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觉是人类最重要的感觉之一，它是

语言和社会交往功能的基础，听力损失如

果不能得到及时的干预，不仅会使听力进

一步恶化，还会导致儿童语言发育以及情

感、心理上等多方面的问题。因此，新生

儿听力筛查对听力残疾的预防和康复具

有重要意义，其目的是早发现、早诊断、早

干预，最终让听损儿童能够正常交谈。

一、胎儿听觉发育

听觉系统的基本功能是感受声音和

辨别声音，通常把感受声音的能力叫做听

力。听力发育的物质基础是听觉通路的

正常与外界环境的声音剌激。实际早在

孕期，听觉的发育就已经开始。

二、出生后听觉发育特点及保健措施

【1月龄】

（1）发育特点：宝宝已有了听觉，大部

分的宝宝在出生 24 小时后对听刺激 1~2

次就能引起反应，对说话的声音很敏感。

一周后，听力发育渐趋成熟，他会密切注

意人的声音，特别是父母的声音。对音乐

有特殊的兴趣，也会对噪声比较敏感。在

宝宝身旁说话，宝宝会将头转向熟悉的声

音和语言。

（2）保健措施：这段时期是大脑接受

语言及听觉刺激最敏感、可塑性最强的时

期。这一时期如果出现听力问题，会影响

孩子的语言、智力及心理等多个方面。因

此，早期监测非常重要。即使通过了新生

儿听力筛查，在以后仍要观察其对声音的

反应。对于这个月龄的宝宝，一般听到

60dB以上的声音如关门声、音乐声音等，

他的双臂会突然向内屈曲；如果睡觉时突

然遇到较大声响会觉醒睁开眼睛，这就是

医学上所谓的觉醒反射。

【2月龄】

（1）发育特点：听力发育更加成熟，能

够辨别不同声调和强度的声音。对人们

的谈话很有兴趣，能够注意到听和说之间

的顺序转换；对熟悉或陌生的声音会有不

同的反应。会发声并等待大人的反应。

此时婴儿能倾听音乐的声音，对轻快、柔

和优美的旋律表示出愉悦的情绪，而对噪

声表示不快，或用哭表示拒绝。

（2）保健措施：大人可以轻声和宝宝

说话，或放一些轻柔的音乐，在宝宝的不

同方向发出声音，宝宝会向声源处转动

头部。

【3-4月龄】

（1）发育特点：3个月的婴儿在活动中

听到声音时，常常表现为停止活动然后出

现定向反应，慢慢将头转向声源方向。4

月龄时能区分大人的讲话声，能辨别不同

音色，区分男声女声，听到妈妈的声音会

很高兴。对语言中表达的情感很敏感，温

柔好听的声音会引起宝宝微笑、手脚晃动

等积极反应。

（2）保健措施：可以继续之前的听力

训练措施。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听力初筛

没有通过，42天复查仍没有通过的婴儿，

要在3月龄时进行听力诊断性检查。

【5-6月龄】

（1）发育特点：对各种新奇的声音都

很好奇会定位声源，听到声音时，能“咿咿

呀呀”地回应，对音量的变化有反应。若

声响在一侧耳朵的下方，头先转向声响一

侧，然后再低头朝下。若声音在一侧耳朵

的上方，头先转向声音的一侧，然后再向

上看。

（2）保健措施：6月龄是进行听力保健

的重要时间段之一。如果发现该月年龄

的婴儿不会寻找声源，提示可能存在听力

损伤，需进一步检查。

【7-8月龄】

（1）发育特点：倾听自己发出的声音

和别人发出的声音，逐渐能把声音和声音

的内容建立联系。叫名字有反应，能区别

熟人与生人的声音，听到妈妈的声音会

笑，会主动发音；而听到陌生人的声音就

会很紧张，甚至哭起来。8月龄时大致能

辨别出友好和愤怒的说话声；能通过视觉

和听觉的整合来模仿人的动作或活动。

（2）保健措施：可以录制各种声音如

汽车喇叭声、流水声、敲门声、动物的叫声

等，在播放声音的同时让宝宝观看实物或

相应的画面，帮助他认识不同物品发出的

不同声音。可以听节奏鲜明的乐曲，让宝

宝的身体随节拍运动。

【9月龄】

（1）发育特点：已能区分音的高低，如

在玩耍时，宝宝有时会用玩具专门敲击高

音或专门敲击低音。

（2）保健措施：对不同玩具发出的声

音有强烈的兴趣，可用不同的动作使玩具

发出声响，不仅发展手的技巧，同时增进

手、眼、耳的相互协调。

【10-12月龄】

（1）发育特点：宝宝的声音定位能力

已发育得很好，基本接近或达到成人的水

平。具备了辨别声音方向的能力，可以将

头直接转向声源方向。能听懂几个字，包

括对家庭成员的称呼，可以逐渐根据声音

来调节、控制自己的行动，对说话的注意

力日渐增加。

（2）保健措施：这时宝宝能够理解更

多的语言，你与他的交流具有了新的意

义。尽可能多地与孩子说话，有助于增进

其理解能力。语言简单而特别，密切结合

生活场景；对熟悉的玩具和物品的称谓尽

可能保持一致。

总之，0 至 1 岁是婴儿利用听觉来促

进认知发育的最重要时期，家长应不失

时机地多跟孩子说话，给孩子听各种各

样柔和的声音，如音乐、自然界的声音来

刺激他的听觉器官，为以后语言的发展

打下基础。

三、听力筛查流程

新生儿出生后都应按照国家卫生计

生委《新生儿听力筛查技术规范》进行听

力筛查。据调查，新生儿听力障碍发生率

约为 1‰至 3‰，我国每年约有 1200 万新

生儿出生，如果按每一千个新生儿中有2

名有听力损失，每年将新增听力损失新生

儿至少2万名。

【听力筛查的目的】：早期发现听力的

异常并进行早期干预，防止更严重的听力

