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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全依恋关系对幼儿及其今后心理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在幼儿安全依恋发展过程中会面临很多依恋创伤

风险因素，如虐待、忽视、分离和丧失。因此，为了减少幼儿及其今后成长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内化心理症状和外化行为问题，需

要从敏感觉察和及时回应幼儿的需求、高质量的陪伴以及加强自我觉察和反思，提升养育功能三个方面来进行预防。

关键词：安全依恋；幼儿；风险因素

中图分类号：B849；G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22）03-0007-08

PDF获取：http://sxxqsfxy. ijournal. cn/ch/index. aspx doi：10. 11995/j. issn. 2095-770X. 2022. 03. 002

A Study of Risk Factor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ecure
Attachment in Young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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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cure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young children and their future psychological health de⁃
velopment. However，young children are exposed to many risk factors of attachment trauma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cure attachment，
such as abuse，neglect，separation，and loss. Therefore，in order to reduce the internalize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and externalized be⁃
havioral problems that young children and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may face，preven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from three aspects: sen⁃
sitive awareness and timely response to young children’s needs，high-quality companionship，and enhanced self-awareness and reflec⁃
tion to improve parenting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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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

显示，我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

轻 度 抑 郁 的 检 出 率 为 17.2% ，重 度 抑 郁 为

7.4%［1］43。大学生中有18.5%有抑郁倾向，4.2%

有抑郁高风险倾向；8.4%有焦虑倾向［1］203，2021

年 12月，教育部将抑郁症纳入学生体检。从以

上数据和国家政策来看，青少年和大学生心理

健康问题不容乐观，应引起关注。导致青少年

和大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因素很多，其中

依恋关系是影响个体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因

素。如果能在幼儿阶段注重培养和建立安全的

依恋关系，对于幼儿本身及其今后青少年阶段

和成人阶段心理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可以

减少内化心理症状和外化行为问题。因此，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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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幼儿安全依恋关系发展的风险因素和对策具

有重要意义。

一、幼儿安全依恋发展的重要性

依恋理论是在客体关系理论基础之上发展

而来，最初是由英国学者John Bowlby于1969年提

出，描述了婴儿的安全感是如何受到他们与养育

者关系的影响［2］。个体在生命早期与重要客体之

间互动的基础上形成关于自我和他人的内部工

作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部工作模式逐渐变

得稳定并会影响个体在亲密关系中的思考、感受

和行为方式［3］。依恋关系通过“寻求接近”“避风

港”和“安全基地”等相互关联的机制提供安全。

具体来说，一个痛苦的幼儿会寻求接近一个可以

依恋的人，通常指主要养育者。主要养育者不仅

仅是食物的提供者，能够满足幼儿的生存需要，

更是一个能够敏感觉察并能及时回应幼儿需求

的养育者，这对幼儿依恋质量或依恋类型的发展

至关重要。主要养育者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能

为幼儿提供舒适和保护，痛苦消退后，幼儿可以

返回探索世界，并确保养育者将继续成为安全的

基地［4］。依恋理论强调人与人之间持久的心理联

结状态，婴儿拥有与照料者建立依恋的动机，通

过吸吮、微笑、黏附、哭泣和追随的依恋行为系统

使依恋动机得以实现，这对于婴儿心理健康的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依恋不仅在婴幼儿心理发育

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是成年人一生中

情感健康的重要一环。

幼儿心理健康发展是其全面发展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而幼儿安全依恋关系对其心理健康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研究发现，亲子依恋对幼儿的

