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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基于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和玛丽·安斯沃思（Mary Ainsworth）的依恋理论，深入探讨了

依恋类型对青少年同伴关系所产生的实质性影响。依恋类型（安全型、焦虑型和回避型）在从婴儿期到青春

期的关系动态塑造中起着关键作用。本文深入研究了依恋类型与青少年同伴互动之间的复杂相互关系，为理

解这一关键人生阶段的社会关系发展提供了重要见解。在青春期，依恋对象由主要的照顾者逐渐转变为同伴

和浪漫对象。安全依恋与青少年的恢复力、情绪调节能力以及自尊水平密切相关，使他们能够自信地处理同

伴关系。相比之下，具有焦虑型或回避型依恋的个体在建立和维持积极的同伴互动方面面临诸多挑战。安全

依恋为信任、情绪弹性以及积极的同伴互动奠定了基础，而不安全依恋则带来了复杂性和挑战。这种影响还

延伸到青少年的自尊和心理健康领域，安全依恋与焦虑和抑郁的发生率的降低相关。未来的研究应探索依恋

类型的跨文化差异，并制定促进青少年安全依恋的干预措施。本研究为培养健康、积极的同伴关系提供了理

论基础，有助于青少年的全面发展，揭示了依恋类型与青少年同伴关系之间复杂而动态的关系，强调了依恋

理论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深远影响及其在塑造人类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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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依恋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依恋理论最早由约翰 - 鲍尔比（John Bowlby，1969）提出，对于理解人际关系至关重要。鲍尔比强

调，从婴儿期到成年期，人类天生就需要安全的依恋，这种依恋是认知和情感发展的基础。安全依恋使

个体能够探索环境、建立自尊并发展认同感（Bowlby，1969）。依恋可以根据关系的质量进行分类。

安全型依恋以信任、舒适和一致性为特征，被认为是最有益的依恋类型，能促进人一生的积极发展

（Ainsworth et al.，1978）。相反，不安全依恋则表现为焦虑矛盾型、焦虑回避型或无组织型，每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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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对情绪和社会福祉产生不同的影响（Main & Solomon，1986）。了解这些依恋类型对于研究它们在

青少年同伴关系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1.2  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同伴关系的独特作用

青春期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其特点是追求自主和身份的形成。在这一时期，同伴关系的影响越

来越大，为个人和情感的成长提供了重要的空间。这些关系有助于青少年发展社交技能、建立自我概念

和尝试独立（Collins & Steinberg，2006）。这些关系的质量是由早期的依恋模式决定的，对青少年的心

理健康和心理功能有重大影响（Allen et al.，2007）。安全依恋的青少年通常会形成更健康、更具支持性

的同伴关系（Laursen & Collins，1994）。相反，不安全的依恋会导致青少年在处理同伴关系时遇到困难。

例如，具有焦虑—矛盾依恋的青少年可能会表现出对同伴的过度依赖，而具有焦虑—逃避依恋的青少年

可能会在情感表达和亲密关系方面挣扎（Berndt，2002）。这些动态强调了了解依恋类型与青少年同伴

关系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性。

2  理论框架：依恋理论

依恋理论由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提出，玛丽·安斯沃思（Mary Ainsworth）对其进行了扩

充，为理解个人在一生中所形成的情感纽带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这一框架强调了人与生俱来且基于进

