坐尧站立及行走等
动作技能的习得时间显著晚于无使用者渊P＜0.001冤

Badihian, et al.[8]

渊2017冤
638 4~10 个月 系统综述 使用组

无使用组

学步车对婴幼儿动作发展的负面影响相关文献证

据不足

Melike, et al.[19]

渊2017冤
193 8~84 个月 面对面采访

及问卷
使用组
无使用组

使用者异常步态渊P＜0.01冤和用脚尖走路渊P＜0.05冤
的发生率较无使用者具有显著性差异

Krivova, et al.[20]

渊2018冤
749 8 个月 综述 使用组

无使用组
使用学步车的时间与婴幼儿用脚尖走路具有正相
关的关系袁且使用学步车是引起婴幼儿出现特发性

脚趾走路的因素之一

Schecter, et al.[21]

渊2019冤
107 6~7 个月 视频分析法 无 使用学步车的幼儿中 91%出现异常步态袁其中 73%

出现用脚尖走路步态袁11%出现扁平足步态

Mete, et al.[22]

渊2019冤
200 18~30 个

月

面对面采访及

个人健康档案

使用组

无使用组

与无使用者相比袁使用者异常步态渊P＜0.01冤和用脚

尖走路渊P＜0.01冤的发生率具有显著性差异

Yaghini, et al.[9]

渊2020冤
214 12 个月 年龄和发展

阶段问卷
使用组
无使用组

使用学步车对婴幼儿 12 个月和 18 个月时的动作
发展没有显著性影响

Catela, et al.[23]

渊2020冤
202 未提及 问卷 使用组

无使用组
使用学步车的婴幼儿开始行走时间较无使用者更
晚渊P＜0.01冤

Chagas, et al.[24]

渊2020冤
32 6~9 个月 面对面采访及

动作分析系统

使用组

无使用组

使用学步的婴幼儿的步行速度较慢渊特别是独立行

走后的 1尧3尧4尧5 个月冤袁支撑和摆动时相较长袁步行

过程中矢状面内膝关节屈伸角度较小尧髋关节屈伸

角度较大

Bezgin, et al.[25]

渊2021冤
29 10 个月

左右
艾伯塔婴幼儿
动作发展量表

使用组
无使用组

使用学步车的婴幼儿的艾伯塔婴幼儿动作发展量
表得分显著低于无使用者

过度使用学步车会导致婴幼儿动作发展迟缓遥
叶柳叶刀曳 于 1972 年首次刊登了学步车的使用与婴

幼儿动作发展关系的文章袁 文中提到过度使用学步

车或使用不当会导致婴幼儿动作发展迟缓 [10]遥 该观

点的提出打破了学步车能够促进婴幼儿动作发展的

传统感觉或印象袁引起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袁纷纷投

入该领域的研究遥 Crouchman[13]根据使用学步车的时

间袁将受试婴幼儿分为高频使用组渊时间超过 2 h冤尧低
频使用组渊时间低于 2 h冤及无使用者 3 组袁结果发

现院 当受试婴幼儿 9 个月大时袁 高频组与低频组

渊P＜ 0.03冤尧无使用组渊P＜ 0.01冤相比袁其俯卧位动作

发展产生了显著性的差异袁 表明过度使用学步车会

延缓婴幼儿俯卧位动作发展遥 Engelbert 等 [14]通过案

例分析袁发现使用学步车会致使 11 个月大的婴幼儿

出现持续性的脚尖走路及小腿肌肉挛缩的问题袁另
一名婴幼儿出现动作发展迟缓尧爬行不对称等问题袁

因此袁该学者认为每天使用学步车超 1 h袁便会导致

婴幼儿动作发展迟缓遥 Talebian 等 [18]于 2015 年招募

300 名婴幼儿袁 根据婴幼儿使用学步车情况分为使

用组和未使用组袁 通过为期 2 年的面对面及电话访

问跟踪调查袁发现使用学步车会导致婴幼儿爬尧站尧
走等动作技能的发展晚于无使用者袁其差异具有显著

性渊P＜0.001冤遥 学步车的使用与婴幼儿的动作发展

之间可能存在剂量要效应关系遥 Garrett 等 [17]通过横

断面的研究认为当学步车的使用时间累计达 24 h

后袁婴幼儿习得独立行走的时间会延缓 3.3 d袁单独

站立的时间延缓 3.7 d遥Catela 等[23]招募 202 名受试婴

幼儿袁 探究使用学步车与婴幼儿习得独立行走的时

间是否存在关联性袁 结果发现学步车使用者习得独

立行走的时间晚于无使用者袁其时间具有显著性差异

渊P＜0.01冤遥 Burrows 等 [16]认为使用学步车的婴幼儿

动作发展较无使用者滞后 11~20 d袁其延缓程度受使

用学步车的频率和时间的影响遥
部分学者采用婴幼儿动作发展评估量表等研究

方法袁探究学步车与婴幼儿动作发展的关系袁研究发

渊接上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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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使用学步车会影响婴幼儿正常的动作发展历程[26]遥
Thein 等 [7]通过 DDST-S 对 185 名受试者进行测试研

