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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亲子依恋关系在儿童与青少年的成长轨迹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与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紧密相连。

在当今社会背景下，儿童与青少年群体面临着日益增多的抑郁症状挑战，这些症状的加剧不仅影响深远，

甚至导致了自残与自杀等极端事件的频发。鉴于此，亲子依恋关系作为诱发儿童、青少年抑郁情绪的一

个重要因素，其重要性不容忽视。本文旨在深入探讨亲子依恋如何影响少年儿童抑郁症状的出现与发展，

并聚焦于家庭层面，为促进少年儿童心理健康、构建和谐亲子关系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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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rent-child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growth trajectory of chil-
dren and adolescents, and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individual mental health. In today’s social context,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re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 of increasing depressive symptoms, which 
not only have far-reaching effects, but even lead to the frequency of extreme events such as self-
harm and suicide. In view of this, the importance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as an im-
portant factor inducing adolescent depression can not be ignored.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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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ly explore how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ffect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olescents and children, and focus on the family level, actively seek and elaborate a 
series of effectiv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aimed at alleviating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olescents, 
in order to promote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and provide beneficial references and inspirations 
for building a harmonious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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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问题提出 

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最初由英国杰出心理学家鲍尔比(Bowlby)在 1969 年提出，他创新性地

引入了“依恋”这一概念，并剖析了婴儿与其主要照顾者之间那种积极的、特殊的联系(国焕，2018)，鲍

尔比提出婴儿在这一过程中会逐步构建出一种人际关系的“内部工作模式”，这种模式根植于早期经历

中的关爱与信任体验，进而在个体的成长道路上扮演核心角色，塑造着其亲密关系的建立与维系，深远

影响着个体的终身发展轨迹。Ainsworth 在 1978 年基于鲍尔比的理论，进一步细化了依恋的分类体系，

为理解和研究依恋的多样性提供了重要工具(康恒源，2019)。 
在少年儿童的发展过程中，亲子依恋关系对少年儿童心理发展有重大影响。它不仅深刻影响着少年

儿童的心理健康，还与抑郁症状联系紧密(赵凤青等，2022)。有研究表明，个体早期所体验的依恋关系质

量，是其日后心理健康与人格塑造的重要预测因素(Ainsworth & Bowlby, 1991)。抑郁症状的出现，往往与

早期形成的不安全依恋模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关联，揭示了依恋关系在心理健康维护中的关键作用

(Spruit et al., 2020)，因此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需营造安全型的家庭环境(袁港轩等，2023)。通过研究

并改善亲子依恋关系，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减少青少年抑郁的发生，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的稳定和

谐发展做出贡献。 

1.2. 研究意义 

1.2.1. 家庭层面 
良好的亲子依恋关系有助于预防青少年抑郁，这对于家庭的和谐稳定至关重要。一个家庭中，如果

青少年心理健康，没有抑郁等问题，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会更加融洽(胡义秋等，2023)。父母能够更好地

享受亲子关系带来的幸福和满足感，家庭氛围也会更加温馨。 
亲子之间有着积极的依恋关系时，家庭中的沟通渠道畅通，父母能够及时了解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并

给予满足，同时青少年也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支持，这有助于提升整个家庭的凝聚力和幸福感。相反，

如果青少年出现抑郁问题，家庭往往会陷入紧张和焦虑之中。父母可能会因为担心孩子的状况而产生巨

大的心理压力，家庭关系也可能因为孩子的病情而变得紧张和压抑。处理青少年抑郁问题需要家庭投入

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这对家庭的经济和资源也是一种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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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学校层面 
健康的亲子依恋关系下成长的青少年，往往具有较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和社交能力，在学校中能够

更好地适应学习和社交环境(肖遥，2020)。他们更有可能积极参与课堂活动、与同学建立良好的人际关

系，从而提高学习成绩和学校的整体教育质量。而抑郁的青少年可能在学校表现出学习困难、旷课、与

同学关系紧张等问题，这不仅影响他们自身的发展，也会对学校的教学秩序和学习氛围产生负面影响。

了解亲子依恋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可以帮助教育工作者更好地识别那些可能存在心理健康风险的学

生，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如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与合作，共同改善亲子关系，促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

