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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婴幼儿安全感的亲子游戏指导路径分析
李秀霞 张国艳 程小纯 付华倩

（北京开放大学平谷分校 北京101200）

【摘要】亲子游戏是家庭内父母与孩子之间情感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不仅能够加强亲子之间的情感联

系，更有助于孩子个性的发展和完善。心理学家马斯洛曾指出：儿童的安全需要和生存需要同等重要。婴

幼儿时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科学化的亲子游戏不仅有助于婴孩认知能力的发展和提高，更能加强婴

孩对社会性关系的理解，因此，婴幼儿亲子游戏更能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笔者通过对这一理论的实质分

析，阐述婴幼儿早前安全感及亲子游戏的意义，提出使婴幼儿有效获得安全感的亲子游戏策略，探讨亲子

游戏对于婴幼儿健康发展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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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安全感形成的内容解析

安全感来源于人的心理和精神需求，既有对风险的预感，也

有对风险的具体感受。简单来说，对于某些事情的确定感和可

控感也是安全感的具体表现。安全感形成的因素有很多，既包

括外在的客观因素，也包括内在的主观因素。对于婴幼儿而言，

安全感主要来自于家庭，特别是父母，婴儿通过与父母、自己、社

会三方面关系的合理解决，形成属于自己的安全感。

（一）安全依恋

尚在襁褓和牙牙学语阶段的婴幼儿，信任感的获得主要来

自于母亲，因此，良好的母子、母女关系，是孩子在九个月时形成

安全依恋的重要条件，更是个性发展的基础，一旦缺乏这种亲情

关系，婴幼儿往往会陷入恐惧和惊慌，且这些心理因素会一直出

现在生命中。

（二）信任他人

信任这种态度的发展来源于自身孩童时代与父母的接触，

随着长大，其逐渐发展成为对周围环境及他人的接触感。新的

社会成员对于社会的最初态度，可能是信任，也可能是不信任，

这不仅影响了以后的发展，也对后期与他人的关系产生影响。

当婴幼儿通过信任父母逐渐开始对环境、他人、社会产生信任或

不信任的感触后，安全感的早期形态开始出现。

（三）互相承认

从呱呱坠地开始，不论是新生儿还是新手父母，都开始了新

的征程和新的使命，这种相互调整的状态，构成了婴儿与父母相

互承认的模式。在尊重的前提下，孩子与父母的关系相对平衡。

对婴儿来说，通过吮吸奶嘴或乳汁关联母亲，尽管内心可能不安

甚至恐惧；对新手父母来说，还不能完全接受家长的头衔，不明

确家长的具体做法，都需要不断地学习、探索。

（四）社会适应性

社会交往是人类天生的本能，也是婴幼儿发展的必然需求。

我们无法脱离社会存在，从最初的面对父母到后来的接触亲戚、

伙伴直至陌生人，而后开始进入社会，这个必然的过程将培养孩

子在社会生存的能力，加上而父母的反应，都促进了孩子安全感

的形成。早期安全感的形成要以多方面的需要得到满足为前

提，而亲子游戏则是满足和形成婴幼儿安全感的重要途径。

二、婴幼儿安全感形成的价值

亲子游戏通过复活过去、表征现在和预期未来的模式，促成

孩子们安全感的形成甚至预演的情况。不同年龄阶段孩子的亲

子游戏，其表现形式不同，作为婴幼儿阶段，亲子游戏的目的就

是提供适应婴幼儿健全成长的环境和情境。

（一）有助于婴幼儿的人格发展

精神分析学派对于游戏的定义与埃里克森相同，将游戏比

喻成自身的需求，在降低个体焦虑的同时，游戏满足了本能欲

望，使个人得到补偿性满足。对于人格发展来说，是个体与社会

相互作用而产生，当出现问题或矛盾时，两者通过相互协调，解

决矛盾，完成人格发展的每一步。婴幼儿自身的特异性，决定了

他们的日常活动就是亲子活动，或者交流、或者游戏。基于婴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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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个体的生理发展水平低，多是通过妈妈的抚养来获得自身成