究袁 发现经常使用学步车的婴幼儿占总受试者人数

的 90% 袁 且 18 名经 常使 用 学 步 车 的 婴 幼 儿 的

DDST-S 测试结果出现异常袁 而无使用者并没有出

现异常情况遥Siegel 等[15]使用贝利婴幼儿发育量表和

动作发展对 109 名婴幼儿测试袁 观察到使用学步车

的婴幼儿不仅在坐尧爬尧站等动作技能的发展均晚于

无使用学步车的婴幼儿袁 而且贝利婴幼儿发育量表

和动作发展的得分均低于无使用学步车的婴幼儿袁
其影响程度与使用学步车的频率尧 时间和学步车的

类型有关遥 此外袁Bezgin 等 [15]采用艾伯塔婴幼儿动作

发展量表探究学步车对婴幼儿动作发展的影响袁实
验发现使用学步车的婴幼儿得分显著低于无使用

者袁 实验结果表明学步车的使用对婴幼儿的动作发

展产生了负面影响遥
鉴于使用学步车不仅导致婴幼儿动作发展迟

缓袁还会危及婴幼儿生命安全袁加拿大于 1989 年通

过颁布相关法律条令禁止学步车的生产销售袁 维护

婴幼儿健康成长的环境遥 AAP 于 2001 年就学步车

与婴幼儿动作发展问题上发表声明院 使用学步车会

导致婴幼儿动作发展迟缓[6]遥 当然袁也有个别研究认

为学步车对婴幼儿动作发展没有任何影响 [12]遥
综上所述袁 学步车的使用会导致婴幼儿动作发

展迟缓袁 使用学步车与婴幼儿的动作发展之间可能

存在剂量要效应关系袁当剂量达到每天使用 2 h渊或
每天使用 30 min袁连续使用达 1 个月时冤袁婴幼儿即

会出现爬尧坐尧站立等动作发展迟缓的问题袁但两者

产生影响效果的具体临界值和影响婴幼儿动作发展

迟缓的背后机制并没有详细的报道袁 其机制可能是

学步车的介入让婴幼儿在习得独立行走之前的练习

渊尝试探索冤阶段缺失 [27]袁或学步车的支撑和包裹作

用引发感觉统合失调问题袁 从而导致婴幼儿动作发

展迟缓遥

使用学步车还会导致婴幼儿步态异常遥 步行过

程中脚跟不接触地面而采用脚趾部分与地面接触的

步行方式称为用脚尖走路[28]遥有研究表明院用脚尖走

路与过度使用支撑物 [29]尧感觉统合失调尧视觉障碍等

众多因素有关袁长期采用错误的步态袁容易导致婴幼

儿出现关节僵硬尧肌肉失衡等问题 [30]袁严重影响婴幼

儿正常的生长发育过程遥
Krivova 等 [20]通过实验探究使用学步车与用脚

尖走路之间的联系袁 实验结果发现使用学步车的时

间与婴幼儿用脚尖走路具有正相关的关系袁 即婴幼

儿使用学步车时间越久越易出现用脚尖走路的错误

步态袁且使用学步车是引起婴幼儿出现特发性脚趾

走路的因素之一遥 Schecter 等 [21]在研究中发现袁使用

学步车的 107 名受试婴幼儿中有 91%出现异常步

态模式袁 其中 73%出现用脚尖走路步态袁11%出现

扁平足步态遥 Kauffman 等 [11]将 6 对双胞胎受试者随

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袁实验组婴幼儿每天使用学

步车 2 h袁当婴幼儿能够独立行走 4 步时袁实验人员

通过肌电 渊Electromyography袁EMG冤对受试婴幼儿

的股直肌尧屈髋肌群的肌电进行测试袁观察婴幼儿

行走过程中肌群肌电特征袁研究结果发现院行走过

程中袁 对照组屈髋肌群持续用力时间久于实验组

对象袁 并可以观察到对照组的内收肌群不断用力

调整其冠状面的稳定性袁 而实验组无法观察到与

对照组相同的现象袁 且实验组的重心在冠状面有

较大的波动袁该实验结果证明每天使用学步车达 2 h

不仅会抑制婴幼儿冠状面稳定能力的发展袁 还会

导致婴幼儿步态发展异常遥Melike 等[19]通过对 193名

实验对象的调查研究发现袁经常使用学步车的人数约

占57.5%袁 而且与无使用者相比袁 使用者异常步态

渊P＜ 0.01冤和用脚尖走路渊P＜ 0.05冤的发生率具有显

著性差异遥 Mete 等 [22]通过测试 200 名婴幼儿发现袁
使用学步车的婴幼儿与无使用者相比其异常步态

渊P＜ 0.01冤和用脚尖走路渊P＜ 0.01冤的发生率成极显

