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次报告数据来源

10318份用户调研问卷

育学园数亿条育儿记录数据
在参与调研的用户属性方面，家长性别、宝宝性别、宝宝月龄等，  
与2016、2017年育儿报告数据特点基本相同，可支持后续的对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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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育学园的用户



家长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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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本次调研的用户中，98%的用户为女性；51%的用户出生于85-89年，90后用户占比29%。

家长年龄



宝宝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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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2017年，2018年参与调研的用户，宝宝的月龄有所提升，1-2岁宝宝比例大幅度提升。

宝宝月龄分布（2016-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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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2016、2017年，育学园的用户，家庭收入有所增加，学历有所提升。

用户教育水平 2016-2018用户家庭月收入（宝爸宝妈收入总和） 
2016-2018



已有两个以上宝宝

正在怀第二胎

一个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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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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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2016-2017年，育学园的二胎用户比例有所增加； 

• 只有一个宝宝的用户中，明确表示不想要二胎的比例逐年增加，打算要二胎的比例逐年减少。

二胎情况 2016-2018 是否打算要二胎 2016-2018



只想要一个宝宝

生孩子、养孩子太辛苦

二胎会影响对现有宝宝的关注

会影响工作事业

经济负担重

没有合适人选照顾孩子

身体条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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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原因

客观原因

• 不想要二胎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 

• 相比2016-2017年，部分不想要二胎的主观原因占比逐年上升，如“生孩子、养孩子太辛苦”，“影响工作事业”。

不想要二胎的理由 2016-2018



2
喂养理念及误区



2016年

0-1月 3-4月 6-7月 9-10月 12-13月 15-16月 18-19月 21-22月

纯⺟母乳 混合 纯配⽅方粉

2017年

1-2月 4-5月 7-8月 10-11月 13-14月 16-17月 19-20月 22-23月

纯⺟母乳 混合 纯配⽅方粉

2018年

1-2月 4-5月 7-8月 10-11月 13-14月 16-17月 19-20月 22-23月

纯⺟母乳 混合 纯配⽅方粉

• 纯母乳喂养的持续时间更长，混合喂养的比例逐年减少； 

• 纯配方粉喂养的比例逐年增加，尤其是在宝宝刚出生时纯配方粉喂养的比例逐年增加；

对比2016-2018年，0-2岁宝宝的喂养数据发现：



坚定母乳喂养，能喂多久喂多久

一段时间内坚定母乳喂养

无所谓，有就喂母乳，没有就喂配方粉

配方粉也不错，营养全面还方便

0% 10% 20% 30% 40%

2.7%

18.6%

39.6%

39.2%

• 在宝宝未断母乳的用户中，近80%的用户希望能坚持母乳喂养，近40%用户心中有一个坚持母乳的“时间预期”,
在一段时间内坚持母乳喂养（如坚持到宝宝1岁），另外39%的用户对喂养的态度是能喂多久喂多久。 

• 支持配方粉喂养的用户占比2.7%。

家长对喂养方式的态度



家长年龄与喂养态度

80年之前

80年-84年

85年-89年

90年-94年

95年之后（含95年）

0% 20% 40% 60% 80% 100%

坚定母乳喂养 一段时间内坚定母乳喂养 无所谓 配方粉营养全面、方便

家庭收入与喂养态度

4万元以上

2万~4万元

1万~2万元

5千~1万元

5千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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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宝宝未断母乳的用户中，相比85前出生的家长，90后，95后家长坚定支持母乳喂养的比例更低； 

• 相比之下，家庭收入越低，支持母乳喂养的比例越高。



不同学历家长与喂养态度

硕士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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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历越高的家长坚持母乳喂养的比例更高，学历越低的家长赞成配方粉喂养的比例越高。



断奶的理想与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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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2017年，2018年的用户更加希望能持久地坚持母乳喂养，但实际断奶的时间仍然和计划有很大差距，并且与2017年无明显差别。



