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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恋，是个体与主要抚养者之间形成的最初的社会联结，是情感社会化的重要标识，这种依恋关系对儿

童未来成长和后期心理发展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章基于前人的研究结果，主要从依恋的理论、依

恋类型、测量方法、影响因素出发进行论述，并结合立足现实国情，提出依恋研究本土化的一些建议与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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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tachment is the initial social connection formed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main caregivers, 
and it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emotional socialization. This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has a broad 
and profound impact on children’s future growth and later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predecessors, the present research mainly discusses the theory of attach-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12522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12522
http://www.hanspub.org


田书琴 
 

 

DOI: 10.12677/ap.2022.1212522 4334 心理学进展 
 

ment research, attachment styles,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uts for-
ward some suggestions and thoughts on the localization of attachment research based on the rea-
listic nation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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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开端始于与父母和其他主要抚养者之间建立的亲密的情感联系，而这种浓烈且持

久的关系被称为依恋。在依恋理论提出者——约翰鲍尔比的观点中认为，婴幼儿与主要抚养者(如母亲)
之间独有的亲近、温暖和非短暂可持续的照顾经历与亲密关系，能够促进健康的依恋关系和健全心理功

能在婴幼儿时期的形成与发展。在危机与威胁出现时，值得信赖的依恋对象所提供的保护是他们寻求帮

助的重要来源。从鲍尔比开始，后面的理论学家们在研究中发现，早期的依恋关系的实际经验会为个体

提供一个社会关系的建立图式，这种图式被称为内部工作模型(Bretherton, 1996)，该模型为个体未来社会

关系建立提供了期望模式。 
依恋也有不同的风格与类型，艾斯沃斯将其按照积极与否划分为两个大类：安全型依恋以及不安全

型依恋。从回避与焦虑两维度出发，安全依恋的儿童得分在这两个维度上都偏低，这样的个体往往在自

我表征上表现得更加积极，在建立亲密关系上表现出更多的正倾向和积极期待。不安全型依恋主要是指

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依恋焦虑体现在当个体出现了需要时，会产生对亲密关系的担忧——即同伴是否

能够出现提供支持与陪伴。依恋回避体现在由于对他人缺乏信任，个体选择行为上保持独立，情感上刻

意远离，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规避被抛弃感和失落感。上述提到的两种不安全依恋类型的人容易在亲密关

系中产生不良偏向：如过度寻求依恋对象于自身的关注，对依恋对象故意回避或产生退缩反应等。这些

不良偏向可能会在日积月累中影响个体情感表达导致情感障碍，最终破坏个体在社会化和社会适应过程

中的自尊与自我效能感。Main 等人通过后来的研究结果补充了一种新的依恋类型——混乱型。这类儿童

在亲密关系中的混乱主要体现在：1) 与主要抚养者分离或重聚时情绪、行为不合时宜，表现混乱。2) 在
依恋行为上，有一定程度的反常不规律，难以预测和控制。这种种表现的背后本质上是儿童内心犹豫和

徘徊的体现，主要源于对依恋对象情感的不确定(胡平，孟昭兰，2003)。 
从书本回到生活中，我们都知道在社交场合里，有人善于交际、圆滑世故、左右逢源，他们不仅喜

欢结交朋友，更能够从社交中获得能量与满足；反之，有一部分人孑然一身、独来独往、远离喧嚣，他

们往往不热衷于集体活动，一个人独处起来却也是怡然自得。为何会形成这样的人格差异呢？最主要的

还是由于个体对待外界的认知以及对待他人的处事方式，使得他们选择了迥然不同的生活习惯。这种体

现在性格上的差异，与婴幼儿时期的依恋类型呈现出一定的关联。众所周知，童年早期的依恋质量，会

润物细无声地浸润个体的人格，最终会体现在成年时期亲密关系中(如亲情、爱情等)的心理态度。由此可

见，发展积极正向的依恋类型，有助于个体在成人社会上真诚平等、不卑不亢地与他人交往，从而获得

自身进步与成长，同时良好的依恋关与人际交往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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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恋的测量 

2.1. 陌生情景法 

主要是用以评价 8~18 个月婴儿依恋关系的标准化程序，该方法的理论背景是依恋理论的核心概念，

是依赖于儿童“安全基地行为”这一特点进行测量的一种工具(吴放，邹泓，1994)。具体而言，是通过调

节行为控制系统，在不同的情境与时间中，让儿童和依恋对象转换探索行为和寻求亲近的行为，陌生情

景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考察“安全基地行为”。那些在早期受到抚养者高质量照顾与敏感性反馈的婴幼儿

