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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广告对儿童道德发展的负面影响 

道德发展是儿童身心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包含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三种基本的

成分的发展。儿童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对其道德认知发展的影响除了家庭、学校、同伴外，社会因

素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 

     电视广告被称为是一门视听兼容的综合艺术，它既有固定或运动的生动形象的图像、绚丽的色

彩和朗朗上口的广告词字幕，又有经典的对白解说、美妙悦耳的音乐和突出的效果，再加上精确的

剪辑和巧妙的特技，从而构成了电视广告独特的魅力。声画并茂、跳跃动感、短小精悍的电视广告

正好符合儿童注重感觉、好奇心强、活泼善变的性格特征，所以一般儿童都比较喜欢观看电视广

告。 

     由于电视是一种具有极强影响力的大众媒体，当儿童成为电视广告的受众群时，人们普遍地注

意到了电视广告对儿童的种种影响，当然也包括对儿童道德发展的影响。由于儿童缺乏对外界信息

的完全判断和认知能力，因此在接受儿童电视广告信息时，有可能不能完全对广告信息进行正确的

判断。同时，儿童电视广告对儿童道德发展的影响也并不一定总是与社会教育目标相一致，比如，

广告鼓励孩子的消费与即时满足，而社会教育目标是勤俭节制。儿童电视广告所宣传的内容是高雅

的或低俗的，是更注重经济效益还是社会道德，是正面积极形象还是反面消极形象，这些都会直接

或间接地冲击儿童的感官知觉，在不知不觉中左右儿童的道德认知判断能力，影响儿童的道德情

感，从而潜移默化地控制其道德行为。 

     儿童电视广告在儿童道德发展中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1.它影响着儿童的道德观念，通过参与儿童道德认知的形成，决定着儿童道德行为的方向 

     道德认知是人们对社会道德现象、行为准则及其意义的认知，即在人的道德意识中反映或观念

地再现道德现象的过程。它主要包括对道德观念的理解和掌握、对道德因果关系的认识、道德判断

能力的发展三个基本环节。道德认知是道德形成和发展的开端，是个体道德行为和习惯的先导，能

对道德行为进行推测和判断，对儿童的道德行为具有指向作用。儿童阶段是形成是非、善恶、公

私、奖惩、分享、利他、集体、公正等道德观念的重要阶段，也是道德因果关系判断能力发展的重

要阶段。但是由于儿童阶段道德认知发展的特点是被动接受多于主动选择，所以电视广告多样化的

制作形式及多元化的宣传内容很容易影响儿童道德观念的发展，渗透到儿童道德认知的形成过程

中。一方面，广告中宣传的积极的价值观有助于促进儿童正确道德观念的发展，如台湾省摄制的一

则反吸毒广告《昔日一少年》，用悲剧性画面将残酷的事实铺陈给观众：满天的冥纸、火葬的场

景，少年抛洒自己的骨灰，漫步在曾经上课的教室、长廊的画面……画外音响起“我的青春像鸟一

样不回来……”的音乐，与画面相映照的旁白：“毒品的世界里你吃的是自己的骨灰。”悲痛、哀

婉的画面让儿童认识到毒品的危害。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清清楚楚，对吸毒危害生命的因果关系

也一目了然，儿童自然会选择远离毒品、珍爱生命的行为。另一方面，广告中所宣传的错误观念也

会因为儿童认知能力的局限而对其产生消极的影响，误导其认知判断能力。比如一些儿童电视广告

通过富有魅力的表现手段向儿童传达着一个观念：要想快乐和满足，唯一的途径就是去购买和消费

广告所宣传的商品。儿童电视广告中过度物欲的宣传与赞赏难免使儿童对物质消费过分的追逐与顶

礼膜拜；在物质上过分地喜新厌旧，追逐新产品，过一段时期就要求换新产品来求得新的满足与快

乐；形成了以是否满足其物质需求来衡量父母或其他成员的好坏等道德认知。这种消极的影响作用

也会通过儿童的行为表现出来，比如“皇帝意识”，霸气十足，不知分享，凡事以自我为中心。 

    2．它影响着儿童的道德情感，通过儿童道德情感的爱憎变化，左右着儿童的道德行为的取舍 
儿童有了正确的道德认识并不意味着会立即接受它，且自然而然地付诸行动，还存在一个道德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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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同和内化的问题。道德情感是指个体根据社会的道德规范评价自己或别人的举止、行为、思

