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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台中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  臨床心理師 蘇芳槿 

「又逢開學時節，差不多也該讓家中寶貝進入幼稚園就讀，體驗同儕生活，學習一些生活上的技能

自己剛好也能專心工作，真是一舉兩得！」擁有這種想法的父母應該不在少數，但送寶貝入園的

一天，寶貝除了哇哇大哭之外，還不肯讓自己離去，讓為難的爸比媽咪們將孩子留在原地不是、

走也不是，為什麼會出現這樣的狀況呢？ 

媽咪不要走！ 

分離焦慮的形成因素 

孩子懼怕陌生人的反應大約自 6～7個月時開始出現，家長可將之作為一個參考

的指標，從這個時候開始觀察家中寶貝面對陌生人及不熟悉的環境時，所產生的

情緒變化。 

從「生理因素」探索 

孩子在 6個月大時，可能開始有分離焦慮的情形產生，從生理方面探討的話，這

時期孩子視覺及記憶都可成熟到開始對特定對象有依附，例如他會知道在他眼前

這個每天照顧他的人就是媽咪，注意媽咪的活動，對於自己的房間、家中客廳等

熟悉環境也有一定的認知程度，他開始能分辨出人的長相、環境的變化及相對

應，所以看到陌生的環境就會緊張。 

 從「心理因素」探索 

若要從心理因素了解孩子為何產生分離焦慮的話，可由社會學習理論來說

明，孩子在經驗中發現，媽咪的離開和不舒服是屢屢連結在一起的，那媽咪的離

開將成為一個制約的焦慮。認知發展的觀點也可說明，6～8個月大的孩子已經

可以建立媽咪長相的基模，以區別媽咪和陌生人的不同，對陌生的長相就會感到

焦慮；甚至，可以將場景成為另一個基模群組，與人物做結合，例如孩子已經學

習到某個場景（自己熟悉的房間）加上某個人（媽咪）才是正確的搭配，那孩子

就敢放膽在這個空間裡頭自由自在的跑跳；反之，如果是到了不熟悉的醫院，旁

邊雖然有媽咪，但孩子依然會顯得擔心害怕。總歸來說，主要是孩子在心中產生

各種不同的基模並進行制約，認為怎樣的場景要搭配怎樣的人物才是對的，若不

是他心中特定的組合，那麼就會產生分離焦慮。 

 從「遺傳行為」探索 



從孩子的某些行為方面來看分離焦慮，可能也跟代代流傳的進化過程有相當

關聯性，演變成內在的反應型態。像有些孩子會自覺「怎樣的場景和事件是危險

的？」、「怎樣的人物是要避開的」，例如：陌生人，這些遺傳而來的反應連爹

地媽咪都沒教過他，也不知道他從哪裡學來的，但卻有利於生命的存活。 

 從情境反應分析依附類型 

國外曾經做過以下的研究，內容設計一系列的陌生情境，分析 1歲大的孩子

對這些情境的反應，從而歸類出孩子的依附類型。這個實驗總共分成以下幾個情

境： 

1.一開始就先讓研究人員帶著媽咪和孩子進入遊戲房間，研究人員離開。 

2.媽咪讓孩子玩遊戲，研究人員觀察孩子與媽媽之間「安全堡壘」的行為。 

3.再來會讓一個孩子不認識的陌生人進入房間，與媽媽交談，研究人員觀察孩子

的「陌生人焦慮」。 

4.接著是媽媽離開遊戲房間，只留下孩子與陌生人，孩子難過時，陌生人會給予

安撫，觀察孩子的「分離焦慮」。 

5.媽媽回來安撫孩子，跟著離開小房間的是陌生人，觀察「重聚行為」。 

6.媽媽再度離開，只留孩子一個人在房間內，觀察第二次的「分離焦慮」。 