情感，认知和行为起着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安

全的依恋关系与更强的情感和行为调节能力有

关，而不安全的依恋关系则与较低的调节能力有

关［5-6］。不安全依恋导致身体压力调节系统紊乱，

增加外部压力调节策略的使用，并损害对他人支

持的正确使用［7］。安全型依恋幼儿表现出内心有

安全感、自尊水平高、情绪调节能力高、较好人际

关系、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有信任感等特征，而混

乱型依恋幼儿则表现出较强攻击性、情绪调节困

难、学习困难、低自尊、被同伴排挤等特点［8］23。其

中依恋的作用机制可能集中在幼儿对威胁和挑

战来源的反应方式，以及幼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

利用父母的支持和安慰作为应对手段。有安全

感的幼儿有这样的反复经历：当需要支持和接近

时，照顾者会做出反应，并期待照顾者在被要求

时能得到帮助和安慰。相反，不安全依恋关系的

幼儿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接近的要求被劝阻、

拒绝，或不一致的回应，并更多地依赖次级应对

过程来应对压力和挑战。

综上所述，安全依恋关系的发展对幼儿及其

今后心理健康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为了减少

幼儿阶段或青少年和成人阶段的内化症状和外

化行为问题，需要重视早年与幼儿之间的情感互

动，增强依恋关系，让在关系中感到有安全感的

幼儿能够在探索世界时变得更加坚定有力，促进

幼儿健康发展并赋予幼儿在成年后和自己的孩

子形成安全依恋的能力。

二、幼儿安全依恋发展的风险因素

影响幼儿依恋发展的因素包括客观因素和

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包括家庭表露［9］、教养方

式［10］、婚姻质量［11］和父母元情绪［12］等；主观因素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幼儿气质类型上［13］。本研究

主要从依恋创伤的角度探讨影响幼儿安全依恋

发展的因素。

（一）虐待

虐待是依恋创伤中的一类，包括性虐待、躯

体虐待、嫌恶和情感虐待。性虐待是指主要养育

者通过暴力、引诱等方式对幼儿进行性侵入或性

接触［14］。对幼儿影响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和施虐

者的依恋关系程度，接触的程度以及使用威胁手

段逼迫被害者保守秘密背景因素。躯体虐待是

指主要养育者对幼儿实施躯体暴力，造成身体和

心理伤害，严重影响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甚至可

能会导致死亡。其严重程度取决于频率、使用暴

力的程度、使用的工具种类、涉及的躯体部位、伤

害的程度以及施虐者的心理状态。嫌恶是指主

要养育者在与幼儿互动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敌意

和拒绝，可能会以批评、嘲讽、言语攻击、忽略等

形式表现出来。其严重程度取决于拒绝和敌意

的普遍程度和严重程度。情感虐待是指主要养

育者以一种残酷和施虐的方式对待幼儿，而且是

怀有深深的恶意，包括羞辱、极端拒绝、威胁、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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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以及剥夺需要等［15］。

