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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性养育照护干预对小儿早期发展的影响相关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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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儿童大脑发育的早期发展至关重要，已经受到医学界的广泛关注，促进小儿早期发展，对其自身、家庭、社会，

均有一定的益处。但是就当前来看，小儿回应性养育照护面临诸多挑战，其中儿童的家庭环境、经济、儿童数量、主要照

顾者等因素，均影响此种干预形式的开展。在回应性养育照护实施中，从识别婴幼儿生理、心理需求入手，构建积极评估

婴幼儿各项需求的信号，融入互动交流方案等，可影响儿童发育商、情绪社会性发展。本文对回应性养育照护干预的内涵、

影响因素及其在小儿早期发展中的应用进行综述，为后续相关方案的制定提供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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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性养育照护指的是，基于照护人对婴幼儿的观察，

通过判断其需求信号，例如声音、动作、表情等，对其进行

合理回应，满足其相关需求。在儿童早期发展阶段，回应性

养育照护已经成为主要内容之一，并且关系儿童早期情况。

临床研究指出，回应性养育照护的开展，对促进婴幼儿认知、

语言、运动能力发育有着显著效果，并且在满足婴幼儿社会

情感发展需求方面作用突出。现阶段，社会各界对儿童早期

发展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这就使得家庭养育照护环境受到

广泛关注。若能够予以婴幼儿优质养育照护，则可进一步激

发其自身潜能，促进其生长发育。虽然近些年我国关于婴幼

儿回应性养育照护的关注度提升，但是从内容方面来看，仍

有一定的不足，即对生理方面需求的关注度高，而关于儿童

社会情感发展结局的关注度相对缺乏 [1]。若对儿童社会情感

发展情况的把握重视程度不足，则容易导致儿童形成不安全

依恋性人格，诱发社交焦虑。本文综述回应性养育照护干预

对小儿早期发展的影响相关研究进展，具体内容如下。

1 回应性养育照护概述

回应性养育照护作为新型的照护形式，主要是指在儿

童阶段，儿童的照护者予以其陪伴，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强化彼此之间的沟通互动，并在敏锐观察其需求的同时，满

足其相关需求。根据《儿童早期发展养育照护框架》，在回

应性养育照护中，涉及诸多内容 [2]。例如，照顾者与被照顾

者之间需要有稳定的情感关系。此外，在照护者实施照护过

程中，重点明确儿童的行为情况，并予以其积极回应。照护

者、儿童之间的互动需要具有愉悦性，以此达到促进儿童发

展的目的。对于照顾者而言，在实施照顾过程中，以情感支

持位置，持续学习相关的照顾知识，不断提升自身信号识别

能力。回应性养育照护包含回应性喂养的内容。与传统的照

顾不同，回应性养育照护的应用，能够予以儿童正确、积极

地保护，降低其受到伤害的风险，并尽早对儿童的相关疾病

进行识别，与儿童之间建立信任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

婴儿出生之前，儿童的父母与其的互动已经开始。而在出生

之后，借助于眼神、肢体、语言、手势等，能够进一步深入

互动。而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婴儿与照顾者均能够出现愉快

的刺激，从而形成情感纽带。临床研究指出，回应性养育照

护的开展，婴儿对外界的物质环境的适应能力提升，并且不

断适应语言环境，构建人际关系，可显著刺激其大脑神经元

发育 [3]。

2 婴幼儿回应性养育照护开展的影响因素

在婴幼儿回应性养育照护实施过程中，容易受到多因

素的影响，常见如婴幼儿的家庭因素，包括居住环境、家庭

经济状况、儿童数量、主要照顾者等。此外，儿童的父母也

会影响回应性养育照护的实施情况、结果等。尤其是父母的

认知程度，关系儿童的发展情况。

2.1 家庭因素

2.1.1 居住环境与家庭经济状况

婴幼儿回应性养育照护受到居住环境、家庭经济情况

的影响。对于居住环境而言，不仅会影响父母同婴幼儿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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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而且还会影响婴幼儿后续的语言、认知、行为发展情况。