7.陌生人再度進入房間，觀察孩子「被安撫的能力」。 

8.接下來，媽媽再進入房間，回到孩子的身邊安慰孩子，觀察「重聚行為」。 

孩子的 4種依附類型 

藉由這項實驗，可歸納出 4種不同的依附類型，分別是「安全型」、「逃

避型」、「抗拒型」、「錯亂型」，以下即為爸比媽咪們詳細說明。 

․TYPE 1、安全型 

當媽媽把孩子帶入陌生的小房間時，孩子雖然不熟悉新的環境，不過在他眼前的

是熟識的媽咪，所以還是會放心的主動探索環境，但是孩子在媽咪離開之後，會

覺得有點疑惑，心裡想著「媽咪怎麼離開了？」，同時也會出現傷心和警覺心，

不過當媽咪回到他身邊時，孩子會欣喜的認為他的救星回來了，趕緊跟媽咪要好

幾個愛的抱抱。此種類型的孩子是日常生活中最為常見的，約佔 65%。 

․TYPE 2、逃避型 

這一型的孩子，跟媽咪之間的關係是比較疏遠的，當媽咪帶孩子進入小房間時，

孩子可以自己玩樂，媽咪出去的時候只有少少的不開心或沒有太大反應，媽咪再

度回到房間時，他也不太會主動去親近媽咪，即使孩子單獨一人在房間時會稍有



些不安，但只要有人（陌生人）進入房間也安然無事，好像身邊的對象是不是媽

咪都沒關係，這類型的孩子約佔 20％。 

․TYPE 3、抗拒型 

許多孩子到陌生的新環境，其實很容易到處去探索，因為孩子正是「好奇」的代

名詞，看到什麼新奇的東西總是想要去嘗試，但是抗拒型的孩子可能會焦慮地一

直黏在媽咪身邊，較沒有探索環境的行為出現，當媽咪離開時，孩子的情緒會轉

變為生氣，等到媽咪回到他身邊，會表現出矛盾的反應，一方面立即接近媽咪，

卻又表現出憤怒的情緒，甚至還會不讓媽咪碰他或是打媽咪，就像是用動作抱怨

媽咪剛剛怎麼消失了，這類型的孩子約佔 10％。所以抗拒型的孩子非常難安撫，

這點跟安全型的孩子就不相同了，安全型的孩子就會要求媽咪給他秀秀，希望獲

得母愛的溫暖而且輕易就可以使他安心、好安撫。 

․TYPE 4、錯亂型 

此類型的孩子約佔 5～10％，就像是「逃避型」跟「抗拒型」的綜合體，在接近

和逃開之間擺盪，甚至顯得困惑，在重聚時，孩子看起來茫然、困惑，爹地媽咪

要親近孩子時，孩子一開始會先順從接觸，但卻又突然轉身離開，爹地媽咪很難

知道孩子到底是想親近？還是想離開？有些孩子會會在不同的「重聚」場合中表

現出「逃避型」或「抗拒型」。 

依附類型決定孩子的一生？ 

不論孩子的氣質是比較趨近哪一類型的依附，在往後的成長過程中，仍會有

分離焦慮產生。雖然孩子的依附類型跟先天氣質大有關係，但是會一辈子就固定

是這樣的性格嗎？蘇芳槿心理師告訴大家，答案當然是「不」，其所涉及的「關

係調節」應是動態的，若在孩子生命的各個階段都好好正視分離焦慮議題，例如：

第一次上幼兒園、親密好友、家人、配偶的離別等，都需要好好把握住當下的時

間點妥善處理孩子的焦慮及情緒，仍然是有修正的機會！ 

其實，早期安全依附型的孩子並不保證未來生活中的適應一定是正面的，早期不

安全依附型的孩子也不一定就會有著不理想的未來。我們也不應該忽略早期安全

依附對未來適應的影響力，研究指出，早期安全依附類型的孩子，在適應、關係

的調節上都較易復原。總括來說，除了早期發展的影響性之外，後續環境給予的

協助亦是重要的因素。 

爸比媽咪請回應孩子的分離焦慮 

一般的孩子在面臨分離焦慮時，都是需要時間去適應的，有可能是半小時或 1

小時，而在這段期間爹地媽咪都可以陪伴在孩子的身旁，給予孩子足夠的安全感。 

  



