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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早期家庭教养实践尤其需要聚焦微观教养事件的理性阐释，以及针对具体教养现象提出指导建议。以极具精神分

析色彩的“真实自体”理论为例，其独特的话语体系、思想框架能为早期家庭教养理论和实践提供参考。温尼科特认为“真实自

体”是来源于生命核心的、个体独有的、原创的部分。母婴关系对于婴儿“真实自体”的发展极为重要，理想的母婴关系促进其

发展，反之则会催生与之相对的“虚假自体”。在母婴关系中，母亲理解、抱持、关注、热爱和理智的态度将有利于个体“真实自

体”的发展。

关键词：真实自体；虚假自体；母婴关系

中图分类号：G61 G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22）08-0001-05

PDF获取：http://sxxqsfxy. ijournal. cn/ch/index. aspx doi：10. 11995/j. issn. 2095-770X. 2022. 08. 001

Rational Care in Early Family Upbringing
—Based on Winnicott’s“Real Self”Theory

LU Xiao-ping
（Xi’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Xi’an 710062，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the early family upbringing practice especially needs to focus on the ra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micro upbringing
events and the guidance and suggestions for specific upbringing phenomena. Taking the "Real Self" theory with a strong psychoanalytic
color as an example，its unique discourse system and ideological framework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early family paren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Winnicott argues that the“Real Self”derived from the core of life，of which the individual and original part. Mom-Infant rela⁃
tionship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fant’s“Real Self”. Good Mom-Infant relationship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However，the negative Mom-Infant relationship will creates the“False Self”. In the Mom-Infant relationship，mom’s understanding，
embracing，thoughtful，devoted and rational attitude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Real Self”.
Keywords: Real Self；False Self；Mom-Infant relationship

2019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家庭为

主，托育补充”的基本原则，强调“加强对家庭婴

幼儿照护的支持和指导”。［1］大量的研究表明，家

庭教养沟通方式与孩子的人格发展、心理健康、

自尊水平、行为问题以及其他方面发展结果都紧

密相关［2］。在针对3岁以下婴幼儿的早期家庭教

养中，这种效应更为明显且意义深远。0-3岁婴

幼儿期是个体终身发展史上最典型的飞速发展

时期，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和发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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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时期。随着现代教育、心理科学的发展和普

及，人们已经能在认知和情感层面就早期教养的

重要性达成最广泛的共识，建构最强烈的动机。

然而，目前国内对于 0-3岁家庭教养中内容层面

的研究相对匮乏，尚不能对家庭提供支持和行之

有效的指导［3］。研究者指出，我国 3岁前儿童家

庭教养存在一定程度的教养困难，实践中家长由

于专业知识不足等原因，极易陷入非理性的盲目

焦虑［4］。目前，早期家庭教养实践所需要的除了

宏观的立场和原则外，还有内容层面的指导，尤

其是聚焦微观教养事件的理性阐释，以及针对具

体教养现象的指导和建议。

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学派针对早期家庭教养

实践有过大量的实践和探索，研究结果具有较强

的针对性和指导性，能够为我们的实践提供参

考。客体关系学派认为生命早期是人格发展的

最初阶段，最需要关注的是良好的家庭照护。母

亲作为婴幼儿最重要的客体，其意义甚至超过表

现为生物驱力的力比多。以克莱因和温尼科特

等为代表的心理学家秉持客体关系为核心的发

展动力观，针对以“母—婴”为主要内容的早期客

体关系做了大量探索。以温尼科特的“真实自

体”理论为例，该理论透过细微的日常观察和理

性的分析，描述了在生命最初阶段，个体在与母

亲的互动中逐步建立自我意向并获得自我独立

的过程。母亲的敏感性、包容度等人格特征以及

日常照护中的一言一行，深刻地影响婴儿最初关

于自体的意向，影响其人格建构和情感发展。目

前，早期教养没有最好的模式，也没有固定的某

一种模式［5］，极具精神分析色彩的“真实自体”理

论以其独特的话语体系、思想框架为我们提供了

认识早期家庭教养的独特视角和思路，其自体发

展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时间节点和标志性事件等

内容，能够给为早期家庭教养实践提供参考。

一、“真实自体”与“虚假自体”