辅食添加时间 2016-2018

0%

15%

30%

45%

60%

4月龄前 4~5月龄 5~6月龄 6月龄以后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首次添加的辅食 20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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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比2016年、2017年的数据发现，在给宝宝添加辅食的时间点上，符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
“满6月龄起添加辅食”的比例逐年提升； 

• 同时在首次添加辅食的食材中，符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的“富含铁的高能量食物，如强化铁的婴
儿米粉”的比例也在逐年提升。



调味料添加时间 20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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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强调“婴幼儿辅食应保持食物原味，不需要额外加糖、盐及各种调味品”。 

• 对比2016-2018年的数据发现，在宝宝1岁后添加调味料的比例逐年提升，但是仍然有超过10%的用户会在宝宝1岁前，在辅食
中添加调味料。



钙铁锌制剂补充 20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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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长发育正常的宝宝不需要额外补充钙、铁、锌，如果有需要应在医生指导下补充。 

• 对比2016-2018年的数据发现，在给宝宝额外补充钙、铁、锌等制剂的问题上，从未补过的比例有所提升，
但是仍然有超过20%的用户会自己购买补充剂给宝宝服用。



居住地与宝宝补钙情况

北上广等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及省会城市

普通城市

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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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补过 之前补过，现在没在补 正在补，是医生开的处方 正在补，自己买的

家长学历与宝宝补钙情况

硕士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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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高中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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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数据发现，相比村镇用户，城市用户给宝宝补钙的比例要更低； 

• 与学历低的用户相比，学历高的用户给宝宝补钙的比例更低。



维生素D补充

66%
达到400国际单位

11%
不不⾜足400国际单位

11%
不不清楚到底补了了多少

12%
没有每天都补

北上广等一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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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400国际单位 不足400国际单位 不清楚到底补了多少 没有每天都补

• 《中国膳食指南》指出，宝宝出生后数日开始每日补充维生素D3 10μg （400IU） 400国际单位。通过数据发现在0-3岁宝宝家庭中，只有
66%的用户每天给宝宝补充足量的维生素D（达到400国际单位），有11%的用户虽然给宝宝补充了维生素D，但是剂量不足400国际单位。 

• 对比不同居住地的用户，一二线城市的用户在补充维生素D方面，表现要优于普通城市、村镇。

居住地与维生素D补充剂量



宝宝月龄与维生素D补充剂量

0-3个月

3-6个月

6-12个月

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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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学历与维生素D补充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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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

高中

高中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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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0-3岁的用户中，6-12月龄是足量补充维生素D的用户比例最高，到了1岁后反而有所下降，
2-3岁宝宝家长中有22% 没有坚持补充维生素D。 

• 相比学历越高的家长，能够正确给宝宝补充维生素D的比例也越高。



益生菌补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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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过，医生开的处方 服用过，自己买的 从没服用过 没听说过

• 有超过74%的家长给宝宝服用过益生菌，有25%的宝宝从未服用过。 

• 不同月龄宝宝通过医生开具处方补充益生菌的比例差距并不大，但是随着宝宝月龄的增长，家长自行购买补充益生菌的比例有所增加。

宝宝月龄与益生菌补充



3
家庭环境



2017年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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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老人 保姆或育儿嫂 宝宝妈妈 宝宝爸爸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0% 20% 40% 60% 80% 100%

