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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主要探究婴幼儿多重依恋关系的社会适应意义，全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描述多重依恋关系的背景

信息，分别对婴幼儿依恋和多重依恋的相关概念进行简要澄清。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婴幼儿多重依恋关系的社会适应意义，首

先描述不同依恋风格对婴幼儿社会适应性发展的不同影响；其次重点对多重依恋关系下不同依恋风格对婴幼儿社会适应发展

影响的可能产生的三种作用模式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澄清多重依恋关系对幼儿社会适应的作用及意义。

Abstract:	The	present	research	wa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o	describe	the	significance	of	infants’	multiple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	
to	social	adjustment.	The	first	part	mainly	described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multiple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	briefly	clarified	
the related concepts, characteristics and attachment styles of infants’ attachment and multiple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 The second 
part	mainly	discussesed	the	social	adjustment	significance	of	multiple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	in	infants.	Firstly,	briefly	described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different attachment styl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fants’ social adaptability; secondly, focus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hree possible modes of action of different attachment styles on social adaptation and development under multiple 
attachment	relations	in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further	clarified	the	role	and	significance	of	multiple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	to	
social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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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婴幼儿多重依恋概述
1.1 依恋的含义

依恋是指个体与生活中的特定对象（如养育者）之间存

在的一种稳定、深厚且持久的情感联结 [1]。它在个体的婴儿

时期建立，在婴幼儿与其养育者不断互动的过程中逐步形

成。依恋关系建立的过程会让个体形成一种看待人际关系的

内部工作模式，反映个体对依恋关系双方的情感联结程度和

心理预期性质的心理表征，包括婴儿对依恋对象是否亲密可

靠、自己是否可爱以及这段关系是否安全的认知表征。婴幼

儿依恋关系的发展是构成其他社会人际关系的基础。

不同于其他人际关系，依恋关系典型的特征包括以下四

点 [1]：第一，寻求亲密，即处于依恋关系中的个体会对依恋

对象有追求亲密感的需求；第二，安全基地行为，即处于依

恋关系的个体会将与依恋对象形成的这段关系作为一个安

全基地来探索世界；第三，避风港行为，即处于依恋关系的

个体在感到不安全或威胁时，会倾向于靠近依恋对象，以获

得舒适和安心；第四，分离焦虑，即除非个体与依恋对象的

分离是出于自愿的，否则处于依恋关系的个体会将与依恋对

象的分离视作十分痛苦的过程。

1.2 多重依恋的含义
随着接触范围的不断扩大，婴幼儿通常会有不止一个依

恋对象（如祖父母、年长的哥哥姐姐、老师等），因此形成

了多重依恋关系。研究者将婴幼儿与多个不同对象形成强烈

持久的情感联结现象称为多重依恋关系 [2]。多重依恋关系的

发展对婴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婴幼

儿感受到不安全时，可以从不同依恋对象身上获得安慰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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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婴幼儿依恋关系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非社会性阶段（0~6 周），该阶段的婴儿不会对客体进行社

会性区分，对任何信息皆会做出反应；第二阶段是未分化的

依恋阶段（6周~8个月），该阶段的婴儿开始发展社会性反应，

但没有特定对象，对任何人都能展示微笑；第三阶段是分化

的依恋阶段（8 个月 ~2 岁），该阶段婴儿开始形成特定于

养育者的依恋关系，与母亲分离会表现出抗拒行为，开始对

陌生人产生警惕；第四阶段是多重依恋阶段（2 岁及以后），

该阶段婴儿开始形成非特定于养育者的依恋关系，即可以与

其他人建立深厚持久的依恋联结。对于分化的依恋阶段和多

重依恋阶段到底是同时发生还是先后发生，不同的幼儿似乎

存在不同的情况。多重依恋关系既有可能是先后继时形成，

也有可能是同时形成 [3]。

1.3 依恋及多重依恋的类型
依恋关系的质量受婴幼儿对依恋对象的情感联结方式和

程度所影响。婴幼儿在与不同的依恋对象互动的过程中会产

生不同程度的情感体验，表现出不同的依恋行为模式，进而

形成不同的依恋类型。Ainsworth 等人设计实验 [4]，通过观

察婴儿在陌生情景中与母亲分离和重逢的行为反应以及对

陌生人的接纳度等行为指标，将婴儿的依恋类型归纳为三

类：第一类是安全型依恋，即婴儿面对分离会表现出焦虑和

苦恼，但当与母亲重逢时，会立即寻求与母亲亲近，容易被

安抚；第二类是不安全—回避型依恋，即婴儿面对分离不会

表现出太多的焦虑和苦恼，并且当与母亲重逢时，会对母亲

采取回避态度或者短暂接近一下又走开；第三类是不安全—

反抗型依恋，即婴儿面对分离会表现出极度苦恼和强烈的反

抗行为，但当与母亲重逢时，会表现出既想要与母亲亲近又

反抗和发怒的矛盾行为。然而，在随后的研究中发现，还有

一些儿童的依恋类型不在上述三种类型描述范围内，会对母

亲的分离和重逢都表现出冷漠的态度，这些儿童与前述几种

依恋类型的儿童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曾有被忽视或被虐待

的经验 [5]。

在多重依恋关系下，婴幼儿对不同依恋对象所产生的依

恋类型可能是相同的，也可能是不同的。有研究发现，约

40% 的儿童对母亲和父亲的依恋模式不同，即对母亲是安全

型依恋的儿童可能对父亲表现出不安全型依恋，或者相反 [6]。 

这与不同依恋对象在与儿童互动过程中所采取的行为模式

不同有关。有证据表明，成人对儿童的需求越敏锐，越有助

于增加幼儿安全型依恋形成的几率 [7]。一般来说，母亲更注

重满足儿童的情感需求，父亲则更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探索

能力，因此前一种行为模式更能增加婴幼儿对依恋关系的安

全感 [8]。除了互动质量，婴幼儿与依恋对象“相处时间的长短”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依恋类型，但影响程度因依恋对象的

