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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理理论作为在依恋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社会认知能力，与依恋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在梳理过去文献

的基础上，发现心理理论与依恋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在亲子关系中，父母的依恋类型与心理理论能

力可能影响儿童的心理理论能力与依恋类型。就个体而言，依恋关系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依赖心理理

论能力来理解行为；而依恋类型对个体后期皮层活动的心理理论表征有影响。比较依恋与心理理论的

神经基础，发现他们有共同的神经活动，包括多巴胺系统与大脑皮层活动。未来需要更多地关注成人

依恋与教师心理理论在儿童成长中的作用，细化心理理论的特征及维度，探索其行为指标，开展长期

的纵向研究以提供更多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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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social cognitive ability developed in the context of attachment, theory of mind is closely re-
lated to attachment.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past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there is an in-
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of mind and attachment.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pa-
rental attachment styles and theory of mind abilities may affect children theory of mind abilities 
and attachment styles. On an individual level,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ttachment relation-
ships, it is necessary to rely on theory of mind to understand behavior, and attachment styles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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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pact on the theory of mind representation of individual cortical activity in the later stage. 
Comparing the neural basis of attachment and theory of mind, it was found that they share com-
mon neurological activities including dopamine system and cerebral cortex activity. In the future, 
more attention needs to be paid to the role of adult attachment and teacher theory of mind in child 
development, ref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mensions of theory of mind, exploring its beha-
vioral indicators, and conducting long-term longitudinal studies to provide more evidence. 

 
Keywords 
Attachment, Theory of Mind, Neural Mechanism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曾子曾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鲁迅也说“以人为

鉴，明白非常，是使人能够反省的妙法”。以上这些名言中均涉及反思的能力，而反映这种心理状态或

能力的因素即心理理论或心理化。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TOM)是指个体理解认识自己与他人的心理状

态并据此对行为做出预测和解释的社会认知能力[1] [2]，它是由 Premack 和 Woodruff (1978)在探讨黑猩猩

的心理机制时提出，之后在儿童发展领域得到了深入的探讨。心理理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它包括

情感心理理论与认知心理理论。前者的概念类似于共情，代表对情绪推理的能力，而后者则表示对信念

推理的能力。其中认知 ToM 是情感 ToM 的先决条件[3]。神经生物学研究认为，心理理论是在进化过程

中预先设定好且具有特异性的能力[4]，而父母是婴儿发展心理理论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这个角度来

说，心理化能力是在依恋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依恋源于婴幼儿早期与其重要人物的互动，是个体与他人建立的一种长久稳定的情感联结。从婴儿

出生被母亲悉心呵护开始，依恋便形成并伴随着个体的一生。在 Bowlby 的依恋理论中，个体与生俱来的

依恋系统的激活会促使其寻求依恋对象的亲近与保护，在与依恋对象不同的交往经历中也形成了不同的

依恋风格，即安全型依恋与不安全型依恋——焦虑型依恋与回避型依恋[5] [6]。同样，心理理论也是在互

动中发展的，而早期依恋关系的中断可能会损伤个体的心理理论能力，特别是在亲子关系中[7]。从这种

互动的视角来看，父母的依恋风格、心理理论能力与孩子的依恋风格、心理理论能力之间可能存在着一

定的联系。 
依恋贯穿生命的始终，个体的一生根据主要依恋对象的不同也会经历不同的依恋。从最初的亲子依

恋，到同伴依恋，再到成年后逐渐以成人浪漫依恋为主，依恋伴随个体的发展影响着个体的社会生活与

心理健康等方面。一方面，依恋与关系质量紧密关联。在与母亲的亲密相处中，未能得到足够安全感的

孩子在后续与他人的相处中也更加困难，在情绪、自我表达等方面也会受到影响。研究指出，父母冲突

的解决程度会影响父子依恋与母子依恋，进而影响到青少年的同伴依恋，阻碍青少年的发展[8]；包括长

期与父母分离的留守儿童，当亲子依恋更疏远时，他们与父母的联系不够紧密，自我意识与友谊的发展

也更差[9]。可见，依恋带给个体人际关系的影响可能延展至一生。另一方面，不安全依恋可能会引发个

体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亲子依恋是导致个体抑郁症状的风险因素[10]，在为期三年的纵向研究中，石绪

亮等(2023)也发现不安全依恋会阻碍留守儿童合理应对挫折能力的发展，进而引发更多的内化问题与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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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1]。此外，“北大包丽案”、“玫瑰机枪手自杀”等社会悲剧中，浪漫关系破裂的背后隐藏的都是

