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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育婴模式创新下亲子亲密度提升措施
1.1抓住依恋关系建立的关键期
根据bowlby的依恋理论可知，儿童早期的依恋情感发展分为

以下四个阶段：无差别的社会反应阶段（从出生到3个月）、有差
别的社会反应阶段（3～6个月）、特殊的情感联结阶段6个月～到
2岁）、目标调整的伙伴关系阶段（2岁以后）。

处于无差别的社会反应阶段，婴儿对人的反应是不加区分
的、没有差别的，区分对象的能力较弱。在有差别的社会反应
阶段，婴儿对人的反应开始有所选择，出现了区别化对待，虽
然没有出现明显的排外行为，但是出现了对特定陪伴者更加偏爱
的现象。而从特殊的情感联结阶段开始，婴儿就获得了认识客体
的永恒性，对特定陪伴者更加关切，具体表现为与特定陪伴者相
处特别愉快，而当特定陪伴者离开时则哭喊，会产生很深的分离
焦虑；同时，对陌生人的存在极强的不信任感，遇到陌生人会感
到焦虑，会表现出害怕、排斥和哭闹的行为[1]。

而从6～7个月开始，婴儿普遍能与稳定和持久照顾他(或她)
的抚养者之间建立起依恋关系，一直到24个月之前是亲子依恋关
系形成的关键期。一旦错过了这个亲子依恋形成的关键期，到了
2岁后，婴儿就处于目标调整的伙伴关系阶段，在这个阶段儿童一
切以自我为中心，能认知并理解特定陪伴者的情感、需要和愿望，
知道他(或她)爱自己，不会抛弃自己，难以培养依恋关系。

因此，在育婴模式创新下，特定陪伴者应紧紧抓住亲子依
恋关系建立的关键期，合理调整自身的生活时间和工作时间，常陪
伴于婴儿左右，给予婴儿必要的爱抚、亲吻，全程参与婴儿的成长
过程，主动积极地接触、理解婴儿的一言一行，在满足婴儿在生理
需求的基础上，增加婴儿与父母在心灵上的接触，让婴儿与习惯特
定陪伴者相处时都处于愉快、轻松的气氛之中。这种相处的习惯与
气氛,会让婴儿受到一种健康情感的影响,有利于婴儿与特定陪伴者
之间建立起依恋关系，有利于持续提升亲子亲密度[2]。

1.2发挥育婴师在培养亲密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1.2.1加强沟通与交流
在传统模式下，育婴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父母与孩子之

间的行为阻碍、交流阻碍和情感阻碍，造成了亲子关系的亲密程
度的疏远。而在创新的育婴模式下，育婴师作为婴儿和父母之间
培养亲密关系的桥梁而存在。育婴师不仅能将婴儿的所有动态及
时地向孩子的父母进行精确的转达，还能将孩子父母想要向婴儿
表达的爱让婴儿感受到。同时，在创新的育婴模式下，育婴师会
主动加强与工作家庭的磨合，不仅掌握教育学、心理学、儿科医
学、运动学以及食品学等专业知识，还拥有多方面的技能素养，其
中包括学习的素养、研究的素养、沟通的素养、合作的素养、评
价的素养。在与家庭建立“照顾宝宝协议”之前，育婴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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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宝宝与父母的各种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和熟悉，在试用期内主
动融入工作家庭在生活上的习惯，自然地融入其工作家庭，打破
原有的行为、交流阻碍[3]。

1.2.2改善育婴环境
家庭是幼儿生活的主要场所，家庭氛围将在个体成长的历程

中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个体的言谈举止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
记。显然，温暖、和睦、互助的家庭氛围将有助于培养婴幼
儿和父母间的亲密关系；反之，冷漠、疏远、拒绝的家庭氛
围则易使亲子关系破裂。婴儿主要生活在家庭环境中,接触最多
的是父母,父母的一言一行既视为榜样,又潜移默化成为孩子品质
的一部分。父母不仅是孩子的衣食父母,更是孩子行为规范的启蒙
老师,同时也是维系家庭关系的纽带。婴儿成长环包括婴儿与父母
之间的微妙感情和语言交流,这些交流构筑认知能力、语言能力及
与其它人际交往时的情感能力的材料。因此，育婴师在工作期间，
应该向孩子父母传递科学的教育理念，改善父母的育儿态度，为
婴儿的成长环境助力。

日本著名幼儿教育专家井德胜说“促进儿童的早期教育,用不
着专门做某些事,最好的开端也是你能做到的,就是创造一个愉快
的家庭气氛与和睦的夫妻关系。”育婴师作为家庭亲子关系的“润
滑剂”，在向孩子父母传递科学教育理念的同时，也应该帮助维护
和改善家庭气氛。帮助家庭女主人在育儿方面得到其丈夫的理解
和支持是创造一个和睦的夫妻关系的第一步。其次，帮助调和家
庭教养意见的统一也是育婴师为营造良好的育婴环境应该做出的
努力。

1.3建立安全型依恋关系，避免回避型、矛盾型依恋关系
根据数据调查发现，有65%～70%的孩子和父母的依恋关系属

于安全型依恋，而20%的孩子和父母的依恋关系属于回避型依恋，
10%～15%的依恋关系属于矛盾型依恋。回避型依恋和矛盾型依恋
的孩子通常有着孤独、冷漠，具有破坏性，缺乏社会交往，难以
相处等特征，并且具有这两种依恋关系的孩子成人后往往不相信
爱情，回避感情，容易怀疑伴侣，难以给予伴侣情绪支持，在感
情方面有很大的缺失。所以为了提升亲子亲密度，培养安全型依
恋关系，应该做到以下两点，从父母和孩子角度同时出发[4]。