展。 

1.2.3. 社会层面 
青少年是社会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良好的亲子依恋

关系有助于培养健康、积极向上的青少年，他们将成为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力量。此外，一个社会中青

少年心理健康水平高、家庭关系和谐，也反映出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发展质量。 

2. 抑郁相关理论 

2.1. 进化心理学视角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抑郁症可能是一种进化机制支配的行为反应。由进化机制支配的依恋和

社会地位行为可能是某些严重抑郁症的基础，尤其是与长期压力相关的抑郁症。虽然抑郁症有不同的性

质，但某些核心症状是为了调节行为、情绪以及传达对威胁的敏感性而进化形成的，如行为退缩、低自

尊、快感丧失等(刘歌，赵山明，2010)。 

2.2. 人格视角 

不同的人格特质可能使个体对抑郁症具有不同的易感性。例如，神经质人格特质较高的人更容易体

验到负面情绪，情绪稳定性较差，往往更容易陷入抑郁状态。研究表明，人格与多种精神疾病相关，而

抑郁症与其他精神疾病多存在共病现象(李彧等，2019)。 

2.3. 认知视角 

贝克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了抑郁症的认知理论，其中的“认知”指认识活动或认识过程，包括信

念、思维和想象。首先是“抑郁认知三联征”，它描述了抑郁症患者常见的三种负面思维模式：关于自

我、世界以及未来的消极看法。其次是“认知歪曲”，指的是患者在处理信息时出现的逻辑错误或不合

理思维。“自动性思维”是指那些快速、无意识地浮现于脑海中的想法，这些想法往往基于过去的经验，

并可能影响当前的情绪和行为。最后，“潜在的抑郁性认知图式”则是指个体内心深处长期形成的、与

抑郁情绪相关的认知结构或模式(Beck, 1976)。 
抑郁的归因模型，是另一个强调认知加工在抑郁中作用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对于生活中重要

事件的归因方式，对抑郁的产生、严重程度以及持续时间具有显著影响。特别是那些持有消极归因风格

的人，他们更倾向于关注消极事件，并将这些事件的原因归结为持久且普遍存在的因素，这种归因方式

容易导致绝望感，进而引发动机减退、认知扭曲以及情绪低落等抑郁症状。此外，塞利格曼提出的习得

性无助理论进一步补充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当个体经历一系列无法控制的挫折后，会逐渐形成一种无

助感，感觉自己无法掌控生活中的重要事件。这种无助感的累积，最终可能导致抑郁情绪的产生。因此，

根据这一理论，抑郁的根源部分在于个体对挫折事件的应对方式和归因风格(张骏，杨彦春，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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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亲子依恋与儿童抑郁的关系 

3.1. 儿童抑郁 

抑郁症状一般在儿童期或青少年早期出现，是学龄期儿童最常见、危害严重的心理情绪问题(刘小燕

等，2019)。抑郁被定义为一种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存在的消极思维感受，这一现象在我国儿童群体中尤为

显著，其流行率已超过 10% (沈彦等，2021)。若未能及时采取有效干预措施，抑郁将深刻影响儿童的学

习与生活，乃至延续至青少年及成年阶段，对其心理社会功能造成长远的不利影响(Copeland et al., 2021; 
姚文玉等，2021)。抑郁不仅伤害孩子的幼小心灵，更糟糕的是常引起附带的行为问题，如尿床、多动、

脾气坏、逃学、学习成绩差、犯罪以及其它身心问题，严重影响儿童的成长(兰晓雁，2005) 
抑郁症通常展现出“外向型”和“内向型”两种表现形式。前者可能会表现出情绪失控，如乱发脾

气、歇斯底里、烦躁不安，甚至带有攻击性行为；而后者则倾向于表现出沉默寡言、反应迟钝、情绪低

落、兴趣缺失以及自我封闭等症状(刘律廷，2015)。研究认为，儿童抑郁障碍患者发病更隐匿，与低落

情绪相比，“易怒–敌对”模式更加常见(Evans & Fite, 2018)。儿童抑郁症状是影响儿童青少年身心健

康不可忽视的问题，而且近年来发生率呈逐步增长趋势，对儿童自身、家庭和社会危害巨大(刘小燕等，

2019)。 

3.2. 亲子依恋对儿童的影响相关理论 

3.2.1. 生态系统理论 
布朗芬布伦纳的生物生态学模型强调个体与其最直接生活环境中的人和物的相互作用(Bronfenbrenner 

& Morris, 1998; Mercon-Vargas et al., 2020)，是个体成长最为关键的影响因素。在这一框架下，家庭就成

为儿童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因素。家庭系统内，父母与儿童的互动对儿童的整体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随着儿童出生并逐渐成长，他们与父母之间通过频繁的互动建立起一种深刻且持久的情感纽带，这被称