帶孩子到新環境前先做好事前預告 

每個孩子對於安全感的程度皆有不同，像有些孩子只要眼睛看到爹地媽咪就能安

心，有些則是必須緊緊黏在父母身旁，但不代表說緊緊黏在父母身邊就是不好，

畢竟分離焦慮的程度跟依附類型會隨著時間場景產生改變，是一種動態的變化，

所以爹地媽咪也不用太擔心。爹地媽咪在帶孩子到一個新的地點時，可以先向孩

子介紹這個新環境，帶著他一起到處探索，跟他講這個地方新奇的特色在哪，像

如果決定送孩子到幼兒園，那麼入園前一週可以每天帶孩子到園所參觀，可以跟

他說：「哇！你看，那裡的小朋友玩溜滑梯玩得好開心耶！」、「你想上廁所嗎？

想上廁所的話我們要從這裡走到那裡喔！你看沿路有好多我們沒看過的漂亮小

花…」諸如此類的話題，因為孩子對於有預期、能掌控的事情，會顯得比較安心。 

  

不要一開始就將孩子推離身邊強迫獨立 

當孩子產生分離焦慮時，不建議父母斷然就把孩子獨留在陌生的情境當

中，強迫孩子適應。適應模式是需要視孩子可接受的方式而定。孩子是家中的小

寶貝，爹地、媽咪呵護有加，第一次到幼稚園或陌生的環境時，當然無法一下子

就適應，常會突然變得很害怕。孩子會需要一小段時間熟悉、適應，尋找新的信

任、安全感，將他的安全依附轉移到新的對象。孩子依附的對象可能不只一個，

或許是好幾個，而且是能夠有彈性轉換的，所以放寬心地給孩子一段適應的時間。 

 

日常生活中常見例子 

․例 1：剛起床時還會笑著跟爹地媽咪吃早餐，但是一踏入了幼兒園的大門，神

色開始變得凝重，沒多久竟然哇哇大哭，抓著父母不肯讓父母離去，該怎麼辦？ 

Ans：這是孩子面臨分離及陌生情境時的一個自然反應，給孩子一小段時間踏出

步伐，探索新環境、接觸新的小朋友和老師，待孩子漸漸熟悉新環境，瞭解它不

會帶來危險的後果，而且有個溫和的老師可以作為新的依附對象，遇到問題或害

怕時有穩定的人物可以給予安撫和協助，孩子大多都可自然適應。有些幼稚園為

了避免孩子突然面臨新環境而產生不安，可能允許爹地媽咪在窗外看著孩子，當

孩子剛入園時，不知道自己該做什麼而顯得茫然的時候，他就可以轉頭看看爹地

媽咪的微笑或鼓勵，藉此心中得到些許安撫，老師也會適時介入提供聲音、動作、

語言的撫慰，接著爹地媽咪就可以慢慢退出孩子的視線。若是分離焦慮情形嚴重

的孩子，爹地媽咪可以先在孩子身旁坐著陪他上一點課，然後慢慢往外退出幾

步，但是人還是在孩子的視線範圍內，接下來孩子若漸漸進入上課的情境，爹地

媽咪就繼續默默退到門邊，最後離開，用如此循序漸進的方式解除孩子的焦慮

感，對孩子來說是比較溫和的。在幼兒園中，若孩子跟老師不容易馬上變得熟稔，

那爹地媽咪可以跟老師溝通一下，請老師在面對孩子時態度要和藹可親，常常保

持笑咪咪的表情，跟孩子說話時蹲下來與孩子的視線齊平，孩子害怕的時候也能



夠主動抱住他，給他秀秀，如此降低孩子的不安，孩子與新環境的陌生對象便能

夠更快拉近距離，建立起新的依附關係。 

  