大量研究证明，虐待会导致儿童产生不安全

的依恋。在性虐待对依恋的影响方面，通过对

111名7-13岁的儿童对照研究发现，43名遭受性

虐待的儿童相对于对照组来说更多归类为不安

全和无组织的依恋［16］。在对66名3-7岁的学龄

前儿童进行对照研究也得出了一样的结果，儿童

性虐待确实影响儿童的依恋表征质量。儿童性

虐待受害者相对于非受害者来说有更多的不安

全和无组织型依恋［17］。性虐待就其本身而言不

仅是一种创伤，而且也是一个标志，标志着这个

家庭系统中存在严重功能不良的情况。家庭内

的性虐待导致幼儿心理恐惧，引发幼儿对情感亲

密和依赖的恐惧，一方面出于本能既想靠近主要

养育者寻求保护，但另一方面又恐惧靠近主要养

育者，会导致幼儿内心世界处在一个混乱的状

态。在与养育者互动的过程中会表现出难以理

解、奇怪、前后矛盾，甚至解离的行为。当幼儿感

觉处于危险中，他面对无法解决的两难困境，安

全港同时也是惊恐的来源，这是幼儿有组织的依

恋策略崩溃。性虐待给幼儿带来淹没性的痛苦，

而且没有给幼儿提供安全的情境，以供幼儿应对

这种痛苦。这种体验是经常性和灾难性的破裂，

却没有得到修复，导致幼儿在自我、他人以及二

者之间的关系方面，形成了多重的、无法连贯一

致的模式。在躯体虐待对依恋的影响方面，通过

对96名儿童的研究发现遭受躯体虐待的儿童具

有更多的不安全依恋类型［18］。遭遇躯体虐待的

幼儿不仅在身体层面受到伤害，在情感层面也会

受到影响，内心焦虑、恐惧、不安、混乱，渴望与主

要养育者建立情感联结但又担心受到伤害，很容

易导致出现边缘型人格障碍以及其他精神疾

病。嫌恶对依恋影响的层面，通过对193名儿童

的调查研究发现遭遇父母较多拒绝的儿童具有

更高的不安全依恋关系［19］。根据依恋理论，幼儿

与主要养育者互动的过程中，如果体验到主要养

育者是可以获得的，并且是温暖和积极回应的，

幼儿就可以发展为安全的依恋类型。但如果幼

儿体验到父母是不可获得的且是拒绝和充满敌

意时，容易发展为不安全依恋类型。情感虐待对

依恋的影响层面，研究表明，学龄前儿童长期遭

遇父母情感虐待容易导致其发展为不安全依恋

类型，另外还会对其认知能力和社会发展产生不

良影响［20］。

（二）忽视

忽视作为依恋创伤中的另外一种形式，对幼

儿身心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忽视的创伤

性影响可能不亚于甚至超过虐待的影响。幼儿

在与主要养育者互动过程中，遭到来自主要养育

者的忽视有两种，一种是躯体忽视，无法提供躯

体层面的需要以及缺乏监管而导致幼儿处于物

理危险之中；另外一种是心理忽视，包含情绪忽

视、认知忽视和社会性忽视，即对幼儿的情绪状

态缺乏共鸣和反应、无法支持和培育幼儿的认知

和教育发展以及无法支持幼儿的人际和社会性

发展［21］。主要养育者与婴幼儿的情感互动是未

来与他人互动的内部工作模式。从亲子互动中，

婴幼儿学会了他是否可以依赖他人来满足自己

的需要，是否可以与他人有效沟通，以及探索自

己的世界是否安全。依恋理论认为，父母与婴幼

儿的关系为其提供了与另一个人形成安全依恋

的第一次机会，理想的特点是温暖、信任、同步性

和互惠性。然而，在婴幼儿阶段被忽视的情况

下，父母或照顾者没有提供建立安全依恋所需的

支架。因此，忽视与幼儿依恋不安全的增加有

关［22］。

忽视与不安全依恋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研究

证实。在一项有关青少年父母忽视与依恋关系

的研究中，发现早年遭受父母忽视的青少年更多

归类于不安全依恋类型［23］。另外一项研究发现，

受到忽视的学龄前寄养儿童中有22%为紊乱型依

恋［24］。主要养育者对幼儿的忽视是一种心智化

失败的表现，无法对幼儿的情绪产生共鸣和镜

映，对幼儿的需求不予以回应。因此，当幼儿渴

望接近主要要养育者寻求躯体和情感需要时却

不被回应，幼儿会知觉到依恋对象无法获得，依

恋系统会长期保持在激活状态并处在高度警觉

状态。这会损害幼儿自尊的发展，认为自己是不

重要的和没有价值的，也会损害幼儿关系中相互

性的发展，损害了思考或行为上的自主性。同时

也导致幼儿情绪调节功能发展受损。

（三）分离

分离一方面是指主要养育者在物理空间距

离层面难以到达幼儿的身边，另一方面也指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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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育者在幼儿身边，但是情感是缺失的。这意味