1.3.1了解婴儿本身的气质特点
作为孩子的父母首先应当具备一定的儿童心理知识，了解和

掌握孩子亲子依恋的发展阶段，抓住孩子生理成熟，依恋表现为
对人分化的反应阶段这段时间，积极与孩子相处，给予孩子温暖、
安全、幸福的感觉。同时，父母也要针对不同儿童的气质类型，对
应调整与孩子相处时的情绪、行为。根据儿童是否容易教养，将
儿童的气质分为三种类型：易教养型、难教养型和缓慢活泼型。面
对易养型的儿童，父母与孩子相处应该保持平和的情绪，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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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的氛围；面对缓慢活泼型的儿童，父母应该保持耐心的心
态，积极的态度与孩子相处，同时也要敏感地注意到婴儿的情
绪。由于难教养型的儿童具有生活不规律，害怕与陌生的人和
环境接触，对自身和外界的刺激反应过于强烈的特征，所以父
母需要尽量保持孩子规律的生活，循序渐进地引导孩子接受新事
物，给予孩子更亲切的言语、更及时的反应，和孩子建立牢固
的信任感。

1.3.2提高父母自身的抚育质量
科学的育儿观念是提高抚育质量的基础性条件。父母的育儿

观念通常指父母在教育和培养子女的过程中，在儿童发展、教
育方式、教育途径、子女的可塑性及成功教育的信心等方面所
持有的观点。科学的育儿观念意味着家长们应该以儿童的健康发
展为中心，坚持平等的亲子观，不再将孩子作为自己生命延续
和实现自己未完成的愿望的工具，同时自觉抵制“宠溺”和

“包办”等不正确的旧理念。父母不仅要在思想上学习和掌握
科学的育儿观念，还应该将科学的育儿观念外化于行，坚持理
论与实际行动共同踏步前进[5]。

2　现状与应对措施之间可能产生的差异与解决
2.1基础理论与现实情况发生错位
很多情况下，父母虽然明白和理解相关的理论情况，但是

往往现实情况时不允许的，实际情况往往就会出现偏差，父母不
能及时的发出情感的反馈，导致孩子的相关的情感的得不到相应
的满足。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下，大多数新手宝妈和宝爸都有过“失
约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往往会由于工作或其他的事情错过或
者失信于孩子互动和玩耍的约定，从而使得父母与孩子的情感不
增反减，起到了逆反的作用，在运用措施的情况下，往往就会出
现现实情况与父母所想不一致的情况，而当发生这种情况时，父
母要及时的进行补救，要让孩子去更好的理解到父母的行为是事
出有因的，从而得到孩子在心灵上的原谅[6-9]。

2.2育婴师的中介作用的益处以及现实差距
2.2.1育婴师中介的益处
沟通往往是最能有效解决困难方法之一。加强沟通与交流不

仅能打破育婴师在一定程度上对婴儿与她的抚养者之间的行为阻
碍、交流阻碍和情感阻碍，还能加强抚养者对育婴师之间的信
任度。让父母充分的了解到婴儿的随时动态和情况，育婴师也
能倾听父母的苦恼并能提出相对较好的意见。让整个亲子家庭处
于一种和谐、幸福的环境关系。有利于婴孩的自身心理成长与
后期的社会情感发芽。

2.2.2育婴师培养教育不足
虽然教育的普及培养出一大批高质量的优秀人才，但城乡差

距、区域差距让我们受教育的程度也不一样。育婴师行业最近
新型发展行业，培训机构繁多、缺乏“高质量”、“高标准”
的育婴师以及育婴师的职业准则不健全。许多育婴师培训机构没
有树立正确的职业培训理念，甚至将育婴师和保姆混为一谈，
导致许多育婴师在培训的过程中没有增强自身的素质，无法进行
正确护理。年轻的育婴师也因注重理论知识而忽略了自生经验的
积累，这也造成了许多抚养者对育婴师的不信任。处于中介作
用是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差距：

第一：因受教育程度、理论与实践的差距，育婴师可能
面对同种情况所做出的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第二：沟通时
因交流不当引发的冲突和矛盾；第三：招聘者对育婴师的不信任。

2.3建立正确关系的益处
了解婴儿本身的气质特点，提高父母的抚养质量。可以让

父母充分了解道自己在抚养孩子中所承担着什么角色责任，可以
更加准确的知道自己如何去帮助、引导孩子。打破“溺爱”、

“包办”旧时思想观念。给孩子建立一个安全、可靠、温暖
的家庭。父母的一言一行，都会潜移默化地对孩子产生影响，

犹如一本没有文字的教科书。在孩子面前，家长的思想品德到生
活细节，都不是小事。亲子之间建立起安全型依恋关系，避免回
避型、矛盾型依恋关系有利于孩子的身心、社会情感、责任的成
长，培养；良好的生活环境[10-12]。

3　结论
在传统育婴模式下，由于家长与孩子的时间不对称，导致

在家庭生活中缺乏亲子沟通与交流。同时，不专业的育婴师在
家庭中的中介作用造成行为阻碍、交流阻碍、情感阻碍，进一
步导致了亲子关系的亲密程度的疏远。本文在创新的育婴模式
下，探究了提升亲子亲密度的措施。通过抓住依恋关系建立的
关键期，发挥育婴师在培养亲密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建立
安全型依恋关系，避免回避型、矛盾型依恋关系三方面的措
施，有利于发挥育婴师在亲子关系中的推动作用和父母在亲子关
系的主导作用，为儿童的成长营造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氛
围，让儿童在这样的背景中感受爱与关怀；有利于儿童身心的
健康发展以及社会化的顺利进行，促进个体成长过程中的人格完
善，为他们今后高层次情感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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