温尼科特通过大量的观察和实践提出了有

关个体精神生活产生以及自体形成的理论［6］215，

“真实自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温尼科特

认为“自体”是自我的核心，对自我的发展有着重

要作用。其中“真实自体”来源于生命核心的人

格结构，是一种原初的东西，个体自发性的动作

和个人观点皆由此出［7］65。当婴儿出现自发性动

作和反应时，这些自发性动作的创造者就是“真

实自体”。而“虚假自体”则是个体对外部刺激的

顺应，来源于个体调整自己以适应外部环境的生

物本能。“真实自体”作为个体的内在核心，界定

了每个人生活的真实感和生命的意义，使个体能

够建立明确的自信，感受到自己的力量，体会到

自己的存在。可以说“真实自体”是个体成其为

自身的开始。而过早的“虚假自体”则会使个体

因过于关注外部对象世界而迷失自我，远离生命

的核心和生命的意义。在客体关系中，虚假自体

会顺应环境的需要而建立虚假的关系，这种关系

缺少真诚的特征，与“仿佛”人格相似，皆表现出

“似是而非”的特征。人格结构中的虚假自体就

如同一副“面具”，掩藏真实自体使其不能正常活

动［8］。

作为个性化的精神结构，母婴关系在自体建

构过程中极为重要，“真实自体”和“虚假自体”的

来源均可追述到生命之初，是婴幼儿在与以母亲

为主的外部客体互动过程中所获得的全部感受

和经验，母亲积极的、即时的反应赋予婴儿自发

动作以意义，在此基础上“真实自体”就开始发展

起来，而当婴儿自发性的动作没有得到回应或得

到不恰当的回应时，他们被迫做自我调整，“虚假

自体”由此产生。温尼科特将成年病人身上的虚

假自体障碍和婴儿阶段母婴间的相互作用联系

起来［7］61，让我们看到早期“真实自体”丧失的影

响。正如关于“他者，即地狱”的感悟，过度、过早

的对象关注会使得个体丧失自我，并与赋予生命

意义的核心隔离。当然，“虚假自体”并非毫无价

值，温尼科特理论中同时也指出“虚假自体”的建

设性意义，他认为健康的虚假自体对于个体最重

要的功能就是通过对环境的顺从来掩藏并保护

真实自体［9］。然而对于生命早期的婴幼儿来说，

建立在生物和情感基础上的充分满足和无条件

关注更为重要，直至其获得恒久的情感客体，建

构稳定的人格结构。

二、母婴关系与“真实自体”

温尼科特非常重视早期家庭教养中母亲的

角色，他秉持客体关系为核心的发展动力观，从

母婴关系视角出发诠释个体的心理和人格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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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他认为母婴关系是一切客体关系的基础，是

所有人际关系的原型。婴儿在与以母亲为主的

客体环境互动的过程中萌生了最早的自体心理

表象，理想的母婴关系促进“真实自体”的发展，

而不良的母婴关系则会导致“虚假自体”的产

生。前者是欲望和意义的真诚源泉，后者是被迫

过早应对外部世界而形成的顺从自我［8］。在理想

的母婴关系中，母亲全神贯注的关注，无条件的

满足给婴儿创造一种类似错觉的“全能感”，也就

是说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护，使得婴儿甚至没有意

识到这种关照的存在，他们会误以为是自己创造

了一切，并因此而产生一种主观上的全能的感

觉。在这种理想的环境中“真实自体”得以显现

和展开。而在不够理想的母婴关系中，婴儿的愿

望一开始就被拒绝或忽视，因而他们不得不衍生

出通过调整自己去适应环境和抚养者的能力，

“虚假自体”由此产生。温尼科特认为如果母亲

不能为婴儿提供一个自我可在其中自由发展的

空间，相反婴儿需要对母亲和外部环境做出适应

和妥协，他们会产生内心冲突，进而发展出虚假

的自体。母婴关系影响着包括“真实自体”在内

的各种心理特点、人格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温尼科特在《父母—婴儿关系的理论》中提