著性差异遥Melike 等 [19]和 Mete 等 [22]的研究结果一致

表明袁使用学步车会显著增加婴幼儿异常步态的发

生率遥
最近袁Chagas 等 [24]运用三维运动分析系统研究

婴幼儿行走过程中的步态特征时发现院 使用学步车

的婴幼儿的步行速度较慢渊特别是独立行走后的 1尧
3尧4尧5 个月冤袁支撑和摆动时相较长袁步行过程中矢

状面内膝关节屈伸角度较小尧髋关节屈伸角度较大遥
Kauffman 等 [11]同样发现袁使用学步车的婴幼儿行走

过程中膝关节屈膝角度小于无使用者袁 可以从肌电

图中观察两者股直肌不同的肌电特征遥
综上袁 使用学步车容易导致婴幼儿出现用脚尖

走步尧扁平足等异常步态遥使用学步车导致婴幼儿出

现异常步态的原因可能是学步车对婴幼儿有过度支

撑作用袁抑制婴幼儿冠状面平衡控制能力的发展袁且
相关研究认为冠状面稳定性在婴幼儿的步态中起着

重要的作用 [31]遥 因此袁本研究推测院学步车抑制了婴

幼儿冠状面横向平衡控制能力发展袁 可能与其步行

速度较慢尧支撑和摆动时相较长有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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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学步车也会导致婴幼儿姿势控制异常遥
Kauffman 等 [11]研究学步车的使用对婴幼儿行走步态

的影响时袁 发现处在学步车内的婴幼儿上体前倾并

伴有髋关节屈曲增加的现象袁 且依据臀肌的肌电特

征无法解释髋关节屈曲增加的现象遥Schecter 等[21]通

过研究发现袁使用学步车的 107 名受试婴幼儿中袁有
85%的婴幼儿在学步车中呈现上体前倾 45毅的姿态袁
96%的婴幼儿对头部姿态控制较差袁研究结果表明袁
使用学步车会造成婴幼儿头部及躯干的姿势控制异

常遥 Bezgin 等 [25]采用躯干控制节段性评估渊Segmen-

tal Assessment of Trunk Control袁SATC冤 方法研究学

步车的使用对婴幼儿躯干控制能力的影响袁 结果发

现使用学步车的婴幼儿躯干平衡能力总分和对有节

奏的推动的反应均显著低于无使用者 渊P＜ 0.05冤遥
Bezgin 等 [25]的实验结果同样表明袁使用学步车会导

致婴幼儿姿势控制异常遥
根据婴幼儿动作技能发展规律 [32]袁婴幼儿习得

爬行动作技能的时间为出生后的 5~12 个月遥相关研

究显示袁 爬行扩大了婴幼儿的活动范围和与外界事

物的接触袁这不仅能够丰富婴幼儿的知识尧促进婴幼

儿的智力发展 [33]袁也能够促进其感觉统合系统尧手眼

协调性尧空间意识的发展[34]遥如果爬行阶段使用学步

车会导致婴幼儿爬行阶段的空缺和爬行锻炼不足[4,8]遥
相关研究显示袁婴幼儿时期爬行锻炼不足或空缺袁会
导致婴幼儿出现动作姿势模仿能力发展水平滞后 [34]

和感觉统合失调[35]等问题遥综合以上袁学步车的使用

导致婴幼儿过早站立袁可能是其上体前倾尧头部及躯

干控制模式异常的原因袁 而使用学步车导致的爬行

缺失及感觉统合失调可能是婴幼儿站立行走后姿势

控制方式改变尧控制能力较低的原因遥

大多数文献的研究结果认为学步车会对婴幼儿

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袁导致婴幼儿爬尧站尧行走等动

作发展迟缓袁 出现用脚尖走路的异常步态和对躯干

及头部姿势控制异常等问题遥因此建议育儿过程中袁
慎重使用学步车袁 应按婴幼儿动作发展规律自然发

展曰当婴幼儿出现用脚尖走步的异常步态尧头部及躯

干控制异常等问题时袁应及时就医避免情况恶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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