不安全浪漫依恋的风险。可见，依恋对于个体乃至社会的发展都至关重要。近些年来，对于亲子依恋、

同伴依恋等研究，多是探讨对儿童、青少年发展与心理健康问题相关变量的影响与关联[12]。而依恋的可

塑性则成为了成人依恋领域的重要课题，理解依恋安全感的获取路径成为首要任务[13]。依恋与心理理论

的关系紧密，发展路径也可能存在一些相似性，厘清心理理论与依恋的关系对于依恋的研究有着深刻的

意义。 
有学者指出，心理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发展成就”，而发展的结果可能取决于与他人建立良好的早

期依恋关系[14]。作为儿童成长发展的重要因素，依恋与心理理论的探讨已久，如今已经发展到神经生物

层面对大脑网络的研究。现有的理论模型指出了心理理论与依恋的相关性，但心理理论方法在精神病理

学中的意义使得此类研究多以临床人群为样本，健康人群的实证研究还不够多；另一方面，与儿童相关

的研究往往离不开家庭因素，心理理论与依恋的关系探讨涉及父母与婴儿，目前更是扩展到成人领域，

包括父母心理理论与依恋类型对儿童心理理论与依恋类型的影响，个体自身的这两个变量的关系等，由

于不同研究对于心理理论和依恋有不同的测量方法，对于二者之间是间接关系还是直接关系仍存在争议。

因此本文在对过去文献的梳理中，就二者的关系性质划分为依恋对心理理论的影响与心理理论对依恋的

影响两部分，并将每一部分细化为亲子关系与个体领域。着眼于依恋与心理理论的相互作用，发现了二

者共同的神经活动，并对未来做出展望，以期对依恋与心理理论关系研究提供新视角与新思考。 

2. 安全依恋促进心理理论的发展 

父母依恋被认为是培养儿童安全依恋与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关键因素[15]。研究表明，母亲的依恋回

避和父亲的依恋焦虑通过高水平的预心理模式与孩子的能力间接相关。尽管安全型依恋的父母的心理理

论能力也可能出现显著波动，但相比之下，不安全依恋的父母不太可能有高水平的心理化能力[16]。而

Pazzagli 等(2018)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父母的高反思功能(PRF)与较高水平的安全依恋类型相关，反思功能

即心理理论的操作性定义。而高心理理论的成人可能促进儿童的安全依恋、高心理化能力的发展。这也

意味着，安全依恋的父母也可能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但目前还缺乏大量的实证研究[17]。 
事实上，依恋对心理理论的影响更多的体现在个体依恋安全性对于心理理论的影响。依恋关系发展

的过程与心理理论过程密切相关，这个过程会使用与信念、情感和意图相关的信息来理解行为[16]。大量

研究表明，依恋风格可能会对心理理论有影响。在一项希腊青少年样本中，安全型依恋的个体比不安全

型依恋的个体报告了更多的同伴关系，并在心理理论任务中取得了更高的分数[18]。可见，心理理论在安

全依恋关系中更易发展。Redondo 和 Luyten (2018)发现正念作为依恋和精神病理学之间的心理化的代名

词，不安全依恋与饮食障碍之间的关系都受到它的部分中介作用[19]。然而有研究将心理理论细化为两个

特征，错误信念理解(FBU)和情绪理解(EU)，仅发现依恋与 FBU 之间存在间接关联。该研究也指出，依

恋测量方法的差异性可能是依恋与儿童心理理论显著相关的原因之一[20]。在回顾多项儿童依恋与心理理

论联系的研究后，Szpak 和 Białecka-Pikul (2020)的元分析表明依恋安全性越高，ToM 能力越好[21]。我

国学者葛国宏(2022)结合问卷法与实验法，探究成人依恋与心理理论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时，也发现不安

全的成人依恋负向预测心理理论[22]。综上，在健康人群中，安全型依恋可能预测更好的心理理论发展。

然而，心理理论极为复杂，各个研究中关于依恋、心理理论的测量方法不一，若将心理理论划分为不同

单一的成分，也可能得到矛盾的结果。 
那么，个体依恋风格如何影响心理理论？Henry, Allain 和 Potard(2022)在得出不安全型依恋个体比安

全型依恋个体表现出更差的 ToM 技能，其中回避型依恋个体表现最差的结论的同时，还表示回避型依恋

的个体更容易将心理状态归因给他人，而矛盾型依恋的个体在情境需要时往往不会将心理状态归因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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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3]。从神经层面上来说，回避型依恋的成年人比焦虑型依恋的人更容易激活与情绪调节和认知控制有