会在测试中表现出安全型的依恋，反之，与安全依恋的儿童相比出现显著差异的儿童则可能会预测不安

全的依恋类型。实验过程是由母亲带婴儿进入实验场所(陌生环境)，实验者作为陌生人出现在实验场所里，

但不干涉母子的活动，片刻后母亲独自离开，由婴儿单独与实验者相处，由实验者观察婴儿的表现，再

片刻后母亲返回。实验者记录这个过程中婴儿从始至终的行为和情绪表现情况。该测验设定了三种较难

适应的情景以测试婴幼儿反应：作为实验场所的陌生环境、和主要抚养者分离以及与陌生人相处，根据

各异的实验条件来研究婴幼儿在前述几种不同实验情景下出现的探索行为、依恋行为和分离焦虑的程度。 
由于婴幼儿对主要抚养者的依恋行为和特征可以通过陌生情景法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反映，因此被广

泛应用于跨文化的依恋研究中。但这并不意味着陌生情景法的完美无缺，它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1) 生
态效度不高；2) 在施测过程中不同文化背景带来的影响较大，因此真正的影响因素难以被确定；3) 适用

的年龄范围有限，更适合 8~18 个月的婴幼儿，当参与者大于 18 个月时实验效果会不太理想。4) 操作难

度较大，对主试要求高，因此无法普及。 

2.2. 儿童依恋行为分类卡片法(Attachment Q-Set, AQS) 

该方法主要的施测工具是儿童依恋行为分类卡片，测量对象的范围相较于陌生情景法更广，适用于

家庭环境中 1~5 岁的儿童(刘芳，1994)。AQS 与依恋理论的假设相一致，即当外部环境较为稳定没有剧

烈变化时，儿童依恋行为模式也会呈现相应的稳定性。AQS 的优势之处为：1) 使用方便简洁，易推广。

只需通过简单的训练，对儿童行为有一定程度了解的成人即可有效掌握并使用。2) 可应用于小样本乃至

单一样本的研究情境。3) 具有启发性特点，有助于推进探索性研究，进而拓展全新的理论假设。4) AQS 
所收集的数据可以使用统计方法进行量化分析，结果更为有效可靠。然而 AQS 在施测过程中会限制被试

的自由反应，迫使被试进行选择和分类，导致重要信息可能会被错过。综上所述，为了使得依恋类型的

测量与判断更加科学准确，在后来的研究方法当中可以采用陌生情景法和分类卡片法相结合的方式，以

追求测量方法的不断完善。也正是因为方法的进步，使得后来对依恋的影响因素有了更深入全面的探讨。 

3. 依恋的影响因素 

3.1. 家庭因素 

3.1.1. 教养方式 
父母的教养方式可以从控制性和反应性两个维度进行划分，控制性体现在父母会积极地充当儿童社

会化过程中的负责人，反应性体现在父母能够充分意识和尊重儿童的个体特点。根据父母的反应性和控

制性划分，教养风格可以分为：1) 权威性，父母与孩子有着较高的双向交流；2) 专制型，更多体现在父

母的专制高压权力；3) 放任型，指的是父母无要求低控制意图但一切以儿童反应为中心；4) 忽视型，是

指父母对儿童需求的忽略以及成长过程的不参与。在四种教养方式中，研究者发现了对不同气质儿童而

言都是最优的教养方式——权威性，处于控制性和反应性两个维度的交界处(Maccoby & Martin, 1983)。
权威型父母对儿童提出恰当要求，如“遵守适当的行为准则”，同时也会对儿童的需求做出及时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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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保持交流沟通的顺畅，以此培养起儿童自我调节的能力(Gray & Steinberg, 1999)。这样的教养方式最

有可能在父母和儿童之间培养出有效的联系，帮助儿童形成安全型依恋。此外还有研究发现，教养方式

发生改变后孩子的表现也会获得相应改善。在 2006 年的一项追踪研究表明，15 个月大时不安全依恋的

儿童上学后社交能力较差，问题行为也更突出。然而，如果父母的教养方式放生改变，不安全依恋儿童

的命运也将随之改变(NICHD 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 2006)。 

3.1.2. 养育特征 
Ainsworth 将抚养者的养育特征划分成四个维度，敏感–迟钝，接纳–拒绝，合作–干涉，易接近–

漠视，发现不同依恋风格的儿童会对应着抚养者不同的养育方式。该抚养假说提出，婴幼儿所受到的关

注类型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依恋风格。密切的情感联系、育儿过程中的灵敏反应会带来安全的依恋，

反之婴幼儿需求置之不理缺乏敏感性的养育者则会使得婴幼儿产生不安全依恋(希尔，2000)。研究发现，

主要抚养者的敏感性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除了敏感性以外，兼具同步性、交互性、支持性的主要养