着，尽管主要养育者是在身边的，但在养育幼儿

的过程中，对幼儿的需求和愿望不能敏感地觉察

和及时回应。这种反应可能源自于养育者自身

情感的贫乏、无力、拒绝依赖以及专注于其他事

情上。任何时候，当幼儿在没有预期以及不情愿

的情况下与主要养育者分离，都会表现出忧虑；

尤其是当幼儿被带到陌生的环境，交给一些陌生

的人照顾时，这种忧虑会变得更加强烈。在这种

情境中，幼儿会经历一系列的体验，从抗议到绝

望，再到疏离。而这三个阶段分别与分离焦虑、

忧伤和哀悼以及防御有关。当一个敏感的、一致

的、连贯的和情感调谐的主要养育者在身边时，

幼儿通常是快乐和满足的，会更自信和更有勇气

探索周围的世界，因为幼儿内心是安全的，主要

养育者也是可以获得的。当母亲离开时，幼儿会

出现分离焦虑，内心高度警觉，期望立即寻找主

要养育者，直到找到主要养育者，内心才能平静

下来。当主要养育者长期与幼儿分开或者在场

但是对幼儿的需求不予以回应，情感缺失都会造

成幼儿内心痛苦、忧虑以及情感疏离。幼儿会慢

慢减少感受和情感的表达，因为在幼儿的内部工

作模型中会预期自己是被拒绝的和不被回应

的。因此，幼儿会过度压抑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与主要养育者保持一种距离。

主要养育者长期情感缺失或拒绝幼儿依恋

会导致幼儿发展为不安全依恋。通过对37名5-9

岁难民儿童的调查研究发现，难民儿童在童年时

期经常与他们的母亲分离并经历长期的母性剥

夺，多发展为不安全依恋类型且以回避型依恋为

主［25］。另外部分养育者难以及时敏感回应幼儿

的情感需求，为了控制幼儿的情绪或行为，回避

与幼儿之间的情感联结，会威胁幼儿如果做得不

够好就会被抛弃。这种分离的威胁会让幼儿内

心感到极度恐惧，长期采用这种方式会导致幼儿

发展为不安全依恋类型。这种分离的威胁形式

主要有四种，一是表现得不够好就会被送走；二

是常用的惩罚手段，留下幼儿独自一人；三是幼

儿如果表现不好，主要养育者就会生病甚至死

亡；四是主要养育者在绝望、愤怒的情绪状态之

下，威胁要放弃家庭。这样的分离威胁在日常生

活中很常见，不管是出于惩罚目的还是偶然发

生，这对于幼儿来说都是极度可怕，内心感到恐

惧不安的，对安全依恋的发展具有阻碍作用。

（四）丧失

幼儿丧失主要养育者相对于与主要养育者

的暂时分离来说具有更为严重的伤害，因为丧失

意味着与主要养育者的永久分离。主要依恋对

象的死亡或者幼儿被遗弃导致幼儿无法再向主

要养育者寻求依恋保护，幼儿内心世界是非常绝

望、痛苦和悲伤的，处于哀伤阶段。一般情况下，

当幼儿丧失主要养育者时，其他养育者会选择推

迟告诉幼儿真相或者解释为睡去了或者去了很

远的地方。而且其他养育者通常不在幼儿面前

谈论此事以及自己的感受，担心会让幼儿悲伤。

然而，幼儿很快就会识别其他养育者的信号，如

果其他养育者害怕表达感受，幼儿也会压抑自己

的感受。幼儿内心的悲伤无法言语，长期压抑，

没有办法完成对丧失主要养育者的哀悼。在这

种情境之下，可能会导致幼儿及其今后表现出严

重的自杀倾向、高程度的焦虑型依恋、严重的抑

郁状态以及人格障碍等［26］303。

丧失主要养育者让幼儿内心感受到焦虑、恐

惧、被抛弃、自责、内疚以及没有价值，会导致幼

儿发产为不安全型依恋类型。通过对60名6-10

岁孤儿的调查研究，发现有43名孤儿的不安全依

恋得分高于临界值，表现为不安全依恋类型［27］。

丧失对于幼儿来说被剥夺了与主要养育者的情

感和认知互动，生活在非常脆弱的情感环境之

中。缺乏与主要养育者的情感联结以及过早地

与家庭分离，导致这些幼儿发展出很多情感障

碍，如社会不一致，怀疑和悲观、退缩、不安全感、

攻击性、焦虑和抑郁。在这些孤儿的广泛问题

中，弱的社会技能、不安全感以及因过去的不良

行为会导致其发展为不安全依恋类型［28］。

三、幼儿安全依恋发展的对策

（一）敏感觉察和及时回应幼儿的需求

日常生活中的关系和事件提供了在所有阶

段发生改变和成长的机会，因此对于主要养育者

来说，需要在日常与幼儿互动的过程中，敏感、正

确的觉察到幼儿的需求并能及时回应幼儿。主

要养育者对幼儿情感反应的品质决定了幼儿不

同依恋类型的发展。敏感、及时回应幼儿需求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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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养育者能够缓解和调节幼儿的痛苦感，同时