不同而不同。例如，儿童与祖母的依恋关系会受“相处时间”

影响，表现为“相处时间”越多，儿童与祖母间依恋关系的

安全性越高 [9]。

2 多重依恋的社会适应意义
2.1 依恋与社会适应

婴幼儿的依恋关系是个体获得最初社会性联结和情感社

会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早期人际交往经验的基础，对毕生的

情绪和社会适应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依恋关系与社会适

应性的相关研究发现，安全型依恋风格与社会适应性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而非安全型依恋风格与社会适应性存在显著的

负相关 [10]。婴儿期与母亲形成不安全型依恋风格的个体，

在学龄期更容易产生社会适应不良 [11]，即使成年后可能也

会缺乏在工作环境中取得成功所需的人际交往能力。

相比于不安全型依恋风格对社会性发展的负面影响，安

全型依恋更多地起到了积极的影响。首先，安全型依恋对儿

童的社交能力具有促进作用。儿童在婴幼儿时期与父母建立

安全型依恋关系，其在学前阶段则具有更好的同伴关系与互

惠友谊的数量 [12]。其次，安全型依恋关系可以促进儿童将

来的学校适应。与正常发育的儿童相比，有学习障碍的儿童

的依恋安全性普遍较低，社会信息处理能力较差 [13]。值得

注意的是，有研究表明，儿童与学前教师的依恋关系也会影

响其学校适应能力，表现为可以预测小学儿童与教师关系的

质量以及他们在学业和社会上的成就 [14]。

为什么安全型依恋关系有助于儿童社会适应能力发展

呢？首先，个体会将在安全型依恋关系中获得的强联结感和

安全感迁移到社交关系和社会环境中，更倾向于认为周围的

人际和环境是值得信赖的，这些正面的内部工作模式会促进

个体的亲社会态度和行为，进而促进个体的社会交往。其次，

安全依恋的个体能够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他人的需要上，

并且及时回馈和准确共情，从而促进其亲社会行为 [15]。

2.2 多重依恋对幼儿社会适应的影响模式
对于婴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是否存在哪种依恋关系起关

键作用呢？还是会受到不同依恋关系之间的交互影响？对

于这些问题，研究者们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假说，即分级结构

假说、独立结构假说和整合结构假说。

分级结构假说认为，在婴幼儿的多重依恋关系中，存在

一种关键性的依恋关系（一般指与母亲的依恋关系）对婴幼

儿的心理及社会性发展起主导和决定性作用，并影响其他依

恋关系的互动过程和质量 [16]。该假说得到了部分研究证据

的支持。例如，相对于其他依恋关系，婴幼儿对母亲的依恋

关系受“相处时间”的影响程度更低 [17]，这表明婴幼儿对

母亲的依恋关系更为稳固。此外，相比于父子依恋，母子依

恋更能预测儿童各方面能力的发展 [18]。因此，虽然还没有

充分的证据表明是否存在一段主导依恋关系，但可以确定的

是，目前的研究结果挑战了“母子依恋完全主导”这一论断。

如果要证明分级结构假说成立，还需进一步研究证明具有主

导作用的母子依恋关系在哪些情况下不如父子依恋关系影

响更大以及哪一种依恋关系具备主导作用。

独立结构假说反对依恋关系有层级之分的观点，认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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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依恋关系都对婴幼儿社会适应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并且

是相互独立、互不影响的。然而，研究无法完全排除其他依

恋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且也难以解释，为什么两种依恋关系

的风格相同和不同时，所产生的影响在某些条件下相同某些

条件下不同的现象。整合结构假说在前两种假说的基础上进

行调和与更新，并提出完全不同的观点。该假说认为婴幼儿

可以将多个依恋对象的一致或不一致的早期互动经验协调

统合到一个依恋内部表征结构中，为儿童建构自我和周围世

界的内部工作模型提供一个核心参考模板。

另有研究表明，相同的依恋风格会产生正向或负向的叠

加效应。其中，安全型依恋风格的作用权重更大。当婴幼儿

对父母中的一方存在安全型依恋风格时，它的正面影响也会

“部分”补偿不安全型依恋风格所引发的负面影响，甚至“只

对父母其中一方表现出安全型依恋风格”的儿童可以表现出

和“对父母双方都表现出安全型依恋风格”的儿童相似的社

会性发展水平。也就是说，表现出某一方的安全型依恋风格

所引起的正面影响“完全”补偿由另一方的不安全型依恋风

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这并不能运用于所有多重依恋

关系。当母子依恋为不安全型而祖孙依恋为安全型依恋风格

时，祖孙依恋不能对母亲的不安全型依恋起到补偿作用。因

此，多重依恋关系下，不同依恋风格之间的作用受依恋对象

或依恋关系的权重影响。

3 结语
综上所述，论文认为，整合结构假说更能代表多重依恋

关系对社会适应的作用模式，但该假说仍存在一些问题尚不

清楚，如不同依恋风格之间的作用是否受依恋对象或依恋关

系的权重影响？如果是的话，影响这一权重的因素又是什

么？这些问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以明确其合

理性。尽管多重依恋关系对儿童社会适应性的作用模式尚未

完全清晰，但它有助于个体发展出灵活的人际关系图式，使

其具有更少的社会适应焦虑和更多的社会适应积极性，对个

体的人格与社会性发展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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