到“足够好的母亲”的概念 ，温尼科特认为“足够

好的母亲”能够在母婴关系中提供和创造“促进

性的环境”，同时，作为环境的要素之一，共同构

成“真实自体”孵化的温床。这里“促进性的环

境”既包括了物质环境也包括了精神环境，后者

指母亲对婴儿全力以赴的照看，高度敏感性的和

持续的关注，用温尼科特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

“原初母爱贯注”的状态。在这种足够好的促进

性环境中，婴儿将感觉与情感的体验整合在一

起，开始形成健康的自体［10］。反之，随之发展出

来的只能是“虚假自体”。

三、良性母婴互动促进“真实自体”发展

（一）理解：一种理性的诠释

不少人主观地把婴儿期理解为一段懵懂无

知、单纯美好的幸福时光。然而在心理学家眼

里，婴儿期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冲突、挣扎、甚至

生死纠结的时期。客体关系理论的另一代表人

物克莱因认为，出生就是婴儿经历的第一次创

伤，他们充满了恐惧以及被迫害、被攻击的担

忧。然而这仅仅才是开始，婴儿凭借着幼小柔弱

的身躯努力地适应着纷乱而无序的外部世界。

可能只有温尼科特定义的“Good Enough Mother”

才能给予他们最大的支持和帮助。

婴儿表达需求的方式有限，理想的照护一定

是基于母亲主动对婴儿的理解、认知和诠释。对

于成年人，婴儿期可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存

在。从个体发展角度，每个人都是曾经的婴儿，

但是，在经过数次结构性转换而达成的成人精神

世界里［11］，生命早期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发展经

历早已随时间的潮水褪去，几乎不可能在意识层

面上被重拾了。面对“婴儿为什么哭闹？”“为什

么反抗？”“为什么攻击？”“情绪是生理反应还是

心理需要？”“要求该被无条件满足还是适当限

制？”等具体的问题时，母亲更需要主动去学习婴

儿、观察婴儿、了解婴儿并找到答案。作为在母

婴关系中母亲处于有力量的、发起的、强势的和

主导的一方，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诠释决定了我

们对婴儿的态度，以及后续的教养策略。从这个

意义上，“Good Enough Mother”是能正确理解和

诠释婴儿内心世界并提供适宜支持的人。

（二）抱持：一种包容的态度

抱持的态度类似于人本主义流派提倡“无条

件的积极关注”，指母亲对于婴儿各种特质性和

情境性状态的接受，并赋予安静和耐心的情感支

持。温尼科特认为：“对于一个儿童来说，要成长

以便能够发现其本性的最深刻部分，必须有人受

到蔑视甚至有时受到憎恨且他无须担心关系存

在彻底破灭的危险”。［12］215养育实践中，天真可爱

的婴儿也常常是各种问题的“制造者”，他们会无

休止的哭闹、理直气壮的任性、会毫不妥协拒绝、

莫名其妙的攻击，许多时候他们的行为常常令人

心烦，许多要求是命令式的，而且本人经常也不

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13］。

抱持的基础是超越基于成人世界的价值审

视和基于现实社会的逻辑考量，从一种纯粹的发

展的立场去认识这些现象。例如，婴儿半夜的哭

闹，他们不会考虑到“是否会吵醒邻居”“是否会

影响父母”或者“我的照看者已经精疲力竭了”诸

如此类的问题，他们仅仅是某种生理或心理需求

没有得到满足时的体现。母亲需要认识到，如果

禄晓平：早期家庭教养中的理性关照 3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2年第8期

对这些纯粹生物的现象做过多的道德预设和道

德审视就很难真正保持“抱持”的态度。温尼科

特的理论中，母亲全能的抱持能够给婴儿构筑安

全的心理空间，在其间婴儿的“真实自体”能够得

到充分的发展。如果母亲对婴儿的状态表现出

反感或不接受，甚至反击则会破坏婴儿的全能感

建立，导致“虚假自体”的出现。

（三）关注：一种贯注的姿态

温尼科特认为不关注和心不在焉的母亲是

婴儿成长过程最大的破坏者，好的母亲最大的作

用在于把婴儿“自己还给自己”。其实这也就是

我们所说的“贯注”的状态，当婴儿从母亲的表

情、体态、动作反应看到或感受到母亲对他的关

注时，他（她）也就能够感觉到自我的存在、自我

的力量以及自我的价值。这种关系正如黑格尔

在《美学》中提到的例子“……如同一个小男孩把

石头抛进河水里，去看水中所现的圆圈时，表现

出来充满兴奋的惊奇感。因为他觉得这圆圈是

一个作品，在这作品中他看出了自己活动的结

果，看到了自我创造的力量……”。［14］312而不关注

的母亲则让婴儿无从觉察自己的所在。

现代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常游历在以语言