․例 2：幼兒跟媽咪原來在同一個室內，但是媽咪稍微離開幼兒如廁，前後時間

不到 3分鐘，一回來就看到寶貝淚汪汪的，難道真的得把孩子 24 小時都鎖在身

邊嗎？ 

Ans：孩子年紀還小的時候，會覺得消失在眼睛視線範圍的人或物品，就等於完

全不存在，這跟認知發展及經驗有很大的關係，隨著年齡漸增，孩子漸漸學習到：

看不到的物品仍然存在於世界上的道理，通常媽咪走進另一個孩子熟悉的環境

中，並不會引發孩子的焦慮。不過，有時不舒服經驗的連結也可能讓孩子的焦慮

升高，導致孩子無法忍受媽咪從自己眼前離開。這時媽咪可以嘗試出個聲音讓孩

子知道自己還在附近，並沒有消失不見，也可以在孩子害怕哭泣時立即出現給予

安撫及協助，或是是先做預告的動作，讓孩子安心。 

 

․例 3：平常家中的小寶貝個性是非常活潑的，但只要帶著他到朋友家聚會，小

寶貝突然就會變得緊張，不肯從爹地媽咪的懷抱中離開，這種情況會建議爸比媽

咪如何處理？ 

Ans：現代的都市生活人口密度高，孩子的活動空間也不如從前來得寬闊，城市

住宅也多是獨棟式的，不像以往三合院的房屋，有庭院可供跑跳、有鄰居可頻繁

接觸，在這種情況下孩子自然也怕生。不過遇到這種情形的話，建議爸比媽咪還

是可以先抱著孩子在懷中，告訴孩子：「我們現在在跟這個阿姨／叔叔說話」，

讓孩子知道這些陌生的人們及環境是安全無虞的，不會發生什麼可怕的事情，再

慢慢的放手讓孩子在腳邊觀察、玩耍，或是給孩子一個小玩具或是他有興趣的東

西，讓他在新的空間中掌握熟悉事物，也可促進孩子放鬆心情、主動探索。 

  

給爸比媽咪的小小補充 

․該如何簡單測試孩子的安全依附？ 

孩子安全依附的表現其實垂手可得。爹地媽咪們可以從自己身旁最近的資源

開始，像是帶去附近的鄰居家、親戚家，或是爹地媽咪的朋友家，依循前述的實

驗方法，看看自己離開前後以及這些友人們的出現，會造成孩子怎樣的反應，再

依據前面提到的一些方法試著解決即可。 

  

․分離焦慮呈現出孩子往後哪方面的性格？ 

分離焦慮及安全依附，對於孩子未來生命過程中，可以反映在與親人、同儕、親

密伴侶等的互動之間，若孩子從小就對自己的自我概念較正向，屬安全依附類



型，那往後也會套用到自己與他人身上，像是對於人的信任；但如果孩子的分離

焦慮情形比較負向的話（像是只要媽咪一離開視線的瞬間就哇哇大哭，或是怎樣

都不肯把小手離開媽咪的衣服，死命抓著），那麼孩子在未來的個性上有可能會

比較沒自信、容易沒安全感，逃避或是放棄親密關係。但仍要再次強調，我們不

能斷言依附類型決定了孩子的一生。 

 

不管您的孩子是哪一種依附類型，所有的孩子都會有分離焦慮，只是表現方式有

所不同，但其實沒有好或不好的差別，分離焦慮及依附關係都是孩子保護自己學

習適應並影響親密關係的一部份，爹地媽咪們不用過於擔心分離焦慮的出現，應

該要鼓勵孩子多交朋友，擴展依附對象，學習親密關係的建立與經營，也要給予

孩子適當的獨立空間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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