已经全职工作 一边兼职工作一边照顾宝宝 不工作，在家照顾宝宝

• 在0-3岁宝宝家庭中，妈妈是白天看护宝宝的主要人选，其次是家中老人，爸爸的参与比例仍然不足1%； 

• 在1-2岁宝宝家庭中，2018年职场妈妈的比例较2017年无明显变化，全职妈妈和职场妈妈的比例基本相当。

0-3岁宝宝白天主要看护人（2017-2018） 职场妈妈变化（2016-2018）



0-3个月

3-6个月

6-12个月

1-2岁

2-3岁

0% 20% 40% 60% 80% 100%

和爸爸妈妈睡大床 和爸爸妈妈同屋，自己睡小床

和老人或保姆育儿嫂睡大床 和老人或保姆育儿嫂同屋，自己睡小床
宝宝独自在屋子里睡小床

• 育学园提倡“宝宝和父母同房不同床”，独自睡小床对宝宝生长发育有益，同时也可以减少安抚性的夜间哺乳。 

• 通过数据发现，超过66%宝宝夜间都是与爸爸妈妈一起睡大床（0-3岁），宝宝自己睡小床的比例不足28%； 

• 随着宝宝月龄增长，自主意识不断形成，需求有所增加，和爸爸妈妈一起睡大床的比例反而有所上升，直至2岁后才逐渐回落。

和爸爸妈妈睡大床

和爸爸妈妈同屋，自己睡小床

和老人或保姆育儿嫂睡大床

和老人或保姆育儿嫂同屋，自己睡小床

宝宝独自在屋子里睡小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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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1.66%

5.48%

24.99%

66.79%

宝宝夜间睡眠状态 不同月龄宝宝的夜间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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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过 没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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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湿纸巾护理宝宝臀部

用手口湿巾或普通湿巾给宝宝擦手、擦嘴

用专门的奶瓶清洁剂清洗奶瓶

外出用免洗洗手液洗手

用专业消毒剂（84、滴露等）消毒拖把、抹布、宝宝玩具等

用含消毒成分的衣物洗涤剂洗衣服

用酒精或消毒剂给宝宝消毒玩具

0% 20% 40% 60% 80%

2017年 2018年

消毒剂使用情况（2017-2018）

•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生活中使用含有消毒、杀菌成分的产品会影响人体健康的肠道菌群环境，育学园一直倡导育
儿家庭尽量不使用消毒剂。 

• 但是相比2017年，0-3岁育儿家庭使用含有消毒、杀菌成分的制剂比例有所提升。其中使用比例提升明显的是“用
专门的奶瓶清洁剂清洗奶瓶”、“外出用免洗洗手液洗手”、“用手口湿巾或普通湿巾给宝宝擦手、擦嘴”。 

• 但是在“湿纸巾护理宝宝臀部”的使用比例上，2018年较2017年有所下降。



宝宝是否会经常接触到毛绒、针织类玩具

每周清洗多次

每周清洗一次

每月清洗一次

很少清洗

几乎没洗过

0% 10% 20% 30% 40% 50% 60%

10.52%

50.85%

23.62%

12.04%

2.97%20%
不不会接触到

26%
会，⼏几乎每天都接触

54%
不不太会，偶尔接触

• 研究表明，毛绒类、针织类的玩具容易附着滋生尘螨，容易引发过敏性疾病。应该经常清洗、更换这类玩具物品。 

• 有超过80%的宝宝会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毛绒类、针织类玩具，其中26%的宝宝几乎每天都会接触。 

• 在宝宝会接触到毛绒类、针织类玩具的家庭中，有超过60%的家庭很少清洗这些玩具，只有不到15%的家庭会每周清洗。

清洗毛绒玩具的频次



除了日常清洗，您是否会通过其他
方法来处理宝宝的寝具、毛绒玩具？

通过阳光暴晒的方式杀菌

清洗时使用消毒剂杀菌

定期用专用除螨仪器处理

定期用紫外线灯等方法进行除菌处理

定期使用除螨喷洒剂或除螨清洗剂

0% 20% 40% 60% 80% 100%

3.50%

5.09%

11.96%

17.45%

89.27%
19%
不不会特殊处理理

81%
会特殊处理理

• 在宝宝会接触到毛绒类、针织类玩具的家庭中，有近20%的家庭不会特殊处理宝宝的寝具、毛绒玩具。 

• 其中“通过阳光方式暴晒”是使用比例最高的处理方式，其次是“使用消毒剂清洗”和“使用专业除螨仪”。

特殊处理方式



是否会坚持每天开窗换气

通风不足

装修

室外雾霾

室内抽烟

厨房油烟

家具

宠物

0% 10% 20% 30% 40% 50% 60%

6.72%

25.47%

31.38%

41.80%

54.60%

57.67%

59.15%

2%
很少开窗换⽓气

29%
空⽓气不不好的时候不不开窗

69%
每天都会开窗换⽓气

• 室内空气质量也是近年来家长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关于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中，近60%的用户认为通风不足
是主要原因，排在其次的分别是“装修”“室外雾霾”“室内抽烟”。 