化的动力，即寻求与依恋对象的接近和情感联系（Bowlby，1969）。鲍尔比认为，依恋关系为探索和情

感调节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照顾者的角色至关重要，他们提供保护和情感支持。

依恋行为，如哭泣和寻求安慰，是儿童用来保持与照顾者亲近的策略，尤其是在遇到困难时（Bowlby，

1969）。安斯沃斯的研究，尤其是她的“陌生情境”研究，进一步完善了依恋理论，确定了不同的依恋

类型：安全型、焦虑型和回避型。

2.1  安全型依恋

安全型依恋的特点是儿童与照顾者之间存在一种信任、稳定的情感纽带。安全型依恋的儿童以其照

料者为安全基地，自信地探索周围环境，并在需要时寻求保证（Ainsworth et al.，1978）。他们通常会产

生强烈的自尊心、同理心以及对人际关系的积极期望，从而影响他们与同伴的互动（Laursen & Collins，

1994）。

2.2  焦虑型依恋

焦虑型依恋的特点是需要不断地安抚且难以分离。具有这种依恋风格的儿童会表现出依恋和对被遗

弃的高度焦虑（Ainsworth et al.，1978）。具有焦虑型依恋的青少年在朋辈关系中经常表现出类似的行为，

他们会寻求确认，并变得过度依赖朋友，这可能会影响人际关系（Allen et al.，2007）。

2.3  回避型依恋

回避型依恋的特点是情感上的距离感，倾向于自给自足，而不依赖照顾者的情感支持（Ainsworth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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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1978）。具有回避型依恋风格的青少年可能会发现很难在同伴关系中表达情感和发展亲密关系，从

而影响他们友谊的质量（Berndt，2002）。

依恋理论的原则与青少年的同伴关系尤其相关。随着青少年逐渐走向独立，同龄人之间的互动成为

核心，而早期的依恋策略会对这些关系产生影响（Collins & Steinberg，2006）。安全型依恋的青少年通

常会形成更健康、更具支持性的同伴关系，表现出更强的社交能力和同理心，从而建立牢固且持久的友

谊（Laursen & Collins，1994；Allen et al.，2007）。与此相反，那些依恋风格不安全的青少年可能会面

临各种挑战，例如焦虑矛盾型青少年的过度依赖，或焦虑回避型青少年在情感亲密方面的困难（Berndt，

2002）。

依恋理论为青少年如何处理同伴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尤其是在解决冲突、情感表达以及平衡依

赖性和独立性方面（Laursen & Collins，1994；Allen et al.，2007；Berndt，2002）。它强调了早期依恋模

式和同伴互动动态之间的相互作用，为研究青少年同伴关系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理论框架。

总之，由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提出并由玛丽·安斯沃思（Mary Ainsworth）扩展的依恋理论，

为理解个人与照顾者和同伴之间形成的情感纽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早期的依恋方式深刻地影响着

青少年的同伴关系，塑造着这些互动的质量和动态。认识到依恋理论的作用对于探索青少年同伴关系的

复杂性至关重要。

3  研究方法

本节概述了用于探讨依恋方式在青少年同伴关系中作用的研究方法。为了全面了解这些动态变化，

我们采用了比较研究和文献综述等方法。

3.1  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将系统地探讨安全型、焦虑型和回避型依恋方式对青少年同伴关系的影响，重点是冲突的

解决、情感的表达以及关系的依赖性或独立性。本研究旨在比较这些依恋方式对同伴关系质量的影响。

这将通过横向、纵向和跨文化比较来实现，从而提供一个全面的视角。横向比较可提供依恋风格的快照，

纵向比较可追踪随时间的变化，跨文化比较则可探讨文化的影响。数据收集包括通过自我报告、同伴评

价和行为观察进行的结构化访谈和评估。统计分析将有助于进行比较，加深对依恋理论及其对青少年同

伴关系影响的理解。

3.2  文献综述

全面的文献综述将为研究构建一个理论框架，并为实证研究结果提供背景资料。系统性综述将从学

术期刊、书籍以及 PsycINFO、PubMed、Scopus、Web of Science（WoS）和 Google Scholar 等数据库中收

集相关文献，重点关注过去二十年的出版物。综述将涵盖依恋理论、青少年发展和同伴关系，探讨依恋

理论的历史演变、其在青少年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对同伴关系的影响。文献综述旨在提供理论基础和框架，

以便与实证研究结果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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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伦理方面的考虑