相关报道指出，低生活质量、居住环境拥挤环境中生长的婴

幼儿，与父母之间的互动更少，回应性养育照护开展困难 [4]。

此外，婴幼儿在住房安全性缺乏环境中生长，其接受的回应

性养育照护明显不足。从家庭经济水平降低来看，有关研究

发现，与经济情况不良的家庭相比，高经济水平家庭的婴幼

儿更容易得到高水平的回应性养育照护 [5]。究其原因，对于

经济负担较重的家庭而言，父母的关注点为温饱、生存，难

以重视对儿童教学方面的付出与投入。此外，经济状况还会

影响儿童家长的情绪，从而导致其养育行为更为严厉，回应

性行为减少。而儿童早期得到的回应性养育照护越少，其大

脑发育受到的损害越高。

2.1.2 儿童数量

在回应性养育照护开展过程中，另一关键性的因素即

为儿童数量。儿童数量同母亲回应性养育照护能力有着一定

的相关性。相关统计显示，在多子女家庭中，母亲的回应性

养育照护水平比独生子女家庭低 [6]。考虑因素为，在儿童数

量增多的情况下，母亲的照顾精力分散，从而导致难以在一

个儿童身上投入过多的精力，进而导致回应性养育照护水平

下降。在此情况下，亲子互动质量下降，数量降低。因此，

后续研究中，需要重视对多子女家庭父母的需求，明确其回

应性养育照护的相关需求，从而制定合理的干预策略，以免

影响婴幼儿早期发展。

2.1.3 主要照顾者

家庭中的照顾者也会影响回应性养育照护的开展。相

关统计显示，在城市儿童中，超过 1/2 由祖辈带养，农村则

为 40% 左右 [7]。在祖母为主要照顾者的情况下，与儿童的

母亲相比，罹患抑郁风险超过 10%[8]。同时，祖母更易采取

消极的养育行为，最终导致回应性养育照护质量的下降。在

育儿偏好、信念方面，祖辈与当前的要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偏

差，容易造成儿童发育迟缓，增加其发生营养不良的可能性。

对于此种情况，开展回应性养育照护过程中，医疗保健人员

强化对婴幼儿主要照顾者照护知识的宣教非常必要。对于祖

辈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及时关注，可避免消极喂养行为的

出现。

2.2 父母方面的因素

婴幼儿生长发育过程中，其父母属于早期接触最为频

繁的个体，并且能够与进行直接接触。通常情况下，婴幼儿

的早期发展相关需求均由其父母提供 [9]。因此，儿童回应

性养育照护的实施，还会受到其父母因素的影响。相关报

道指出，儿童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回应性养育照护能力

越强，可提高儿童 18 个月的认知能力 [10]。分析原因为婴

幼儿母亲受教育程度高的情况下，能够不断学习照顾知识，

从而为儿童提供支持其学习的内容，最终提高回应性养育

照护水平。由此可见，在婴幼儿生长发育过程中，可借助

于养育照护讲座、宣传手册等形式，进一步提高母亲对养

育内容的了解程度。

3 回应性养育照护的具体措施

3.1 正确识别儿童需求

在回应性养育照护应用期间，核心的内容即为儿童的需

求进行正确识别，并积极回应。相关研究指出，以 4 至 10

个月的婴幼儿为研究对象，开展回应性养育照护过程中，指

导其照顾者从不同声调的哭泣声判断儿童需求，并向其说明

婴幼儿头转向某种食物、吐出过多食物的表达含义等，能够

提高照顾者对婴儿行为的解读水平，并且还可确保婴儿获得

准确、及时地回应 [11]。一般情况下，对于初次的照护者而言，

在早期识别儿童需求信号方面能力不足。而随着照顾时间的

延长，此种状态能够得到良好地改善。对于婴幼儿来讲，在

无语言功能的情况下，多通过哭泣的形式表达自身的需求。

而在其需求得到满足后，哭声停止。值得注意的是，儿童借

助于哭泣的形式，吸引他人关注，确保其相关需求得到满足，

既属于其自身行为，又是人类行为系统的关键性组成部分。

此外，在婴幼儿玩耍阶段，借助于常见的家庭物品，能够予

以儿童学习方面的指导。即便儿童的照护者日常较为忙碌，

而在日常家务活动、洗澡、喂养期间，也能够实现与儿童的

良好沟通 [12]。尤其是回应性养育照护的开展，与儿童之间

开展主动性的互动，观察其实际需求，可激发其自身的潜能，

从而促进其生长发育。

3.2 积极反馈与回应

在评估婴幼儿相关需求信号的基础上，需要做好积极

地反馈、回应。其中常见的回应性行为即为回应性喂养。以

回应性养育照护模式为基础，主动、积极对儿童进行喂养，

是满足儿童进食、营养需求的主要形式。临床报道指出，开

展回应性喂养过程中，照护者选择支持、恰当的形式，及时

获取婴幼儿进食期间的相关信息，注重与其互动，能够及时

分辨婴幼儿是否为饥饿，从而确保其及时获得食物补充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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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性喂养的开展，可避免儿童出现情绪性进食行为，降低

其肥胖发生风险。

3.3 互动交流

在婴幼儿回应性养育照护实施过程中，需要将互动交

流贯穿始终，旨在建立良好的亲子互动关系。实际操作期间，

若婴儿的月龄低，则在沟通期间，主要是借助于感觉刺激的

形式，例如抚触按摩、视觉听觉训练。临床研究指出，在婴

儿生长发育阶段，父母不吝啬微笑、拥抱等，并借助于彩球

开展视觉刺激，应用音乐、母亲声音对婴幼儿进行声音方面

的刺激，可提高其神经功能发育效果 [14]。此外，对于年龄

稍大的婴儿，日常养育照护期间，主要是积极回应其相关需

求信号，增加陪伴与互动，从而形成和谐的亲子关系，提高

照护者的回应性养育照护行为。值得注意的是，照护人增加

与婴儿之间的互动、交流等，对促进婴儿认知、行为发育迟

缓有着重要价值 [15]。特别是婴儿的母亲，多与婴儿进行互动，

有助于促进婴幼儿２岁阶段的认知发育能力提高。

4 小结

综上所述，在婴幼儿发展过程中，开展回应性养育照

护具有关键性的价值。但是就我国来看，开展回应性养育照

护期间，还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主要照顾者、儿童

家庭环境、父母文化程度等。对于婴幼儿来讲，其早期发育、

潜能开发等，均与照顾者的养育照护息息相关。后续研究中，

还应重视对婴幼儿照护者的回应性养育照护知识、技能培

训，确保其获得规范、专业化指导，从而形成正确、科学的

育儿理念，提高照顾水平。通过此种方式，帮助婴幼儿获得

良好的回应性养育照护，从而在婴幼儿阶段表现出良好的语

言、智力、运动发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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