• 为了保证室内空气质量，育学园倡导每天都要坚持开窗通风换气，但实际上每天坚持开窗换气的占比不足70%，
近30%的用户会视户外空气质量决定是否需要开窗换气。

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



经常有雾霾

偶尔有雾霾

几乎没有雾霾

0% 20% 40% 60% 80% 100%

使用 没使用过

通风处

靠近房间中间

不固定,人在哪里活动就放在哪里

靠近墙壁

0% 10% 20% 30% 40% 50%

46.12%

24.86%

18.65%

10.37%

• 通过对比发现，经常有雾霾天气的地区，仍然有超过40%的用户不使用空气净化设施。 

• 在所有使用空气净化器的用户中，有超过46%的用户会将空气净化器摆放在靠墙的位置，但实际上这种摆放方式会降低净化效率； 

• 只有30%的用户会选择摆放在房间中间或通风处等利于提高净化效率的位置。

雾霾天气与空气净化设施的使用 空气净化器的摆放位置



是否会使用加湿器

15%
经常使⽤用

33%
从未使⽤用过

52%
使⽤用过,但不不经常使⽤用

适宜的家庭环境湿度

5%
70%左右

28%
30%左右

51%
50%左右

16%
不不清楚

清洗加湿器的频次

14%
每天清洗

40%
⼏几乎不不清洗

46%
每周清洗

• 在被问及适宜的家庭环境湿度时，只有一半的用户选择了正确答案（湿度50%左右）； 

• 有超过67%的用户会通过使用加湿器的方式增加家庭环境湿度，但是在使用加湿器的用户中，
只有14%的用户每天清洗加湿器，有40%的用户几乎不清洗。



4
健康医疗



是否会定期做生长发育测评

11%
定期到专业机构评估

38%
偶尔会对照曲线看看

39%
⾃自⼰己定期通过App或 

书进⾏行行评估

12%
对⽣生⻓长发育曲线不不了了解

0%

10%

20%

30%

0-1月 3-4月 6-7月 9-10月 12-14月 18-20月 24-26月 30-32月

• 生长发育测评是了解宝宝生长发育情况的重要参考依据，在0-3岁宝宝家长中，有39%的用户会定期进行生长发育测评，
有38%的用户会偶尔对照生长发育曲线看看（不规范测评），有12%的用户对生长发育曲线并不了解； 

• 通过育学园App生长发育测评工具的后台数据我们发现，5月龄前的宝宝家长对生长发育测评的重视程度最高，6月龄后
逐渐下降。1岁后各月龄的重视程度基本相同。

不同月龄对生长发育测评的重视程度



男宝宝体重

2.5

6.5

10.5

14.5

18.5

0月龄 4月龄 8月龄 12月龄 16月龄 20月龄 24月龄 28月龄 32月龄 36月龄

3% 15% 50% 85% 97% 育学园

男宝宝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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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月龄 4月龄 8月龄 12月龄 16月龄 20月龄 24月龄 28月龄 32月龄 36月龄

3% 15% 50% 85% 97% 育学园

育学园宝宝生长发育数据对比WHO生长发育曲线（0-3岁）

• 通过对比育学园APP
后台的生长发育记
录数据我们发现，
0-3岁宝宝，无论
是身高、体重，平
均值均达到WHO
世卫组织生长发育
曲线的50%曲线。

97%
85%
50%
15%
3%

97%
85%

50%
15%
3%

97%
85%
50%
15%
3%

女宝宝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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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月龄 4月龄 8月龄 12月龄 16月龄 20月龄 24月龄 28月龄 32月龄 36月龄

3% 15% 50% 85% 97% 育学园

97%
8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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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宝宝身高

45

60

75

90

105

0月龄 4月龄 8月龄 12月龄 16月龄 20月龄 24月龄 28月龄 32月龄 36月龄

3% 15% 50% 85% 97% 育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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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75