也可以放大幼儿的积极情感。因此，幼儿在这种

依恋关系中体验到自己的情绪可以得到调节。

与他人的联结是放松、舒适和愉快的，对自己的

感受是被爱的、被接纳的、有价值的和有能力

的。在这种良好的亲子情感互动中，幼儿会体验

到表达自己的感受可以带来积极的结果、自己可

以影响他人以及特定的情感可以引起特定的反

应。接下来通过一个亲子互动片段的分析看如

何敏感和及时回应幼儿的需求。

小A，男，3岁。在玩滑梯的过程中不小心摔

了一跤，趴在地上，哭了起来。这时母亲看到了

并没有做什么，只是对小A说：“赶紧起来，谁让你

自己不小心的！”。

在这样一个很短的亲子互动片段中，我们可

以看出母亲并没有觉察到小A的情感需求，以一

种忽视和批评的态度来进行回应。小A此时此刻

内心应该是感到非常难过和委屈的。如果这种

拒绝和忽视的回应方式是长期的，会让小A无法

发展出情绪调节的策略，因为对于小A来说缺少

资源去应对，无法从母亲身上内化如何处理这种

情绪的能力。可能会导致小A在以后与人互动的

过程中压抑自己的需求和情感表达，潜意识中会

觉得需求是不会得到回应的，自己也不值得被别

人回应，发展出回避型依恋。如果是一个具有高

敏感性，高心智化和安全依恋类型的母亲也许会

走上前并把小A扶起来并搂在怀里说：“哦，摔疼

了，是不是？现在一定感到很难过吧？来，妈妈

抱一抱。”在母亲的行动和情感回应层面，母亲能

够敏感地觉察到小A的需求并帮助小A去识别、

命名和表达情感，有利于促进心智化能力的发

展，也能让小A感受到自己是有价值的，会得到母

亲的回应。在这样的亲子情感互动中，小A会逐

渐内化母亲身上这种心智能力，形成一种具有适

应性、建设性和灵活性的内部工作模式。在与他

人互动的过程中，也会采用这种模式建立关系。

父母能够对幼儿的情绪信号进行觉察和及

时反应，这会促进亲子依恋关系的发展，而且能

够培养出相互强化、协同增效的关系。父母及

时、敏感地回应幼儿的需求，会加固与幼儿之间

的情感联结。相应的，幼儿会把父母体验为安全

港和安全基地，去获取、调节、分辨和使用自己的

情绪体验。这样的情感互动关系为幼儿的情绪

体验留出空间，并且帮助幼儿明白这些情绪体验

的意义。因此，这种情感调节的模式既塑造关系

模式，也被关系模式所塑造。

（二）高质量的陪伴

在依恋关系中，幼儿安全依恋的形成依赖于

主要养育者与幼儿之间高质量的情感互动。高

质量的陪伴是指主要养育者在与幼儿互动的过

程中，能够全身心地投入，与幼儿同调，情感调

谐。在这个过程中，主要养育者能够涵容、抱持

和镜映幼儿的内在状态，促进幼儿安全依恋的发

展［29］。在与主要养育者情感互动的过程中，幼儿

会把一些自己无法承受的负性情绪投射给父母，

如果主要养育者无法承受和容纳这一部分并以

拒绝和攻击性的方式回应幼儿，会造成幼儿内心

世界的混乱。一个富有支持性的主要养育者可

以从心理上涵容幼儿的负性情绪体验，通过自己

的内部加工，能够以一种幼儿能够接受的方式呈

现给幼儿。对幼儿显露出来的内在状态产生共

鸣，予以反思和表达，可以逐渐让幼儿觉察自己

的情绪状态，并且这些情绪是可以被识别和分

享，有利于促进幼儿安全依恋的发展。在日常陪

伴幼儿的过程中，高质量地陪伴重点在于情感互

动和交流，而不是陪在幼儿身边但不参与幼儿活

动和情感互动。接下来通过一个亲子互动的片

段来分析和解释如何进行高质量的陪伴。

小B，女，3岁2个月。母亲下班以后，小B想

让母亲陪自己玩积木。母亲坐在小B的旁边，掏

出手机刷视频，偶尔拿起一块积木递给小B。整

个过程，母亲跟小B之间很少有言语对话，沉浸在

自己的世界里。小B试图去拉母亲的手，想让母

亲参与到积木活动中，但被母亲拒绝并说：“你自

己玩就行了。妈妈上了一天班，已经很累了。你

还要怎么样？妈妈不是已经陪你了嘛！”。小B有

些不开心，一个人坐在地上孤单的玩着积木。

在这个亲子互动片段里，母亲虽然人在身

边，但并没有发挥一个母亲的功能。母亲沉浸在

自己的世界里，与小B的情感联结是断裂的。当

小B向母亲寻求依恋时，得到的却是拒绝和指

责。此时此刻，母亲不但没能涵容和镜映小B的

内在状态，反而还要小B来容纳自身的情绪。如

果母亲长期采用这种本末倒置的方式与小B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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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小B可能无法对自己内在的状态进行觉察、反

