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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同伴依恋理论下的青少年内化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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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日益完善，学生心理健

康愈发受到重视。内化问题是青少年常见的心理困扰，因其具有

隐蔽性的特点，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与日后发展产生了长期负面影

响。同伴是学生最主要的人际交往团体，良好的同伴关系有助于

维持与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本研究基于同伴依恋理论的视

角，通过对同伴依恋与青少年内化问题关系的探究，针对性探索

有效的干预方案，为应对学生的心理困扰、提升心理健康素养提

供参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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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少年的内化问题

青少年阶段常见的心理问题可分为两类：一是以外在行为问

题为主的外化问题，主要包括多动、攻击等；二是指向内部、以

情绪或情感紊乱为主的内化问题。相比外化问题，内化问题的外

在表现较不明显，且不会对他人产生直接影响，因此不易被发现，

成为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持久隐患。内化问题会引发压力、主观痛

苦、兴趣丧失、失眠、进食障碍等症状，影响正常的学习、生活；

同时会对个体发展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如自我认同、社会与情

绪功能的发展，并可能发展为抑郁症、焦虑症等临床障碍，增加

成年期罹患精神疾病的风险。

内化问题主要包括抑郁和焦虑。抑郁是一种以心境低落为主

要特征的情绪问题，可伴有兴趣丧失、意志减弱等，其程度从日

常的消极情绪到严重的心境障碍不等，会引发学习、人际交往等

多方面的问题，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其检出率超过 20%；焦虑

是一种指向未来、以紧张不安为特征的情绪，其源于个体对未来

发生的某种威胁与自身状态的认知评价，即个体预感某种负面事

件会发生，而自身难以应对，焦虑使青少年紧张不安、注意力难

以集中、自我怀疑，导致巨大的精神负担，严重影响正常的学习

和生活，据统计我国有超过 50% 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

二、同伴依恋的内涵

依恋最初指婴儿与主要养育者（通常是母亲）之间的强力联

结，这种联结在个体早期形成对自我及周围世界看法的过程中具

有重要意义。依恋模式可大致分为安全型依恋和不安全型依恋。

Ainsworth 通过陌生人情境实验将婴儿的依恋模式划分为安全型、

回避型、焦虑型，其中回避型与焦虑型为不安全依恋。随着依恋

理论的发展，依恋理论发展出内部工作模型，其基于自我模型（自

己是否值得被爱）和他人模型（他人是否值得信任和依赖）两个

维度将依恋模式分为安全型、焦虑型、回避型、恐惧型，其中焦

虑型、回避型与恐惧型为不安全依恋。如果个体的早期依恋需求

得到满足，那么在其内部工作模型中，自己与他人是值得被爱的，

个体对自己和他人都充满积极的情感，这种表现为安全型依恋；

然而，不安全型依恋个体的早期依恋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其内部

工作模型大多是消极的，他们会感到无人照料、不受重视，因此

他们表现得冷漠、退缩、不友好等。这种早期的依恋模式会影响

个体今后亲密关系的建立、维持与发展，例如回避型依恋的个体

倾向于高估亲密关系中对方负面情绪的程度，并容易由此引发自

我的敌意或防御行为；而焦虑型依恋的个体对关系破裂的线索高

度敏感，进而对亲密关系的稳定产生威胁。

尽管亲子依恋对个体影响深远，从儿童晚期开始，同伴对于

个体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一方面，青少年的主要生活环境由家庭

转向学校，与同龄人交往的时间较儿童期显著增加，超过于了与

父母相处的时间；另一方面，青春期是自我意识飞跃的重要阶段，

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发展使青少年开始摆脱父母的控制，对父母的

依赖逐渐减少。这种依赖会逐渐转移到朋友身上，如果同伴对于

个体的意义与父母同样重要，能够满足其安全、情感等需求，那

么依恋的对象就会从父母变成同伴。Ainsworth 认为，依恋有四个

区别于其他社会关系的行为特征，包括：亲密感寻求（个体希望

与依恋对象保持亲近）、安全基地（个体探索世界时将依恋对象

作为安全基地）、避风港（个体面对压力或应激时，可依赖依恋

对象获得支持与安全感）及分离痛苦（当与依恋对象分离时，个

体会抗拒并感到痛苦），如果这些特征存在于青少年与同伴的关

系中，那么同伴依恋就形成了。

三、同伴依恋与青少年内化问题

青少年与同龄人形成的依恋关系是一种重要的保护性关系，

可以对心理健康产生一些影响。目前针对青少年同伴关系与内化

问题的研究有三种理论模型：

（一）症状驱动模型

依恋理论认为，个体与重要他人的依恋模式会影响个体对自

我及他人的心理表征，即内部工作模型，进而影响个体的人际互

动行为。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对自己和他人具有积极的态度，认为

他人是值得信赖的，有较强的安全感，他们可以通过社交网络积

极地处理压力与应激，有效管理消极情绪，进而促进了人际交往

与社会适应的发展；而不安全依恋的个体往往对他人的行为持有

负面的期待和解释，难以信任他人，这种消极的模式使个体在面

对压力或应激时，难以依靠依恋对象获得帮助与情感支持，增加

了内化问题出现的风险。已有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这些研究发

现同伴依恋可以负向预测抑郁、焦虑等内化问题。

（二）人际驱动模型

从依恋理论的角度来看，个体早期的亲子交往经验会在个体

的内部工作模型中储存，并影响个体对未来人际交往与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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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期。对于亲子依恋为安全型的个体，他们早期的依恋需求得