90

105

0月龄 2月龄 4月龄 6月龄 8月龄 10月龄 12月龄 14月龄 16月龄 18月龄 20月龄 22月龄 24月龄 26月龄 28月龄 30月龄 32月龄 34月龄 36月龄

50% 育学园

育学园宝宝生长发育数据对比WHO生长发育曲线（0-3岁）

• 在不同月龄阶段，宝宝的实际生长发育数值，与WHO的50%曲线又有所不同。 

• 以0-3岁男宝宝的身高发育为例，数据显示在宝宝出生后的第一年内，平均身高数值，略高于WHO世卫组织生长曲线中的50%数值，
随着宝宝月龄的增长，实际平均身高与世卫组织数据的相差逐渐减少。到3岁左右时，平均身高几乎与世卫组织50%的曲线重合。 

• 在男宝宝的体重、女宝宝身高、女宝宝体重方面，变化规律基本相同。

50%

男宝宝 身高



过去半年内宝宝的就医次数 
（不含疫苗接种和体检）

60%
0-1次

29%
2-3次

7%
4-6次

4%
6次以上 0-3个月

3-6个月

6-12个月

1-2岁

2-3岁

3-6岁

0% 20% 40% 60% 80% 100%

0-1次 2-3次 4-6次 6次以上

• 所有0-6岁的宝宝家庭中，60%的家庭过去半年内因病带宝宝就医次数小于2次（不含疫苗接种及常规体检），近30%的
家庭带宝宝就医2-3次，超过10%的宝宝就医大于4次。 

• 从宝宝月龄与就医次数来看，小月龄宝宝因病就医次数比较少，6月龄后比例有所增加，2岁后有所降低，3岁后随着入园
社会交往增加，就医次数有所增加。

不同月龄宝宝半年内的就医次数



家长学历与半年内宝宝就医次数

硕士及以上

本科

大专

高中

高中以下

0% 20% 40% 60% 80% 100%

0-1次 2-3次 4-6次 6次以上

居住地与半年内宝宝就医次数

北上广等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及省会城市

普通城市

村镇

0% 20% 40% 60% 80% 100%

0-1次 2-3次 4-6次 6次以上

• 在所有0-6岁用户群中，家长的学历越高，带宝宝因病就医的频率整体越低。 

• 从居住地与就医次数来看，城市与村镇的就医频次有一定差距，村镇用户就医次数明显比城市用户多。



最常带宝宝去哪里就医

4%
私⽴立医院

18%
公⽴立社区医院

41%
公⽴立⼤大医院 专家⻔门诊

37%
公⽴立⼤大医院 普通⻔门诊 北上广等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及省会城市

普通城市

村镇

0% 20% 40% 60% 80% 100%

公立大医院 普通门诊 公立大医院 专家门诊 公立社区医院 私立医院

居住地与常去的医院类型

• 近78%的用户经常带宝宝去当地的公立大医院，其中37%的用户会看普通门诊，41%的用户会选择专家门诊，经常带宝宝去社区医院
看病的用户有18%，近4%的用户会带宝宝去中高端的私立医院； 

