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子关系 决定孩子一生幸福的密码（孙云晓教
育研究前沿书系）》

书籍信息

版 次：
页 数：
字 数：
印刷时间：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
包 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33944506



编辑推荐

著名教育研究专家孙云晓40年研究集大成之作

吸收脑科学和心理学*成果

父母最应重视的八个亲子问题

解答父母的八大亲子教育困惑

传授教子成功的五大实用招数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分为“好的亲子关系是家庭教育成功的基石”、“父母心中的亲子关系困
惑”、“父母最应重视的亲子关系问题”以及“保持良好亲子关系的原则”四个部分。
作者通过大量的实际案例，将国外心理学家、教育家的亲子教育理念与国内学者的相关
研究融合在一起，变抽象理论为具体分析，让不同的家庭能够从不同的案例中得到教育
启发。此外，本书还融入了作者的长期研究与思考成果，相信每一位读了该书的父母，
都会受益匪浅。

作者简介

孙云晓：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家庭教育首席专家，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
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曾被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教育科学研
究专家。



    孙云晓自1972年起从事青少年教育和研究至今。1995年以来，他主持了中国城市独
生子女人格发展与教育、中国中小学生科学素养调查研究等多项课题研究。尤其是他连
续10年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五和十一五规划课题，在少年儿童行为习惯培养的研究领
域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孙云晓的一系列教育观点受到广泛关注。如：“关系好坏决定教育成败”、“21世
纪是两代人相互学习共同成长的世纪”、“良好习惯缔造健康人格”、“尊重生命是一
切教育的核心理念”等。他的作品曾获中国图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
全国优秀畅销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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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什么是良好的亲子关系
（一） 12岁前建立亲密依恋关系是良好亲子关系的根本
  依恋关系是亲子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形成良好亲子关系的根本。对于每个
人来讲，它不仅存在于儿童早期，而且会对人一生的发展产生重要的意义，会对青少年
期、成年期甚至老年期的心理状态产生深远影响。对于亲子关系而言，依恋关系的形成
不仅影响到家庭的稳固、父母与孩子的和谐，还会影响家庭的整体生存环境。
12岁前形成亲密依恋关系意义重大
  依恋理论最初由英国精神分析师约翰�鲍尔比提出，他试图理解婴儿与父母分离后所
体验到的强烈苦恼。鲍尔比观察到，被分离的婴儿会以极端的方式（如哭喊、紧抓不放
、疯狂地寻找）力图抵抗与父母的分离或靠近不见了的父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对依恋关系的建立有着深刻理解，她
认为：人的心理发展有顺序性，未成年人的心理问题滞后反应。任何生命都是过程，任
何过程都有开始，生命发展是轨迹式的，人的命运取决于早期。人的成长大致有三个时
期，即1～6 岁，6～12 岁，12～18 岁。12～18 岁时人已经进入青春期，其独立意识与逆
反心态决定了这一时期已经不是家庭教育的优势时期。所以，家教的最佳时期是12岁之
前，即依恋期。在依恋期中，1～6岁又最为关键。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少儿发育研究所的专家曾就依恋问题对174 名孩子进行了长达16 年
的考察。他们首先考察了孩子们的家庭背景，诸如，婴儿对父母依恋的模式、孩子的自
主性、孩子的自我调节能力、其家庭的整体状况，以及母爱程度等。随后，他们又考察
了这些孩子在学校里的表现，考察他们在学校环境中的适应程度，以及在数学、阅读能
力、阅读理解、拼写等标准化考试中的成绩。结果，得出的结论令人瞩目：在孩子智商
一定的情况下，婴儿对父母依恋的模式与程度是对孩子日后学业成就影响最明显的因素
。
  孩子与父母或照顾者之间健康的关系，是其一生中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良好的人际
关系就是对权威的尊重与同情心的流露，对于领导者来说，还包括与同事融洽相处的能
力。总之，婴儿对父母的依恋与孩子日后的学业成就密切相关，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同样与孩子日后的学业成就有密切的关系。
父母要了解孩子的依恋类型
  美国心理学家艾斯沃斯等人长期观察了乌干达和美国家庭母子间的相互作用，根据婴
儿在陌生情境中的不同反应，将婴儿依恋划分为安全型、回避型、焦虑-矛盾型三种依恋
类型。这三种依恋类型表现出的行为和意识，将长久影响儿童的成长。儿童12 岁前，父
母与儿童建立或弥补依恋关系，需要了解孩子从婴幼儿时期发展形成的依恋类型，以及
自己的气质和抚养类型，这样才能够更深刻理解什么是亲子关系，以及形成亲子关系需
要具备的条件。