为亲子依恋(徐健捷等，2023)。 

3.2.2. 经典依恋理论 
亲子依恋是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根据经典依恋理论，这种与父母之间的依恋模式塑造了

儿童内心关于自我和他人的认知框架：在安全稳固的依恋关系中，儿童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同

时相信他人是值得信赖的；反之，若缺乏这种安全稳定的依恋，儿童可能会形成消极的内部认知模式，

对自我和他人产生负面评价，导致抑郁等相关症状(Ainsworth & Bowlby, 1991)。进而引发一系列消极的

情感体验、认知偏差和行为模式，这些最终可能成为抑郁症状的前兆或表现。高质量的亲子依恋关系有

助于儿童形成积极的情感发展模式，增强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不良的亲子依恋可能导致儿童在情

感上缺乏安全感，影响其情感表达和调控能力。 

3.3. 亲子依恋对儿童的影响相关研究 

大量研究已经明确指出了较低的亲子依恋水平是儿童抑郁症状出现和加剧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

(Spruit et al., 2020)。依恋理论深入探讨了儿童与不同抚养者之间(特别是父母)可能形成的多重依恋关系，

这些依恋关系各具特点但又相互交织，共同塑造着儿童的心理与社会发展轨迹。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对

儿童抑郁症状均有积极影响。 
父母教养方式中父亲理解型教养方式对子女的抑郁有较强的预测作用(王极盛，丁新华，2003)。在传

统家庭角色分工的观念下，母亲往往被视为儿童抚养与照护的主要承担者，而父亲则更多地在社会经济

层面发挥作用，相对较少直接参与儿童的日常教养活动，这导致了父子依恋水平相较于母子依恋而言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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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较低(侯芬等，2018)。实证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显示儿童在与母亲的互动中展现出更高的参与

度和更强烈的积极情绪，而母亲也倾向于在亲子互动中投入更多，采用更多积极的教养策略，母子依恋

水平高于父子依恋水平(徐健捷等，2023)。 

4. 亲子依恋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 

4.1. 青少年抑郁 

青少年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日常生活中要面对家庭、学业以及人际关系等多方面的压力，

抑郁的易感性增强。根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的数据，我国青少年中抑郁的检出

比例达到了 14.8%，其中重度抑郁的比例为 4.0%。有抑郁症状的青少年对其父母的安全依恋更少(Armsden 
et al., 1990)。 

青少年抑郁常伴有严重的社会心理损害和并发症状，如焦虑、孤独、低自尊和绝望等。青少年抑郁

与吸烟、药物滥用、攻击、逃学、违法、自伤和自杀行为等行为有关(刘丹，2006)。青少年抑郁可能引发

的自我伤害和自杀行为难以完全预防，但通过早期识别并及时干预其症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类

行为的发生(吕鑫等，2024)。 

4.2. 初中生抑郁症状与依恋 

青少年在 13~15 岁的初中生时期，正处于从儿童期转向青少年时期，身心都经历着重大改变，学业

上的压力骤增，需要应对更加复杂和深入的学习内容，同时身体上的变化也会给他们困扰。此外，这一

阶段的青少年也开始面临成长过程中的挫折感，如自我认同的探索、社交关系的建立与维护等(邱燕，2022)。 
近十年来，初中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中，抑郁为 24% (张亚利，靳娟娟，俞国良，2022)。这一阶

段学生们普遍步入了青春期，这是一个身心迅速发展的阶段，充满了诸多变化。在这个阶段，他们渴望

减少对成人的依赖，追求更多的独立与自主。然而，他们处理各种现实问题的能力尚不成熟，同时又不

愿意向父母和老师寻求帮助。因此，经常面临内心的矛盾和现实中的挫败，使得他们感到更加无助和孤

独。在心理上，他们可能会经历一段暂时的混乱期，难以接纳自己，也无法有效地应对外界的压力，从

而可能引发抑郁症状的出现。 

4.3. 高中生抑郁症状与依恋 

高中生正处于身心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这种急速变化使他们较容易陷入抑郁状态。抑郁不仅会对