思和表达，形成回避型依恋。在意识层面，小B会

觉得自己是好的，强大的和完善的，其他人则是

不可信的、依赖人的、不足的。在无意识层面会

伴有不安的感觉，即自我是依赖、无助和无能力，

而他人对自己的反应可能是拒绝的、冷漠的、忽

视的和惩罚的。这种不安全的依恋内部工作模

式可能会导致小B与人保持距离、控制和自我依

赖，形成独立性的个性特点。但这种独立是一种

病态的独立，是对依恋的防御，抑制依赖他人而

激活早年痛苦的情绪体验。

如果是一个高心智化水平的母亲，也许会放

下手机，全身心参与到幼儿的活动中，母亲的表

情、动作、眼神与幼儿是一致的，幼儿也能感受到

母亲的积极参与和陪伴，亲子双方内心感受到的

是愉快和满足。如果母亲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或

者很疲乏无法陪伴幼儿，母亲可能对幼儿说：“宝

贝，妈妈知道现在你很想让我陪你玩，不能陪你

玩会让你感到有些失落和生气。但是我现在很

累，需要休息。你看这样，等妈妈休息完以后再

陪你玩。”在这样的对话中，母亲表达出了自己的

躯体感受和需要，同时也能镜映幼儿不能被陪伴

时的内在感受，帮助幼儿识别和区分这种情绪体

验，帮助幼儿内在世界的发展从简单走向复杂，

从笼统走向分化。

（三）加强自我觉察和反思，提升养育功能

主要养育者与幼儿之间的情感互动模式来

源于自身早年经历。如果主要养育者的依恋内

部模式是有问题的，那么主要养育者就会无意识

地采用早年父母与自己互动的模式与幼儿进行

互动，也会导致幼儿发展出不安全的依恋类型，

这就是依恋创伤的代际传递。因此，对于不安全

依恋类型幼儿的主要养育者来说，需要在日常生

活中，不断觉察和反思与幼儿的互动模式，尝试

改变自己，依恋创伤才会终止在自己身上。主要

养育者对自己和幼儿互动模式的觉察和反思需

要增加对自己的了解、把握为幼儿所营造出来的

现实、思考如何看待幼儿并且负责任地承担起对

幼儿的期待。如果主要养育者感受到自己和幼

儿之间的互动模式有问题但又不知道问题在哪

里以及如何做的时候，可以尝试接受心理咨询，

参加一些亲子工作坊或一些亲子心理干预项

目。这有助于提高主要养育者对于幼儿所发出

信号的敏感度，并更加恰当地回应那些信号，那

些与幼儿离开去探索世界以及回来寻找安抚相

关的信号；提高主要养育者反思自己以及幼儿与

其依恋—养育互动有关的行为、想法以及感受的

能力；提高反思自身的成长经历对于现在养育模

式的影响。接下来通过一段在心理咨询中一位

来访者所描述的亲子互动片段来对亲子互动模

式进行分析和探索。

C，男，32岁，大学教师。有一个孩子，小D，

男，2岁5个月。C在谈到与儿子关系的时候说：

“不知道为什么，当小D靠近我的时候，我不想去

抱他，有一种想要推开他的冲动。有一次我正在

电脑面前工作，小D一直过来让我陪他玩，但我

工作还没有做完。当时很生气，觉得他一直在捣

乱，就对他吼了一声。然后小D哭了起来，站在

原地不知所措，看起来很害怕。这时妈妈走过来

把小D抱走了。事后感到很内疚，但不知道该如

何跟小D相处。