想、意图时产生的一种情感，它往往会对主体产生催化作用充当激活道德行为的能动力量。电视广

告通常深入儿童的情感引起他们的共鸣，使其认知得到情感的认同和升华并有效的促进其内化。以

重庆电视台摄制的《山城是我家》的公益广告为例，它用“黄桷树（重庆市树），山菊花（重庆市

花），美丽的山城，我们的家。爱清洁，讲卫生，靠你靠我靠大家。”朗朗上口的歌词表达主题，

很快成为重庆市小孩都爱唱的“市歌”使儿童产生美丽山城是我家的热爱家乡的美好情感，激发他

们对家乡的亲近和爱恋。“我想有个家。”朗朗上口的歌词表达主题，很快成为重庆市小孩都爱唱

的“市歌”，使儿童产生美丽山城是我家的热爱家乡的美好情感，激发他们对家乡的亲近和爱恋。

在《我想有个家》一则广告中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一只可爱而又可怜的小鸟，在人类滥伐森林的威胁

面前，小鸟四处逃遁，无家可归，发出了微弱的呼唤“我想有个家”。电视广告采用童话式的描述

吸引儿童的注意力，配置砍伐声、小鸟的惊叫声、叹息声……博取了儿童对与自己同样幼小生命的

不幸遭遇的同情，激起他们对动物的关心与爱护的情感，成为他们道德行为的催化剂。 

     3.它直接影响着儿童的道德行为，通过儿童模仿电视广告形象的行为，影响着儿童道德行为的

表现 

     儿童电视广告中常以成人权威或者一群儿童充当主角，他们的语言、行为中表现的道德价值取

向影响着电视机前的儿童的道德认知、情感和行为。因为儿童电视广告中的成人权威常是家长、老

师、专家、明星等社会推崇的儿童榜样，他们代表的是权威、公正和榜样，儿童在心理上对他们极

为信赖，当他们以教育、劝服的口吻来引导儿童时，常常事半功倍。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

黑”，儿童的模仿能力极强，甚至是那些他们并不是特别了解的事情也常常会引起他们强烈的好奇

心，成为他们的模仿对象，电视广告就对儿童的这种模仿行为起着形象示范作用。 

     一些积极的儿童形象，使儿童有一种归属感，常常成为儿童评定自己的参照物。如一则公益广

告中讲述了奶奶、妈妈和小女孩的故事，妈妈下班后拖着疲惫的身子给年迈体弱的奶奶打水洗脚，

当妈妈忙完这一切劳累地坐在床上，擦着汗水时，小女孩已经学着妈妈的样子，端着一盆水来到妈

妈面前，用稚嫩的声音说：“妈妈我来帮你洗脚”。这则广告中小女孩的行动感动了观众也震撼了

人心，更感化了她的同龄小朋友，使儿童更懂得用实际行动去帮助父母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孝敬父母，也使孝心得以永传。 

     当然一些电视广告中也有一些不利于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因素常常给儿童带来恶性示范的影

响，扭曲了儿童的道德行为。比如儿童电视广告中表现的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等成人世界庸

俗的人际交往方式，“送礼只送脑白金”，反反复复强调送礼要送脑白金，可能会让儿童以为只有

通过物质的交往才能获取利益和友谊。 

     儿童电视广告中渗透的过于浓重的商业气息，这是对儿童道德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的根源。这主

要是因为广告人在制作广告的时候，是将儿童作为单纯的目标受众，而不是教育的对象，其所设计

的整个广告活动只以销售为目的，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其广告中某一语言或画面会导致对儿童道德发

展的不利影响。 

     儿童电视广告对儿童道德发展的消极影响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我们所要努力的是让儿童远离这

种误导。政府、教育者、家长和广告人都应该担当起保障儿童道德健康发展的共同责任。立法者要

制订出有利于儿童道德发展的儿童电视广告管理法律法规，广告人要严格依法进行儿童电视广告活

动，家长、教育者要教育儿童客观对待广告宣传，继承传统美德，形成正确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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