为基础构筑起来的精神世界，缺席于生活其中的

现实世界，这一特点表现在母婴关系中就是母亲

的游离状态。很多时候表面上看在照顾婴儿的

母亲，并不能真正的做到“在场”。实际上她可能

正沉浸自己的内部世界或者其他更有吸引力的

事情。温尼科特认为，这时候婴儿被照看，却没

有被关注到，也就是说被看（look）却没有被看到

（see），这对于他们“真实自体”的发展是破坏性

的，他们会因为没有得到来自环境的反馈而被迫

在无意识状态下做出自我的调整，这种状态恰恰

关照了“虚假自体”的发展。

（四）热爱：一种感情的基调

对于后代的爱来源于遗传基因所携带的先

天禀赋，是人的本能。温尼科特认为母亲对婴儿

有一种“原初母爱贯注”的状态，这种状态发生在

健康母亲的身上，类似于一种症状，是一种倾向

于被压抑而无法在此阶段过后被回忆起来的症

状。因此，母亲对婴儿的爱是由深厚的生物内驱

力所决定的，来自生命最初的爱是个体和人类道

德的原型，会成为人类一切爱的根基［15］。

然而现代社会背景下，许多情景中的母亲往

往会自觉或不自觉的从这种“原初母爱贯注”的

状态中撤退。究其原因，可能有社会支持缺乏、

生活工作压力过大等客观原因，也可能有观念认

识局限、理论指导匮乏等认知原因。因此，对早

期家庭教养实践的理性关照就显得更为重要。

我们更应该意识到，对婴儿的爱以及基于爱的教

养，除了是一种本能之外，更是一种责任，是一种

义务，这对于尚且不具有自我主张能力的婴儿来

说是至关重要的。温尼科特有一句著名的话“没

有婴儿这回事”。生命早期的经验会在婴儿及其

终身的心理发展、行为模式、人格结构等方面打

下深深的烙印。在母婴关系中，母亲作为主导的

一方有责任营造理解、抱持、关注、热爱和回应的

母婴关系，这是对婴儿原初心理和能力的高度认

同，也是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在“足够好的母

亲”所创造的充满“爱”环境中，婴儿的“真实自

体”自会蓬勃生长。

（五）回应：一种理性的决策

理性的母婴互动关系中，母亲处于积极的准

备状态，关注并回应婴儿的意愿和行为，从而使

得婴儿能够感知到自己的存在和存在的力量。

“回应”和“干涉”同样是基于关注，具有反馈的性

质，然而二者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出于对婴

儿的尊重和对个体独立性的主张，而后者则是出

于母亲的立场而不是婴儿的需要。在这个问题

上温尼科特和人本主义相似，秉持相信个体潜能

的观点［16］，主张“回应”而不是“干涉”。

过渡干涉和缺乏关注一样，对于幼儿真实自

体的发展是破坏性的。现实中常常见到有的母

亲或祖辈对婴儿有着过于狂热的爱和不适宜的

关注，表现出来的就是干涉。照护者不停的提醒

婴儿“看看这边，快看那个……”“这个叫红色，那

个叫白色”“这个该这样玩，那个是可以拆开的

……”“这个是不适合孩子玩的，那个小朋友更喜

欢……”，并且得意于婴儿对这些内容习得和遵

从。这种状态表面上看来也是对于婴儿的关注，

或者实现了所谓“早期智力开发”功能，然而这和

我们所提倡的理念却大相径庭。过多的建立在

非理性基础上的干涉以及“智力开发”和温尼科

特所说的“心不在焉”的母亲一样，事实上是妨碍

了婴儿“真实自体”的发展。对此温尼科特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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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智力分裂”的概念，他认为，过早开发婴儿期

的思考、比较、理解等能力，会导致某些将大脑发

挥到最大限度的人拥有的是心神不宁、缺乏安全

感的智力，这种智力掩藏着某种程度的剥夺。”［7］60

理想的母婴互动应该是理解和诠释基础上的回

应，而不是盲目的“干涉”。

促进儿童早期的家庭教育指导事关我国托

育体系建设整体质量，更关系“三孩”这一重大历

史性的人口与生育政策的持续优质实施［17］。在

早期家庭教育实践中，除了对婴儿基于本能和情

感的照护之外，对具体照护内容的理性认识和反

思也是很有必要的。当前早期家庭教养研究领

域，具体内容层面的探讨相对匮乏、零散且缺乏

系统性，对具体实践的指导性和针对性有限，导

致部分家庭教育指导流于形式［18］，不能满足家长

的需求。温尼科特关于母婴关系和“真实自体”

的理论和实践，为早期家庭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

视角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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