长所需；而妈妈为孩子提供多种多样的支持，给孩子创设合理的

情景，在与孩子的交流和游戏中培养孩子的健全人格。大部分

的孩子，都是在这样的模式下形成各自的人格，这些人格特点的

形成，也源于亲自游戏中的理想情境，起到了示范性、模范性的

作用。对于游戏的这种预演功能，在孩子的婴幼儿时期，给与父

母更多的交流内容；给与孩子更多的试练机会和试练环境，以期

体验多种的情境，形成属于自己的人格特色。

（二）有助于婴幼儿的全面发展

亲子游戏一定是以情感交流为基础的，在最初脱离母体的

时间里，最早期的亲子游戏就是婴孩儿与母亲之间的交流产生

的，通过母亲与孩子的接触、交流，孩子可以给出视线的回应及

表情的变换，这些对视、微笑、接触，都给与孩子与目前良好的沟

通方式，成为亲子纽带，更表达了双方的关注和关爱，给与父母

天伦之乐的享受，给与孩子无微不至的照顾，良性的交流满足了

孩子生理成长的需求，让孩子感受到信任，确定信任。随着交流

的持续和年纪的增长，孩子在与父母进行亲子游戏、交流的同

时，开始了与环境的接触，通过频繁的刺激，也产生了一种基本

的信任，安全感慢慢建立。随着时间的流逝，外部世界的安全感

会转化成更为多样的亲子交流和亲子游戏，孩子自身的各种体

验、感受在慢慢加强、变广的同时，来自生活各个方面细节的交

流和教育添加到孩子内心，使孩子的安全感越来越强。对家长

而言，随着孩子的年纪的增长，多关注生活细节、多掌握教育机

会，通过游戏和交流与孩子进行内心、情感的沟通和教育，在孩

子安全感形成的基础上，确保孩子的身心的健康成长。

三、促进婴幼儿安全感的亲子游戏指导策略

亲子游戏是提高婴幼儿安全感的有效途径，通过理想情境

的设立，孩子在亲子游戏中能够获得对待事物的态度、方法，促

进孩子高级复合情感的形成，并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为了保证

亲子游戏的有效性，在遵循婴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的基础上，我们

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促近婴幼儿安全感的形成。

（一）提高敏感性，促进安全依恋的形成

婴幼儿时期，亲子游戏能够促进形成良好的亲子依恋，这对

于后期孩子的健全人格有重要作用。婴孩儿时期，妈妈对孩子

的亲子交流和亲子游戏，往往是通过管理来进行，正是这种管

理，满足了孩子婴幼儿时期的敏感性，更通过相互的尊重，建立

了良好的信任，确定了孩子的依赖感。安斯沃斯的亲子互动、互

惠交流、目的活动、黏着父母四个亲子阶段，正是通过父母对于

孩子细致的观察和关注，实施不同的个性的关爱，正确迎合孩子

的需求，完成了亲子游戏的持续发展。另外，眼神的对视和话语

的交流，也是了解孩子需求和情感的良好方式，都能促进孩子安

全依恋的形成。当孩子年龄增长，亲子游戏变得多样化，而孩子

的各种行动、表情、语言的变化，更能让家长细致、准确地把握住

孩子的情绪动向，通过合理的时机，运用合理的方法，为孩子的

安全感形成打下基础。比如一是可以通过各种医生、护士扮演

玩具，比如怕打针的孩子，在家让他玩打针的游戏，他是医生，毛

绒玩具是病人，让孩子给玩具打针，可以舒缓克服他对于打针的

恐惧感，让孩子明白打针的全过程；二是让宝宝扮演小医生的游

戏，家长当病人，妈妈准备好一个没有针眼的注射器、自制一个

听诊器，然后假装生病不舒服的样子，赖在床上。“宝宝，我发烧

了，给我听听身体哪儿有毛病”、“宝宝，我咳嗽了”，然后真的咳、

咳两声，让宝宝小医生戴上听诊器，给你看病吧。你的身体部

位反应越多，宝宝就越投入，宝宝肯定以为自己真的是小医生呢

。从缓解孩子的紧张情绪到不良情绪的发泄，都能促进孩子对

于打针、医院这些名词和事件，懂得如何正确了解和面对；通过

角色转换，更能在游戏情境中让孩子在另外一种角度进行事件

的理解和描述，做到释放心中的压力的同时，还能用专业的角色

态度对待游戏，能够全方面了解医生、患者的心态，从而形成自

己心绪的平和。

（二）自我信任，奠定信任他人的基础

信任关乎两方面的感受，不仅是对他人的信赖，也是对自我

的肯定和认可。同样，对于婴幼儿而言，既要确定自身对于自我

判断的肯定，更要获取与外界供应者建立一致性和连续性依赖

的能力。埃里克森认为：婴幼儿对于母亲的信任从脱离视线开

始，这种离开视线范围的活动造成了孩子心中的焦虑和恐惧，因

此或发出洪亮的哭声以求得安慰，寻求亲子依恋。在襁褓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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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最为基本的获取信息和感知的动作就是吮吸，也正是通过