伦理方面的考虑至关重要，涉及对文献和数据来源的伦理处理。本研究坚持学术诚信，确保正确引

用和准确表述原始资料。当涉及未成年人时，需要保护参与者的隐私并确保其自愿参与。本研究强调道

德标准，避免干扰参与者的自然行为，确保研究的完整性、透明度以及参与者的福祉。

3.4  局限性

承认每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对于提高研究的透明度和有效性至关重要。横断面研究可能只能提供依

恋方式和同伴关系的快照，而纵向研究则面临着参与者保留和随时间推移可能发生的变化等挑战。跨文

化比较可能会遇到文化偏见。综合定量和定性数据的混合方法可以解决这些局限性，从而加深理解。研

究人员的偏见、研究对象的反应性以及研究结果对特定环境的普遍适用性等局限性已被认识到，这就强

调了需要一种深思熟虑的综合方法来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和有效性。

4  青春期的依恋类型：比较分析

4.1  比较分析

鲍尔比（Bowlby）和安斯沃斯（Ainsworth）提出的依恋理论对于理解青少年与照顾者及同伴之间的

情感纽带至关重要。本节将对青少年的安全型依恋、焦虑型依恋和回避型依恋进行比较。

4.1.1  安全型依恋

安全型依恋的特点是与照顾者之间有很强的情感纽带。具有安全型依恋的青少年通常表现出情绪

复原力、有效沟通能力以及建设性冲突解决能力（Allen et al.，2007；Laursen & Collins，1994；Sroufe，

2005）。

4.1.2  焦虑型依恋

具有焦虑型依恋的青少年可能会表现出过度依赖、害怕被抛弃以及情绪波动，进而影响同伴关系

（Ainsworth et al.，1978；Berndt，2002；Shomaker & Furman，2009)。

4.1.3  回避型依恋

回避型依恋的青少年通常会呈现出情感上的距离感，以独立为优先考量，难以形成紧密的联系，从

而影响同伴关系（Ainsworth et al.，1978；Allen et al.，2007；Berndt，2002）。

4.2  依恋普遍性比较

4.2.1  安全型依恋的普遍性

安全型依恋是青少年中最为常见的依恋类型，与支持性强、稳定的友谊以及有效解决冲突有关

（Laursen & Collins，1994；Sroufe，2005）。

4.2.2  不安全型依恋（焦虑型和回避型）的普遍性

焦虑型和回避型等缺乏安全感的依恋方式也较为普遍，这导致了同伴关系中复杂的动态变化。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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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混合型依恋风格的青少年可能会寻求支持，但在情感亲密关系方面却面临困难（Allen et al.，2007；

Shomaker et al.，2009)。

4.3  现实世界中同伴关系中依恋类型的实例

4.3.1  安全型依恋

具有安全型依恋风格的李华（仿名）在同伴关系中表现出自信和情绪稳定。她能够坦诚地与人沟通，

并通过妥协来解决冲突，因此她是一个值得支持和信赖的朋友。

4.3.2  焦虑型依恋

王宇（仿名）有焦虑型依恋倾向，他过分依赖朋友，害怕被抛弃，由于总是需要得到确认，导致情

绪波动且朋友关系紧张。

4.3.3  回避型依恋

刘洋（仿名）具有回避型依恋的特点，她将独立放在首位，因此在情感上与同伴保持距离。她很难

表达自己的情感，这使得她的朋友很难与她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

5  依恋与同伴互动研究

了解依恋风格如何影响同伴间的互动对发展心理学至关重要。此节将重点分析中美两国同伴互动中

的安全型、焦虑型和回避型依恋行为，揭示潜在的跨文化差异。

5.1  安全型依恋

具有安全型依恋的青少年会表现出合作、移情以及有效沟通等积极行为，从而在美国和中国建立起

支持性的同伴关系（Allen et al.，2007；Chen et al.，2005；Kerns et al.，2017；Li et al.，2017）。安全型