在这个亲子互动片段中可以看出小D只是想

要与C一起玩耍，但C却主观投射，扭曲了小D的

想法，认为他就是在捣乱。C无法容纳小D投射

过来的负性情绪，并且以一种强烈的具有攻击性

的方式返还给小D，这让小D无法对这些强烈的

情绪进行加工和处理，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想

要靠近父亲，寻求建立关系，但另一方面父亲又

是一个令人感到恐惧的对象，想要逃离。因此，

生物学上注定的安全港同时又是惊恐的来源，幼

儿既不能趋向也不能逃开其依恋对象。长期如

此，很容导致小D发展为混乱型依恋。追寻C的

成长经历，就可以理解为什么C想要推开小D，为

什么无法容纳孩子投射过来的负性情绪。C在12

岁以前都是和父母一起住，但父亲因为工作原因

经常不在家。上初一时，父母就双双外出打工，

经常一年回来一次或者寒暑假的时候C会去父母

打工的城市。从初一到研究生毕业，C都是住在

寝室，没有什么朋友，感到很孤独。C是回避型依

恋，从总体上把对感受的觉知，特别是与依恋有

关的感知降到最低。把自己否认的需求、脆弱和

愤怒都投射到别人身上。将自己的注意从依恋

体验中调离，使得自己和他人以及自身最深切的

渴望保持距离。回避型依恋的个体用回避和压

12



王振宏，段姗姗：幼儿安全依恋发展的风险因素及对策研究总38卷

抑的防御机制来拒绝依恋，既不想依赖他人，也

不想他人依赖自己，始终保持一种坚强、自给自

足和独立的状态。当自己依赖他人，会无意识觉

得自己无能；当他人依赖自己，会无意识觉得他

人无能。经过咨询师的诠释，C开始对自己和孩

子的互动模式以及自己与父母互动的模式有所

洞察和转变。也许当C能够开始思考自己和孩子

互动的模式时，他就可以对当下的亲子关系进行

觉察，进行有意识地控制和调节，选择一种更具

有适应性和灵活性的方式与孩子建立关系。也

许可以发展到一种具有敏感性、连贯性和一致性

的状态并这样回应孩子：“宝贝，爸爸知道你现在

很想让我陪你玩，因为你已经半天没有见到爸爸

了。但是爸爸现在很忙，需要先完成工作任务。

我知道，现在不能立即陪你玩会让你感到有些着

急，甚至有些生气。但爸爸答应你，等会儿忙完

了一定陪你玩。”或者可以忍受不立马完成工作

所带来的焦虑从而抽出30分钟陪伴孩子玩耍。

四、结语

幼儿安全依恋关系的发展是一个过程，需要

在日常亲子情感互动中慢慢培养。主要养育者

需要敏感，准确的觉察到幼儿的需求并能够及时

回应，同时可以涵容、抱持和镜映幼儿的内在状

态（需要、感受、想法、意图、打算等），另外也能够

对自身与幼儿的互动模式进行觉察和反思。在

这样的状态下，可以促进幼儿自我，心智化，安全

依恋和心理健康的发展。主要养育者无需过度

焦虑，做一个“足够好”的养育者即可，提供足够

但不会太多的抱持，既不忽略，也不会过度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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