损伤和语言功能受损。

【听力筛查方式】：目前我国使用的听

力筛查方式主要有耳声发射和自动听性

脑干反应两种。

【听力筛查流程】：新生儿在出生 48

小时至出院前要进行听力初筛，如果听力

初筛不通过，则需要在出生后 42 天内进

行听力复筛。若听力复筛仍没有通过，则

需要在 3 个月内转诊到听力障碍诊治机

构进行相应的医学和听力学评估，确保在

6月龄内诊断是否存在先天性或永久性听

力损失，以便及早实施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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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听觉发育、听力筛查及听力保健，你了解吗？

““新顶流新顶流”！”！一年一年1414..99亿人次打卡博物馆亿人次打卡博物馆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记者 杨

湛菲） 以玫红色和铜绿色为主色调的展

厅中，甲骨文字高悬于空，将人们带入久远

文明的遐思；青铜重器、各地博物馆镇馆之

宝悉数亮相，勾勒出殷商文明全景图……

5 月 18 日是第 49 个国际博物馆日。

“‘中华文明起源’系列展之：看·见殷商”

展览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开展。国家文

物局发布数据：截止到2024年底，我国备

案博物馆7046 家，较上一年增加213 家；

全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4.9亿人（次）。

自 1905 年 我 国 第 一 座 公 共 博 物

馆——南通博物苑创办至今，中国博物馆

事业已走过 120 年历程。如今，类型丰

富、主体多元、普惠均等的现代博物馆体

系基本建成。7000多家博物馆，如同一个

个片段与区块，拼出泱泱华夏的时空版

图，展现文化独特魅力。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快速变

化社会中的博物馆未来”。博物馆如何在

快速变化中找准自身定位？

以不变应万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平均不到两天

就有一座博物馆建成开放，实现每 20 万

人拥有一家博物馆，免费开放率91.46%，

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便捷化。

一座座乡村博物馆扎根中华大地，一

队队“文博轻骑兵”深入社区群众，一场场

热门大展走进中小博物馆……在科技飞

速发展、信息更迭频繁的时代，博物馆始

终坚持公益属性，传承历史文化、赓续历

史文脉的使命不变，服务公众、服务社会

的宗旨不变。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有

关负责人表示，将着力构建与经济社会发

展、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的博物馆

“生活圈”，打通文化供给“最后一公里”。

于变局中开新局。

“博物馆热”持续升温。2024年，全国

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万余个，教育活动

51万余场，重磅大展、研学活动、精品文创

等层出不穷，日益成为满足人民精神文化

生活需求的重要保障。

逛博物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不少人

“为一馆，奔赴一座城”。

博物馆里，历史从未远去，只是换了一

种更新的表达诉说过去、现在与未来：湖南

博物院马王堆“生命艺术”大展，用AR“复

活”汉代瑰宝；成都博物馆与当地学校合作

推出社教活动，以跨学科视角重构历史课

堂；国家博物馆文创再“上新”，金灿灿“嵌

珍珠宝石金项链”冰箱贴、萌呼呼毛绒玩具

“鹳条儿”预订下一个“爆款顶流”……

越来越多的博物馆，通过各种巧思，

从简单陈列展品，转变为让观众产生兴

趣，走进其中，真正了解历史。越来越精

美的文创，更满足了观众“把文物带回家”

的心愿。

“准确识变、科学应变，采取扩大供

给、优化服务的措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经济社会发展赋

能，为推动可持续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

力。”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说。

一馆藏千秋，一眼越万年。

博物馆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

梁。今天，博物馆正以更创新的表达，沟

通古今中外；正以更开放的姿态，为美好

生活添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