依恋的青少年会建设性地解决冲突，并保持稳定、令人满意的同伴关系，这与促进和谐的文化价值观是

一致的（Verschueren & Klimstra，2018）。

5.2  焦虑型依恋

具有焦虑型依恋的青少年表现出依赖性和害怕被抛弃，不断寻求同伴的安慰。这种行为会使人际关

系变得紧张，但其表现形式可能因文化而异。在美国，焦虑型青少年表现出依恋和情绪波动，而在中国，

强调人际关系的文化影响了这些动态（Chen et al.，2017；Kerns et al.，1996；Ma et al.，2018；Waters & 

Cummings，2000）。

5.3  回避型依恋

回避型依恋的青少年将独立性放在首位，表现出情感疏离，从而影响同伴关系。在美国，受个人主

义价值观的影响，他们经常回避情感表达和支持（Kerns et al.，1996；Markus & Kitayama，1991）。在中

国，强调集体主义与和谐的文化影响了他们的同伴交往，强调自给自足和情感克制（Chen et al.，2017；

Wang，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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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和中国，安全型依恋促进了积极的同伴行为和结果。相比之下，焦虑型依恋和回避型依恋则受

到文化背景的影响，带来了挑战。了解文化框架内的依恋动态对于促进健康的青少年同伴关系至关重要。

6  依恋类型与解决同伴关系中的冲突

依恋方式深刻地影响着青少年处理同伴关系中冲突的方式，从而产生积极或具有挑战性的结果。理

解这些模式对于促进健康的同伴交往至关重要。

6.1  安全型依恋

具有安全型依恋风格的青少年通常展现出有效的冲突解决技巧。他们会进行坦诚的交流，与同伴产

生共鸣，并寻求建设性的冲突解决方案（Allen et al.，2007）。这些青少年将冲突视为个人成长和关系发

展的机遇，而不是对情感纽带的威胁（Kerns et al.，2017）。

6.2  焦虑型依恋

具有焦虑型依恋风格的青少年可能会因害怕被拒绝和被抛弃而在解决冲突方面挣扎，从而引发情绪

反应（Kerns et al.，1996）。研究表明，这些青少年经常会过度寻求保证，并且可能会发现达成双方都

满意的解决方案具有挑战性（Laible et al.，2000）。

6.3  回避型依恋

具有回避型依恋风格的青少年倾向于以情感疏离的方式来处理冲突，通常会避免表达自己的感受，

并将独立性置于解决冲突之上（Kerns et al.，1996）。这种方法可能会阻碍冲突的有效解决，因为它可

能会导致问题得不到解决，以及人际关系中的情感距离（Kerns et al.，2011）。

6.4  国际视角和案例研究

跨文化的研究支持这些发现。例如，在美国和瑞典，安全型依恋都被认为能促进冲突的有效解决

（Sroufe et al.，2005；Ruffman et al.，2019）。同样，日本的研究表明，焦虑型依恋与冲突期间情绪反应

性的增强相关（Takahashi et al.，2017）。在埃及，具有回避型依恋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回避冲突，导致紧

张关系得不到解决（Ahmed et al.，2018）。

7  依恋类型与同伴接纳

幼儿时期形成的依恋方式对青少年如何体验同伴接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安全型依恋、焦虑型依

恋和回避型依恋会塑造人际交往并影响社会接纳。

7.1  安全型依恋

安全型依恋的青少年一般都能获得积极的同伴接纳，这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形成情感平衡且相互信任

的关系（Allen et al.，2007）。他们在处理冲突和建立相互支持的友谊方面的能力提高了他们的受欢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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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Kerns et al.，2017）。