岁前形成亲密依恋关系意义重大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对依恋关系的建立有着深刻理解，
她认为：人的心理发展有顺序性，未成年人的心理问题滞后反应。任何生命都是过程，



任何过程都有开始，生命发展是轨迹式的，人的命运取决于早期。人的成长大致有三个
时期，即1～6 岁，6～12 岁，12～18 岁。12～18 岁时人已经进入青春期，其独立意识与
逆反心态决定了这一时期已经不是家庭教育的优势时期。所以，家教的最佳时期是12岁
之前，即依恋期。在依恋期中，1～6 岁又最为关键。

    孩子与父母或照顾者之间健康的关系，是其一生中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良好的人
际关系就是对权威的尊重与同情心的流露，对于领导者来说，还包括与同事融洽相处的
能力。总之，婴儿对父母的依恋与孩子日后的学业成就密切相关，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同样与孩子日后的学业成就有密切的关系。

    美国心理学家艾斯沃斯等人长期观察了乌干达和美国家庭母子间的相互作用，根据
婴儿在陌生情境中的不同反应，将婴儿依恋划分为安全型、回避型、焦虑-矛盾型三种依
恋类型。这三种依恋类型表现出的行为和意识，将长久影响儿童的成长。儿童12 岁前，
父母与儿童建立或弥补依恋关系，需要了解孩子从婴幼儿时期发展形成的依恋类型，以
及自己的气质和抚养类型，这样才能够更深刻理解什么是亲子关系，以及形成亲子关系
需要具备的条件。

    这种依恋类型主要表现为婴儿与母亲在一起时，会将其作为安全基地。婴儿会以母
亲为中心主动去探索环境，并不是总依偎在母亲身旁，只通过偶尔的靠近或眼神注视与
母亲交流。母亲在场时，婴儿感到足够的安全；当母亲离开时，婴儿明显表现出苦恼、
不安；当母亲回来时，婴儿会立即寻求与母亲接触，将其作为避风港湾。这种依恋类型
的孩子更容易被安抚，大约占总体比例的65%～70%。

2. 回避型依恋

    回避型婴儿的母亲也有多种类型。有的对孩子缺乏耐心，当孩子干扰自己的计划和
活动时会生孩子的气或怨恨孩子，对孩子发出的信号反应迟钝；有的对孩子经常表现出
消极情感，即使对孩子表达积极情感，程度也比较弱，没有很强的情感关注色彩，母亲
与孩子之间并没有形成特别密切的感情联结。

    这种依恋类型主要表现为每当母亲要离开前，婴儿就显得很警觉，在母亲离开时表
现得非常苦恼、极度抗拒，任何一次短暂的分离都会引起其强大的心理波动，可能会大
喊大叫。但当母亲回来时，他们对母亲的态度又是矛盾的，既寻求与母亲接触，但同时
又抗拒与母亲接触。当母亲亲近他时，他会生气地拒绝、推开，但是他又不是完全放弃
与母亲的交流，会不时地朝母亲这里看。这种类型的婴儿约占总体比例的10%～15%。

    在这三种依恋类型中，回避型与焦虑－矛盾型都属于不安全型依恋。婴儿对母亲的
依恋类型具有明显的稳定性，但在家庭环境经历较大变化时，母亲与婴儿的交往过程可
能会发生较大转变，孩子的依恋类型也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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