到充分满足，因此在人际关系中对自我和他人都充满积极的期待；

而对于亲子依恋属于不安全型的个体，他们的内部工作模型是消

极的，所以倾向以消极的方式处理人际交往的相关信息。不良的

亲密关系是内化问题的重要风险因素，例如抑郁不仅仅是认知扭

曲的结果，而是在特定环境中产生的，充满冲突或难以提供支持

的人际关系往往是抑郁症状的重要诱因，青春期的同伴排斥、同

伴侵害均与随后的内化问题有关，这种影响甚至会持续到成年阶

段。

（三）交互作用模型

上述两种相对的研究结果使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同伴关系与内

化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Sameroff 和 MacKenzie 提出交互作用模型，

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体与其所处情境持续交互作用的结果，个体在

接受环境因素影响的同时，也会给予环境反馈，两者之间是相互

影响的。其中，同伴是环境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同伴依恋是

一个备受关注的因素。不安全的同伴依恋关系使青少年难以信任

他人、依赖他人的帮助，当他们遭遇压力与应激时，难以从同伴

那里获得社会保护与情感支持，进而增加了内化问题发生的风险，

而内化问题引发的非适应性的认知模式又会阻碍青少年与同伴建

立良好的亲密关系，因此两者呈现出相互作用的模式。

四、基于同伴依恋理论对内化问题的干预途径

（一）营造良好人际氛围，降低问题发生风险

基于同伴依恋与青少年内化问题之间的三种关系模型，同伴

依恋与内化问题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营造良好的人际

氛围对于降低问题发生的风险具有重要意义。青少年发展同伴关

系的主要场所是学校，对于学校而言，营造良好的人际交往氛围

是降低青少年内化问题发生风险的重要举措。通过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或各类团体活动，促进学生树立对同伴关系的正确认识，学

习构建平等尊重、互帮互助的人际关系，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

其他同学，坚决避免言语或肢体暴力，杜绝校园暴力等劣性事件

的发生。教师作为学生的引导者，应在这个过程中起到教育引导、

督促示范的作用，及时觉察风险因素并采取有效措施遏制。

（二）宣教人际交往技能，提升心理卫生素养

对于青少年个体而言，心理卫生素养决定了其今后的心理发

展。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呈现的认知与行为模式会影响人际交往的

效果，不安全的依恋模式会让个体在人际交往中更容易觉察到负

面信息或倾向对信息进行消极归因，这种模式容易导致人际关系

中的拒绝或冲突，进而提高内化问题的风险。因此，提高青少年

的人际交往技能可以有效预防内化问题的发生。一方面，学校可

以普及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通过课程教学，让学生了解人际交往

技能，同时促进对自身依恋模式的觉察，改善不良的人际行为模

式与消极的认知归因，这种方式在实际运用中覆盖面相对较广。

另一方面，学校可以广泛开展团体心理辅导和个体心理咨询，通

过专业的助人与互动过程，帮助有需要的个体解决人际等各方面

的困扰，促进人格健全发展，此类方法对于个体的影响会更为深远。

（三）积极进行家校干预，有效促进全面发展

根据依恋理论，亲子依恋对于个体今后发展中形成的同伴依

恋具有重要影响，两者之间同时存在两种影响模式。一方面，亲

子依恋的质量会影响青少年与同伴之间的依恋关系，亲子依恋属

于安全型的青少年更容易和同伴建立并维持亲密关系，而亲子依

恋属于不安全型的青少年在朋辈交往中会存在困难。另一方面，

亲子依恋与同伴依恋呈现出一种互补的模式：亲子依恋属于不安

全型的青少年，更渴望通过同伴满足自身的依恋需求；此外，当

青少年在同伴关系中受挫时，父母依然可以有效地提供安全基地，

安全的亲子依恋可以有效帮助青少年应对来自同伴关系中的消极

情绪。

家庭是个体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环境，尤其是在个体早期阶段，

家庭对心理健康的影响颇为显著，因此在干预青少年内化问题的

过程中，对于家庭的教育与干预尤为重要，塑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可以提高青少年心理卫生素养，有效应对内化问题的发生。其一，

可以通过宣传教育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帮助学生学习与家庭成员

沟通、协调关系的技能，觉察自身家庭中存在的不足，掌握基本

的应对能力；其二，学校在干预青少年内化问题的过程中，如有

必要，可以在伦理规范许可的范围内积极进行家校沟通工作，帮

助家长深入了解学生情况，厘清帮助学生康复与发展的措施，邀

请家长配合治疗，形成家校联合互助的模式；其三，可建议家长

和学生共同参与家庭治疗，家庭治疗是以家庭为对象实施的团体

心理治疗，其对觉察家庭病态情况、促进执行健康的家庭功能、

培养良好的家庭氛围具有显著效果。

五、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青少年的成长中需要面的心理压力愈加明

显，心理问题的出现率与日俱增，因此需要切实有效的方案帮助

青少年应对心理问题、促进身心健康发展。通过对上述内容的分

析与探讨，我们可以发现，通过对青少年家庭与同伴人际氛围的

提升、预防与干预方案的联合开展，可以有效预防和干预青少年

的内化问题，这对于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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