7.2  焦虑型依恋

具有焦虑型依恋风格的青少年可能会在被同伴接纳方面遇到困难。他们害怕被拒绝和抛弃，这

往往会导致社交焦虑，使他们更难维持积极的同伴关系（Laible et al.，2000）。这种模式在包括美国

和日本在内的不同文化中都是一致的，焦虑型青少年由于缺乏安全感而难以被同伴接纳（Takahashi & 

Kikusui，2017）。

7.3  回避型依恋

回避型依恋对同伴接纳的影响较为复杂。有些青少年可能会表现出独立性，不寻求同伴的认可

（Ahmed et al.，2018），而有些青少年则可能会经历社会隔离，难以形成有意义的人际关系，从而对同

伴接纳产生负面影响（Kerns et al.，2011）。

7.4  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表明，安全型依恋普遍增强了同伴接纳。例如，涉及美国和中国青少年的研究发现，安全

型依恋与较高的社交能力和同伴接纳有关（Chen et al.，2005；Li et al.，2017）。相比之下，焦虑型依恋

的青少年由于社交焦虑，往往面临较低的同伴接纳度（Ma et al.，2018）。回避型依恋的结果各不相同，

有些青少年表现出自立，有些青少年则在社会关系中苦苦挣扎（Kerns et al.，2011）。

8  依恋风格和同伴关系中的文化和性别差异

8.1  文化差异

安全型依恋：集体主义文化，如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强调安全的家庭依恋，这对同伴间的互动产生

积极影响（Chen et al.，2005；Takahashi & Kikusui，2017）。在这些文化中，安全型依恋与较高的同伴

接受度和社交能力相关（Li et al.，2017）。

焦虑型依恋：西方文化注重个人主义，因此焦虑型依恋程度相对较高，这导致在同伴关系中出现害

怕被拒绝并产生社交焦虑的情况（LaFontana & Cillessen，2010）。

回避型依恋：在美国等个人主义文化中，回避型依恋可能与独立性有关，而在集体主义社会中，回

避型依恋可能被视为缺乏社交技能或情感疏离（Ahmed et al.，2018；Kerns et al.，2011）。

8.2  性别差异

安全型依恋：女性通常表现出更高水平的移情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这有助于形成安全型依恋和支

持性的同伴关系（Laible et al.，2004）。

焦虑型依恋：研究表明，女性倾向于表达更多的焦虑和对被拒绝的恐惧，从而导致更高水平的焦虑

型依恋（Kerns et al.，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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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型依恋：在社会化过程中，男性一般较少表达情感，这可能会引发回避型依恋行为（Kerns et 

al.，2017）。

9  对心理和家庭管理干预的影响

9.1  依恋研究的实际应用

安全依恋与心理健康：安全依恋与积极的心理健康结果有关，如较低的焦虑和抑郁水平（Simpson et 

al.，1992）。以依恋为基础的疗法，如依恋家庭疗法（ABFT），已被证明是有效的，尤其是在治疗青少

年抑郁症方面（Diamond et al.，2010）。

不安全依恋与心理健康风险：不安全的依恋方式会增加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Li et al.，

2017），这凸显了在治疗中识别和解决这些模式的重要性。

9.2  培养安全依恋的策略

促进青少年安全依恋的策略包括开放式沟通、营造关爱环境、让青少年参与决策以及使用基于依恋

的干预措施。

研究表明，有效的沟通（Allen & Land，2013）、良好的环境（Waters & Cummings，2000）以及在

自主性和安全依恋之间取得平衡（Steinberg & Silverberg，1986）对于培养安全依恋至关重要。

10  结论

依恋类型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同伴关系，并塑造他们的互动方式。早期的依恋模式对这些关系有着直