• 村镇用户去社区医院的比例最高，城市用户常去大医院的比例更高，与一线城市对比，二线城市和普通城市更倾向于选择专家门诊。



4万元以上

2万~4万元

1万~2万元

5千~1万元

5千元以下

0% 20% 40% 60% 80% 100%

公立大医院 普通门诊 公立大医院 专家门诊 公立社区医院 私立医院

• 家庭收入低的用户常去社区医院，收入越高的用户去私立医院的比例越高。

家庭收入与常去的医院类型



家长学历与常去的医院类型

硕士及以上

本科

大专

高中

高中以下

0% 20% 40% 60% 80% 100%

公立大医院 普通门诊 公立大医院 专家门诊 公立社区医院 私立医院

就医频次与常去的医院类型

0-1次

2-3次

4-6次

6次以上

0% 20% 40% 60% 80% 100%

公立大医院 普通门诊 公立大医院 专家门诊 公立社区医院 私立医院

• 学历低的用户常去社区医院，学历越高的用户去私立医院的比例越高。
过去半年内因病就医次数越多，选择去公立医院专家门诊的比例越高。



医护人员的专业性

是否是儿童医院或妇幼医院

医院的规模等级

离家距离远近

就诊体验是否良好

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

亲戚朋友的口碑

挂号是否方便

就医费用合理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10.84%
21.52%

24.56%

30.73%
37.04%

40.13%
52.65%

54.96%

78.02%

• 家长为宝宝选择医院时，最主要的考虑因素依次是“医护人员的专业性”、“是否是儿科医院或妇幼医院”、
“医院的规模等级”，相比之下，占比最低的考虑因素是“就医费用”“挂号是否方便”等。

选择医院时，最主要的考虑因素



私立医院

公立医院 专家门诊

公立医院 普通门诊

家附近的社区医院

0% 20% 40% 60%

就诊体验是否良好 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

私立医院

公立医院 专家门诊

公立医院 普通门诊

家附近的社区医院

0% 10%20% 30%40% 50%60% 70%

是否是儿童医院或妇幼医院 医院的规模等级

私立医院

公立医院 专家门诊

公立医院 普通门诊

家附近的社区医院

0% 20% 40% 60%

离家距离远近 亲戚朋友的口碑

• 经常去私立医院就诊的家长更关注就诊
体验是否良好，医护人员的态度；

• 经常去公立医院就诊则更关注医院的规模
等级，是否是儿童医院或妇幼医院；

• 经常去社区医院就诊更关注的是
距离家的远近、亲戚朋友的口碑。

常去医院类型与选择医院的考虑因素



北上广等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及省会城市

普通城市

村镇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医护人员的专业性 是否是儿童医院或妇幼医院 医院的规模等级 离家距离远近 就诊体验是否良好 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 亲戚朋友的口碑

挂号是否方便 就医费用合理

• 无论居住地如何，用户对医护人员的专业性都非常重视，在就医费用方面，发达城市与普通城市、
村镇的用户的关注差别并不明显。

居住地与选择医院时的考虑因素



北上广等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及省会城市

普通城市

村镇

0% 10% 20% 30% 40% 50% 60% 70%

是否是儿童医院或妇幼医院 医院的规模等级
离家距离远近 挂号是否方便

北上广等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及省会城市

普通城市

村镇

0% 10% 20% 30% 40%

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 亲戚朋友的口碑

• 在“是否是儿童医院或妇幼医院”“医院的规模等级”“离家远近”“挂号方便”这几个维度中，越是一线大城市的用户越在意； 

• 另外，在“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亲戚朋友口碑”方面，反而村镇、普通城市的关注度相对更高；

居住地与选择医院时的考虑因素



医护人员专业性强

环境舒适，孩子舒服

患者少，不易交叉感染

快，少排队或不排队

简化的就医流程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21.77%

48.44%

52.73%

59.96%

88.32%

• 家长最希望获得的就医体验是医护人员的专业性强、环境舒适孩子舒服，相比之下，就诊流程的简化的需求并不太高。

最希望获得的就医体验



问诊过程详细、全面

告诉家长回家后的护理方法

解释各项检查结果的意义

讲解开具药物的用法和注意事项

耐心回答家长的问题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43.94%

46.79%

48.38%

62.06%

87.13%

• 在带宝宝看病的过程中，家长认为最重要的是医生“问诊过程详细、全面”，其次是“告诉家长回家后的护理方法”。

带宝宝看诊时，家长对医生的期望



0-3个月

3-6个月

6-12个月

1-2岁

2-3岁

3-6岁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讲解开具药物的用法和注意事项 问诊过程详细、全面