高中生的学业成绩和学校生活各方面产生负面影响，还可能在他们成年后引发成瘾、焦虑等严重的心理

问题，从而对个体的身心发展造成长期且持续的消极影响(刘鑫，2023)。 
高中生亲子依恋水平整体中等略偏下，但仍表现为信任与沟通多于疏远(康恒源，2019)。高中生自我

意识增强，与父母交流趋向内隐，导致亲子依恋水平略有下降。性别上，亲子依恋无显著差异，男女均

受家庭重视。年级上，高一年级亲子依恋水平高于高二、高三年级(徐航航，2022)，因高一新生对高中生

活充满好奇，愿与父母分享趣事，且父母投入更多关注；而高二、高三年级学生家长更关注学习，亲子

日常沟通减少，关系疏远。非离异家庭学生的父亲依恋和母亲依恋均高于离异家庭学生，女生的母亲依

恋优于男生，非独生子女的母亲依恋优于独生子女(王悦，2024)。 

4.4. 大学生抑郁症状与依恋 

大学是抑郁的高发阶段。大学生的抑郁易感性可能与其遗传、环境因素有关，特别是社会心理因素

的影响(陈乐程，2022)。在这一关键的人生过渡时期，大学生正努力确立自我同一性，但这一过程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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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甚至引发角色混乱，从而让他们内心感到困惑和不安，情绪低落。此外，大学生在离开父母后，需

要独立应对学业压力、自我管理挑战，以及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同时他们还渴望情感发展。尤其是就

业压力和对未来方向的不确定性，这些都可能给大学生带来巨大的心理负担，从而导致抑郁的发生(Peng 
Zou et al., 2018)。 

鲁小华等(2006)用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RC)对大学生群体的依恋类型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安全型所

占比例为 28.1%~61.5%，倾注型为 21.3%~25.1%，冷漠型为 11.9%~25.6%，恐惧型为 5.2%~27.0%。周婵

等人(2007)的研究指出，消极的依恋关系模型会导致个体采取消极的应对策略，加深压力困扰，产生更多

负面情绪和抑郁情绪。依恋关系作为人际关系的一种，早期形成的依恋模式会影响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模

板和情绪状态。不安全的依恋关系会降低个体的情绪管理技能和社交能力，强化消极的人际交往模板，

从而最终产生抑郁(顾思梦，杜文东，2014)。 
此外，研究还发现，与父母建立良好依恋关系的青少年在心理健康方面表现更好。这些青少年在遇

到问题时更愿意与父母交流，而父母也会给予他们支持，有助于防止情绪进一步恶化。亲子依恋中的情

感温暖有助于青少年保持情绪稳定，体验更多积极情绪，进而增强他们的心理韧性，降低患抑郁的风险

(欧阳爱辉，刘旋，2019)。 

5. 总结 

抑郁障碍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精神心理健康问题，至今仍面临一定的社会误解和偏见。家长们往往

倾向于避免提及，不积极寻求外界的帮助，同时令他们心理压力增大。然而，随着社会生活质量的提升

和儿童保健意识的广泛传播，家长们对孩子的健康问题越来越重视。一旦察觉到孩子可能出现抑郁症状，

他们有可能会过度关注，有时反而会导致他们自身情绪的不良波动。 
随着少年儿童抑郁症发病率上升及发病年龄年轻化，探究父母教养方式、亲子依恋与青少年抑郁的

关系变得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助于提前识别并干预抑郁风险，还为制订心理治疗方案提供科学依据。父

母应调整教养方式，以温暖、支持的态度关爱子女，避免消极、过度保护，鼓励独立探索以增强心理素

质，积极关注孩子的行为表现、自己的心理状态、家庭的整体环境，婚姻关系融洽对少年儿童的心理发

展也起到正向作用。同时，建立适度亲子依恋关系，培养安全型依恋模式，既保持紧密联系又给予成长

空间，减少冲突与压力，营造和谐成长环境，降低抑郁风险，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迎接未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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