育者，伴随提供充分的环境刺激，更能够促进婴幼儿安全依恋的形成(De Wolff & van Ijzendoorn, 1997)。 
上述这些影响因素我们可以理解为对婴幼儿的抚养质量，养育者自身的因素会对抚养质量的高低造

成影响。研究发现，患有抑郁的母亲往往呈现焦虑、沮丧、易怒的状态、体现在对孩子的养育上即过多

的批评、打压以及负面评价。她们的一致性、敏感性相比非抑郁母亲要差，花在和孩子互动的时间也更

少(谭雪晴，2005)。所以在这种养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更容易形成不安全依恋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3.2. 儿童主体特征 

除了上述的父母养育质量、家庭等因素会影响儿童依恋风格的形成，儿童自身特点也会发挥一定作

用。例如，先天存在问题的婴儿(低体重、严重疾病等)往往行动迟缓，情绪易怒，抚养者会因此而产生疏

离，采取不敏感的抚养方式，因此这些婴儿比正常体重的婴儿形成不安全依恋的可能性更大(Schaffer, 
2000)。另有研究发现，如果婴幼儿存在智力迟钝，那么他们在和抚养者的交往过程中会显得被动消极，

而正常儿童则会更加积极主动，掌握着交往主动权(王振宇，2000)。除此之外，儿童的性别、出生次序也

会影响依恋的发展。 
儿童气质类型也与依恋类型密不可分。托马斯切斯将儿童分为三种气质类型：容易型、困难型、沉

默型。在主要养育者和儿童互动过程中，会受到这些不同气质类型的婴幼儿表现出的特点的影响，进而

影响婴儿依恋风格的形成。例如，容易型的婴幼儿见人便笑，更容易获得主要抚养者和其他成人的喜爱，

从而使得父母对婴幼儿表现更多亲热的行为。而困难型、沉默型的孩子抗拒不熟悉成人的接触，易哭易

闹，冷漠不易安抚，这样气质类型的儿童更容易受到成年人的冷落，从而大大降低与人互动的机会。另

有一些研究者考察了儿童气质的抑制性和非抑制性与依恋的关系，发现安全型婴儿在抑制性和非抑制性

方面都不极端，回避型婴儿非抑制的多，反抗型婴儿抑制性的多。 

3.3. 社会文化因素 

人类生态学观点强调父母、子女生活在一个家庭系统当中，而家庭系统根植于大的社会文化历史背

景当中。依据生态学观点，社会文化环境也会对依恋风格的形成造成影响，其中主要就是依靠家庭系统

体现出来。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家庭对孩子的抚养目标期望不尽相同，因此抚养方式也会呈现跨文化的差异性。

Van Ijzendoom 等人的一项针对中、美、日、英、德等儿童的研究发现，依恋风格的分布存在跨文化的差

异，例如，德国回避型依恋儿童较多，日本和以色列儿童则是更多为反抗型依恋(谭雪晴，2005)。除此之

外，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个体在人际关系或亲密关系中更容易采取回避策略，导致个体过度压抑情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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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容易造成依恋焦虑或依恋回避(李真等，2018)。 

4. 未来本土化的研究展望 

首先，儿童产生不安全依恋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性问题，想要解决它不能仅仅依靠心理学这一单

一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而是应该从跨学科的角度出发，将教育学、社会学、文化学与心理学相结合，

多渠道实施改善方法，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关注才更有益于问题的解决。 
其次，随着国内“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和“三胎”政策的开放，过去“421”家庭结构发生变化，

部分“大孩”无法适应身份转变，以致出现一系列焦虑、嫉妒、退行、攻击等心理及行为问题，家庭矛

盾与冲突频发。同胞关系作为人生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种社会关系之一，它的质量将影响着个体的成长

和家庭的和谐。如何从依恋理论视角出发，改善二孩以及三孩家庭中消极的同胞关系，对于当下的家庭

教育具有现实和指导意义。 
最后，依恋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双职工家庭

越来越普遍，主要抚养者和婴儿之间或许很难再像过去一样通过传统方式培养起婴儿健康的依恋类型，

小朋友可能很小的年纪就需要和主要养育者分开，在这过程中，类似于幼儿园这样的日托机构如何帮助

婴儿建立良好的依恋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值得关注的是，在日托机构，儿童的认知发展来源于更大范

围的教育和游戏活动；社会性发展来源于比家中更多样的社会交往。但是日托机构如何弥补孩子在依恋

问题上的发展也是未来值得研究和关注的课题，比如如何提升看护者如同优秀父母一般的对儿童活动的

反应性和积极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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