吮吸，强化了母亲心目中孩子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流逝，孩子从

吮吸发展到语言、行动，这些语言和行动都能够影响母亲的行

动，占有欲极强的心理展示着自身的重要性。这时候的父母，可

以通过孩子此时期控制欲较强的特点设计游戏，锻炼孩子通过

自己的能力，主要是语言、行为等能力来表达自己，强化孩子的

自信力和自信心，形成良好的情感体验。通过的亲子游戏，孩子

会对主体和客体产生基本的认知，例如藏玩具游戏中，妈妈把小

兔子用布盖住，然后再拿开，让宝宝一会儿看到，一会儿看不到，

让他体会客体永久性的问题。宝宝会坐之后就可以在床上一起

玩藏玩具的游戏，大人先示范把小玩具藏到被子底下（当然要让

宝宝看到），然后让宝宝去找，宝宝拿到几次之后就会自己把小

玩具藏到某个地方，大人就可以假装去找了。

（三）角色定位，建立平等的亲子关系

无论孩子是在哪个阶段，平等的亲子关系都是良好的交流

基础。父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总是喜欢用过于理性的理论

来约束孩子行为，过多忽略孩子身心发展的特点，制约孩子的自

然发展。对于孩子健全人格的形成，家长一定要明确自己的位

置和角色，其是孩子自身发展的指导者或引导者，而不是支配着

和决策者。通过亲子游戏为孩子创设理想的情景，提供安全自

由的环境，创造轻松愉快的氛围，加强孩子与家长的亲子交流和

亲子情感，增强家庭的融洽性、团结性。亲子游戏中的孩子与父

母都是游戏角色是平等的玩伴关系，通过游戏情节的安排，用自

身的语言、表情、动作等进行沟通和交流，拉近了各自的距离和

关系，相互影响、相互关心；另外，平等的交流气氛和环境，缓解

了孩子的陌生情绪，展现了自己的融入能力和表达能力，不会在

父母面前过于羞涩。游戏中平等关系的建立是各方尊重关系的

确定，对于孩子的“十万个为什么”特性提供了更为宽松的氛围，

提高了孩子自主探索的能力。例如，家庭玩躲猫猫的游戏，婴幼

儿去藏，父母去找，完成后互换角色，游戏的过程使得婴幼儿学

会了平等关系，也就更加感悟到了来自家庭的爱。

（四）拓展范围，构建社会交往范式

通过良好的亲子游戏的设计和参与，加上亲子交流的帮助，

孩子能够对于进入社会和产生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有了自己的

理解和良好的示范，随着孩子年纪的增加，他会具有良好的选择

能力和自我调节、控制能力。有研究表明：亲子游戏具有形成基

本的社会性交往结构、发展婴幼儿基本的信任、依恋、传承和延

续文化的功能，并且亲子游戏中婴幼儿情绪不断分化、情感扩大

与丰富化、表达形式与表现方式不断多样化。母婴游戏不仅是

亲子游戏的典型，也是社会性游戏的雏形。从最初的眼神对视，

到后来的咿呀学语，还有各种不同的肢体活动，能够让孩子具有

多种不同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表达，随着亲子游戏的增多和变化，

能够加强这些情感表达的复杂化和社会化。在家庭小剧场游戏

中，宝宝成为了商店售货员，而爸爸扮演着出租车司机，婴幼儿

需要从“售货员”手中买物品，并借助“司机”回到家。如此小游

戏让婴幼儿学会了社会交往，有助于安全感的形成。

四 结语

综上所述，婴幼儿安全感对其全面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而早

期安全感形成的内容中也印证了这个观点。对于婴幼儿来说，

合理的安全观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其形成过程需要家长的引导，

最为有效的方式是亲子游戏。在具体的引导过程中，家长通过

有针对性、选择性的情境等的设计，不仅仅培养和形成了安全

感，更让孩子在以后的人生中拥有健全的人格，可见，本文提出

的亲子游戏指导路径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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