告诉家长回家后的护理方法 解释各项检查结果的意义

耐心回答家长的问题

0-3个月

3-6个月

6-12个月

1-2岁

2-3岁

3-6岁

0% 10% 20% 30% 40% 50% 60% 70%

告诉家长回家后的护理方法 耐心回答家长的问题

0-3个月

3-6个月

6-12个月

1-2岁

2-3岁

3-6岁

0% 10% 20% 30% 40% 50% 60%

解释各项检查结果的意义 讲解开具药物的用法和注意事项

宝宝月龄与就诊时对医生的期望

• 所有用户最期望的都是“医生问诊过程详细、全面”，某些角度上，不同月龄宝宝的家庭，对医生就诊期望的内容略有不同： 

• 宝宝月龄越小，家长越希望医生能告诉家长回家后的护理方法，越希望医生能耐心回答家长的问题； 

• 随着宝宝月龄的增加，家长更希望医生能“讲解药物的用法和注意事项”“解释检查结果的意义”。



从医院回家后是否需要回访服务

了解病情变化与康复情况

提出复诊建议

复诊预约或挂号

定时提醒用药

0% 20% 40% 60% 80% 100%

13.71%

41.86%

62.28%

93.34%

4%
不不需要

96%
需要

• 有96%的家长希望医疗机构能提供从医院回家后的回访服务； 

• 对回访内容需求最高的是“了解病情变化与康复情况”,“提出复诊建议”,相比之下需要“定时提醒用药”的比例最低。

用户对就诊后的回访需求



0%

20%

40%

60%

80%

没使用过 使用过

2017年 2018年

吃过医院开的口服药

在医院静脉注射

在医院做过雾化治疗

自己给宝宝买来服用的

0% 20% 40% 60% 80%

2017年 2018年

• 育学园倡导科学合理用药，在医生的指导下正确使用抗生素，相比2017年，2018年的用户中0-3岁宝宝使用
抗生素的整体比例有所下降。 

• 在具体的抗生素使用方面，2018年“医院口服药” “医院静脉注射”“医院雾化治疗”的比例都有所下降，
但家长自行给宝宝买抗生素服用的比例有所增加。

抗生素使用情况



5
教育



情绪管理能力

语言表达和阅读能力

社交能力

专注力，注意力

学习能力

想象力，创造力

感觉统合和运动能力

音乐、绘画等艺术方面的能力

0% 10% 20% 30% 40% 50% 60%

2.76%
21.01%

25.53%

35.10%

39.68%
55.51%

56.92%

59.75%

• 在0-6岁宝宝家长中，认为“情绪管理能力”“语言表达和阅读能力”“社交能力”是对未来发展最重要的能力。

哪些方面的能力对孩子未来发展最为重要



• 不同月龄宝宝的家长对孩子能力发展的关注也有所不同，随着月龄增大，家长认为“专注力”“情绪管理能力” 
“艺术能力”对孩子的发展重要性有所提升； 

• 而小月龄宝宝家长则更偏重于“语言表达和阅读能力”“感统和运动能力”。

宝宝月龄与家长关注的孩子能力发展

0-3个月

3-6个月

6-12个月

1-2岁

2-3岁

3-6岁

0% 20% 40% 60% 80% 100%

语言表达和阅读能力 感觉统合和运动能力 学习能力 社交能力 情绪管理能力 专注力，注意力 想象力，创造力

音乐、绘画等艺术方面的能力



• 不同居住地的家长，认为对孩子发展最重要的能力也有所不同：在“学习能力” “情绪管理能力”方面，发达
城市家长比普通城市、村镇家长的关注更高； 

• 而在“语言表达”“社交能力”“艺术能力”对孩子的成长的重要性方面，村镇、普通城市家长则觉得更重要。

北上广等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及省会城市

普通城市

村镇

0% 20% 40% 60% 80% 100%

语言表达和阅读能力 感觉统合和运动能力 学习能力 社交能力 情绪管理能力 专注力，注意力 想象力，创造力 音乐、绘画等艺术方面的能力

不同居住地的家长关注的孩子能力发展



没有刻意通过什么方式，自己培养

购买功能性比较强的书籍和玩具

参加相应的早教班，或培训班

参加线上学习课程

聘请老师一对一教学

0% 10% 20% 30% 40% 50% 60%

0.11%

2.22%

10.23%

28.05%

59.39%

• 近60%的家长采取“自己培养”的方式提升孩子的能力，参加早教班、线上课程的比例约占12%。

通过什么方式提升孩子的能力



0-3个月

3-6个月

6-12个月

1-2岁

2-3岁

3-6岁

0% 20% 40% 60% 80% 100%

聘请老师一对一教学 参加相应的早教班，或培训班
参加线上学习课程 购买功能性比较强的书籍和玩具

没有刻意通过什么方式，自己培养

80年之前

80年-84年

85年-89年

90年-94年

95年之后（含95年）

0% 20% 40% 60% 80% 100%

聘请老师一对一教学 参加相应的早教班，或培训班
参加线上学习课程 购买功能性比较强的书籍和玩具

没有刻意通过什么方式，自己培养

• 不同月龄宝宝的家长采取帮助孩子提升能力的方式有所不同，随着宝宝月龄增加，“早教班” 的比例有所提升； 

• 90后的家长中，“自己培养”的比例更大，相比之下85前的家长给宝宝报“早教班、培训班”的比例更高。

宝宝月龄与家长提升孩子能力的方式 家长年龄与提升孩子能力的方式



培训课时的最高课时费 元/课时

0%

10%

20%

30%

40%

50%