关的大脑区域[24]。对于推断的偏好是心理理论的一个层面，在一项 fMRI 研究中，成人依恋影响了下顶

叶(IPL)在模糊偏好推断反应中的激活，在模糊偏好条件下，对比另外两组，回避组的左侧下顶叶激活明

显增强，而焦虑组的左侧下顶叶激活明显降低，其中 IPL 被认为与意图理解相关[25]。Baskak 等(2019)
通过 fNTRS 技术发现 ToM 条件比控制条件唤起了更高的活动。具体表现为 ToM 条件下，与不安全依恋

组比较，在安全依恋组的右侧颞上皮层和相邻顶叶皮层对应的通道中观察到更高的活动[26]。以上结果表

明，依恋类型确实对个体后期皮层活动的 ToM 表征有影响。 

3. 高心理理论促进安全依恋的形成 

心理理论对于依恋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父母的心理理论对于儿童依恋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个

体心理理论对于依恋风格发展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前者。父母的心理化通过语言或非语言的形式传

递给孩子，对孩子的成长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Farkas 等(2017)认为高心理理论的成人可以促进儿童

的安全依恋、心理化和自我调节。同时，他们还表示，语言是父母与孩子之间展现心理理论的有效桥梁

[27]。Shai 和 Meins (2018)的研究表明，父母心理化的语言和非语言指标在预测母婴依恋关系的安全性方

面都有一定的作用[28]。而 Væver 等(2020)最近的一项研究探讨语言(MM)和非语言维度(PEM)的心理理论

能力与婴儿安全依恋的关系，发现 PEM 对婴儿依恋安全性有显著的间接影响，其中敏感性在里面起中介

作用，父母的敏感性和父母具身心理化(PEM)呈正相关，但并没有通过敏感性观察到 MM 和依恋安全性

之间的间接影响。由此可见，父母的高心理理论能力与儿童的安全依恋息息相关，但语言维度与非语言

维度同依恋的关系存在一定争议。这可能是由于父母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发生 MM 与 PEM 的频率不

同，而说出过多关于儿童的话语可能会增加误解其心理的可能性[29]。 
为什么说个体的心理理论也可能影响依恋的发展？这种说法建立在成人依恋基础上。作为最全面的

心理学理论之一，依恋理论(Bowlby, 1969)指出，个体的依恋系统与生俱来[5]。后续的研究里，有学者提

出了整合各项神经科学数据的人类依恋功能神经解剖模型[30]。在该模型中，神经依恋系统被认为是由两

个情绪心理化模块与两个认知心理化模块组成。安全依恋的个体遇到威胁时会通过激活战斗或者回避排

斥等反应来发展自我调节情绪能力，以及在适当的时候通过意志控制机制调节情绪反应。这样的过程需

要心理理论来辨别身体亲近与自我调节的必要性和准确性。可见，依恋的发展需要心理理论的帮助。在

一项检查他人在连续依恋中的神经表征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中，发现在不同的条件下，特质判断涉

及默认网络和外侧前额叶皮层。对自己和伴侣的判断与一种常见的激活模式有关，包括前岛叶等皮层，

对父母和亲密朋友的判断则涉及内侧和前颞叶区域。这表明对已知熟悉的人的心理化会导致不同的大脑

活动，而成人依恋的表征是这些差异的一个显著特征[31]。考虑到心理理论与依恋关系的复杂性，且心理

理论对于依恋发展的影响涉及时间进程问题，需要与依恋对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研究区分开来，当前相

关的实证研究不多，有待进一步探讨。综上，心理理论与依恋可能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见图 1。此外，

它们还有部分共同的神经机制。 
 

 
Figure 1. Theory of mind and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diagram 
图 1. 心理理论与依恋关系图 

4. 个体依恋与心理理论的神经机制 

心理理论能力是在与他人互动中发展而来的，它最初取决于婴儿早期的依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依

赖于关系和情境。多巴胺系统可能是个体依恋与心理理论的重叠神经活动。心理理论的复杂性决定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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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是一个单一的能力，而是有几个极性组成，每个极性有不同的潜在神经回路，自动与控制心理理论

是其中的极性之一[14]。自动心理理论仅需要集中较少的注意力与努力，对生存有重要的意义，而对其相

关假设的更正则需要控制心理理论的存在，通常是有意识的准确归因[32]。在遇到威胁时，控制心理理论

会向自动心理理论转换，在压力与冲动的不断增加下，依恋系统也被激活。去甲肾上腺素能与多巴胺系

统都参与其中[33]。而多巴胺系统被描述为大脑的奖励回路，是依恋行为的基础[34]。内部工作模型(IWM)
导致了个体依恋风格的差异性。当面临威胁时，安全型依恋个体使用安全基地策略，焦虑型依恋个体往