接而持久的影响。安全依恋通常促进亲密、信任、有效沟通、情感支持以及高质量的友谊。影响安全依

恋与同伴互动关系的其他因素包括父母教养方式、心理健康和教育。安全依恋培养心理韧性、信任和情

绪调节能力，而不安全依恋则使这些领域变得复杂。安全依恋的青少年通常拥有更健康的同伴关系，表

现为信任、有效沟通和冲突解决，同时参与亲社会行为。相反，具有焦虑型依恋者可能在情绪波动和寻

求社会支持方面遇到困难，而具有回避型依恋者则表现出情感退缩和不愿建立深度联系。依恋类型还影

响青少年的自尊和心理健康。安全依恋与较高的自尊和适应力相关联，并能减少焦虑和抑郁；而不安全

依恋则与情绪困扰和不适应的应对策略相关。

早期的依恋经历对青少年的同伴关系具有长期影响。童年时期所形成的内部工作模式指引着青少年

在同伴互动中的期望和行为。安全型依恋者通常以自信、信任以及情感弹性来处理这些关系，而不安全

型依恋者则可能在信任、情感表达以及冲突解决等方面遇到困难。父母、照顾者以及教育者在培养安全

依恋和健康同伴关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敏感且具有回应性的照料能够促进安全依恋，即使是不易亲近

的父母，也能从其他照料者的支持中获益。教育者通过营造包容的课堂环境以及与学生建立安全的依恋

关系，可以进一步促进青少年的社会和情感发展。

促进青少年之间的安全依恋至关重要，因为同伴关系是主要的支持系统。具有安全依恋的青少年能

够体验到更为积极、支持性强且令人满足的同伴互动，进而对自尊和情绪健康产生积极影响。他们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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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适应能力得以增强，心理调节能力也得到提高。

未来的研究应探讨依恋类型的文化和国际维度及其对青少年同伴关系的影响。跨文化比较研究，例

如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比较，能够揭示文化因素如何塑造依恋模式及其对同伴互动的影响。纵向研究可以

追踪依恋类型从童年到青春期的变化，深入了解依恋的稳定性和发展动态。此外，应侧重于发展和评估

旨在促进安全依恋和改善同伴关系的干预措施。基于依恋的治疗和教育项目可以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促进更为健康的同伴互动。

实施循证干预措施对于提高青少年的福祉以及改善同伴关系至关重要。以依恋为导向的育儿工作坊

可以教育父母了解依恋的重要性，并提供敏感照顾的实用指导，旨在增强父母与青少年之间的安全依恋。

教育工作者培训计划则强调教师在培养安全依恋方面的作用，提供创造支持性课堂环境的策略，促进包

容性和情感健康。此外，将同伴关系技能项目融入教育环境，可以帮助青少年掌握有效沟通、解决冲突

以及提升社交技能，使他们能够自信地处理同伴互动并建立积极的关系。认识到依恋类型的影响并实施

这些干预措施，对于促进青少年之间健康、积极且充实的同伴关系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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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Attachment Type in Adolescent Peer Relationship

Cai Yijian

University of Valencia, Valenci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ttachment theory of John Bowlby and Mary Ainsworth,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substantial impact of attachment types on adolescent peer relationships. Attachment types 
(secure, anxious, and avoidant) play a key role in shaping relationship dynamics from infancy through 
adolescence. This in-depth study of the complex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attachment styles and 
adolescent peer interactions provides important insights into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during this critical life stage. During adolescence, attachment objects gradually change from 
primary caregivers to companions and romantic objects. Secure attach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adolescents’ 
resilience,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self-esteem levels, enabling them to confidently handle peer 
relationships. In contrast, individuals with anxious or avoidant attachment types face many challenges 
in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positive peer interactions. Secure attachment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rust, emotional resilience, and positive peer interaction, while insecure attachment creates complexity 
and challenges. This effect also extends to the areas of self-esteem and mental health in adolescents, with 
secure attachment being associated with a reduced incidence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plore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attachment types and develop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secure 
attachment in adolescents. This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cultivating healthy and positive peer 
relationships, contributes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reveals the complex and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achment styles and adolescent peer relationships, and emphasizes the profound 
impact of attachment theory on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and its key role in shaping human development.
Key words: Attachment type; Teenagers; Peer relationship; Mental health;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