100元以下 100-200元 200-300元 300-500元 500元以上

0.77%
4.33%

20.11%

46.64%

28.15%

• 在所有参加“早教班、培训班”“线上课程”“一对一课程”的用户中，参与的培训课时最高课时费46%
集中在100-200元/课时区间，单课时费用超过200元的约占25%。



4万元以上

2万~4万元

1万~2万元

5千~1万元

5千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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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家长投入到培养孩子能力方面的培训课时费用，与家庭收入相关。 

• 不同月龄宝宝的培训最高课时费用有所不同，随着月龄增加课时费用也有所增加，3岁之
后的培训课时费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

家庭收入与培训的最高课时费用 不同月龄培训的最高课时费用



课程体系和授课老师不够专业

花费太高，家庭经济压力大

效果不明显，看不到孩子有进步

怕孩子没耐性，坚持不下来

耗费家长的时间和精力

0% 20% 40% 60% 80%

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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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7%

53.82%

82.85%母婴、教育类App和公众号的推荐

亲友、熟人的推荐

培训机构的宣传单

幼儿园或学校组织

用电脑浏览网页时看到的广告

电视广告

楼宇、电梯间广告

车站、地铁等户外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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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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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
20.46%

59.57%
81.19%

• App和公众号、他人推荐是家长获取培训信息的主要渠道，楼宇广告、车站等户外广告等渠道的比例最低。 

• 针对孩子参加培训课程，家长最主要的担心是“课程体系和授课老师的专业性”，其次是经济方面的考量。

家长获取培训信息的途径 家长对培训课程的主要担心



过去半年内在玩具和书籍上的花费

0-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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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60%的用户过去半年内，在给孩子购买玩具和图书上的花费在2000元内，27%的用户的花费在2000-4000元。 

• 对于不同月龄宝宝，家长在图书和玩具上的花费也有所不同，随着月龄增加，花费也有所增加，3岁之后的也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

2%
6000-8000元 3%

8000元以上

9%
4000-6000元

27%
2000-4000元

59%
2000元以下

不同月龄与玩具书籍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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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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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0%

• 育学园提倡家长应该给孩子高效、高质量的陪伴。但是，通过数据发现超过65%的家长每天陪伴孩子
的时间不足2小时。相比之下，家长学历越高，陪伴孩子的时间也越长。

硕士及以上

本科

大专

高中

高中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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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学历与陪伴时间家长每天专心陪伴孩子的时间



每一年，

通过连续3年的数据，我们看到了令人欣慰的科普成效， 

也发现了更多的待解之题。

育学园都会通过海量的用户数据、调研分析， 

探究新一代父母的育儿行为和育儿观念，发现新趋势、新问题。

在未来， 

让我们继续一起努力，一起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