往采用过度激活策略，而回避型依恋个体则采用去激活策略应对不安全感。个体使用策略的强度差异，

决定了前额叶到后皮层系统的转换[35]。同时，依恋系统与心理理论可能有共同的皮层活动。Debbané等
(2017)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中，更消极的依恋衍生自我模型的参与者在对自我进行积极和消极形容词

评价时，双侧杏仁核/旁海马体，双侧颞前极/前颞上回，左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大脑活动增加，但在对亲

密的人进行消极形容词评价时，这些区域的大脑活动减少，表明依恋焦虑维度的自我概念特征的低积极

性可能会影响神经信息加工[36]。Baskak 等(2019)通过 fNTRS 技术发现在 ToM 条件下，安全依恋组(SG)
相对于不安全依恋组(ISG)的右侧颞上皮层和相邻顶叶皮层对应的通道中观察到更高的活动[26]。还有研

究指出，在面孔形态任务中，焦虑依恋与自我母亲条件下的左前颞极(ATP)激活有关，而该区域被证实与

心理理论有关。成年后，依恋与特定大脑网络中的一致性反馈激活相关(例如，奖励和厌恶系统) [37]，这

也与前面有关多巴胺系统的论述不谋而合。这些神经生理研究也表明了依恋与心理理论的相互促进作用，

然而考虑到发展的问题，成年前后的神经基础仍存在着一定差异。 

5. 小结与展望 

心理理论是在依恋背景下发展的，而依恋系统的发展也离不开心理理论的作用。可见，二者相互

影响，相互促进。近年来的研究大部分是在亲子关系的探讨中，尤其是个体心理理论对依恋的影响研

究不多。尽管部分研究已经证实了安全依恋可以促进心理理论的发展，高心理理论能力也有助于安全

依恋的形成，但若将将心理理论细化为两个特征，错误信念理解(FBU)和情绪理解(EU)，依恋与心理理

论相关与否存在争议；而将心理理论划分为语言维度与非语言维度两者，同依恋的关系探讨结果同样

有所差异。这可能也与性别、父母的敏感性、测量方法等因素有关。未来研究可针对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深入探讨： 
第一，将心理理论研究拓宽至成人依恋领域。心理理论与依恋作为个体成长发展的重要变量，在儿

童发展领域得到了深入的探讨。甚至在研究二者关系时，研究者将研究对象细分为婴幼儿与学龄前儿童。

依恋系统的发展确实是从照顾者与婴儿关系开始的，但成人依恋的发展也需要得到重视。非安全依恋可

塑性的提出表明成人依恋风格也可能改变或发展，通过安全依恋启动可提高个体依恋安全感，促使其使

用安全基地策略[38]。那么心理理论在成人依恋的发展中有什么作用？探索成人依恋与心理理论的神经机

制也可为不安全依恋的干预措施提供一定启发。 
第二，细化心理理论的特征或维度。当前研究在语言维度与非语言维度、情绪理解、错误信念理解

与依恋的关系上存在争议。一方面，可能是受到了测量方法及其它变量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再次细

化这些变量，深入探究其内在机制，找出争议的原因。例如，心理理论在成人操作形式中，涉及四种语

言技能：对心理状态本质的理解、理解心理状态和行为之间的联系、通过发展的视角对决定影响调节的

发展因素的认识、对当前环境的敏感性。分别研究它们与依恋的关系，或许可以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 
第三，研究心理理论的行为指标与亲子依恋安全的关系。由于大量研究表明基于评价的心理理论指

标在预测依恋安全性上比基于行为的心理理论指标效果更好，目前的测量方法公认为父母对婴儿内部状

态的评价及关注。但是目前存在的争议包括生活中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方法并不全面且婴儿的发展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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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父母心理理论的行为指标的影响。因此需要探索父母行为与其心理理论的相关性，找出心理理论的

代表性行为指标，从而补充与完善心理理论的操作性定义。 
第四，关注学校教育，探讨教师对儿童心理理论及依恋发展的作用。回顾以往研究，父母作为儿童

的主要照顾者与儿童心理理论及依恋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在学校教育中，作为儿童在学校学习

生活的照顾者，鲜少有研究探讨教师心理理论对儿童的影响。Farkas 等(2017)在研究中指出，教师在心理

化、情绪和身体状态方面均显著优于母亲[27]。这一方面证实了教师在儿童成长教育中的意义，另一方面

也启示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教师的心理理论能力如何预测儿童的依恋发展、心理理论发展、社交情绪发

展等，并与母亲的影响相对比，进一步揭示依恋理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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