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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 文 摘 要

为了用更加全面的视角来看待青少年的冒险行为，丰富该领域成果研究，将感

觉寻求作为中间变量，探讨感觉寻求、同伴关系和冒险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采用青少年冒险行为问卷（ARQ–RB）、中小学生感觉寻求量表和同伴提

名法进行测量，对来自太原市、大同市三所中学的 364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使用

SPSS 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以下结果：

（1）同伴拒绝与积极冒险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感觉寻求与积极冒险行

为、消极冒险行为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2）消极冒险行为上性别差异显著，积极冒险行为上独生与否差异显著，父亲

学历对于高中生积极冒险行为的主效应显著。

（3）感觉寻求分别在同伴拒绝与积极冒险行为、消极冒险行为之间起中介作

用，其中感觉寻求在同伴拒绝和积极冒险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在同伴拒

绝和消极冒险行为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

（4）兴奋与冒险寻求维度（TAS）在同伴接纳、同伴拒绝与消极冒险行为之间

均起完全中介作用，但是在同伴拒绝和积极冒险行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5）去抑制维度（Dis）在同伴关系和冒险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去抑

制维度（Dis）在同伴拒绝与消极冒险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

关键词 同伴关系；感觉寻求；冒险行为



II

ABSTRACT

In order to take a more holistic view of the risky behavior of adolescents,
enrich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nsation seeking,
peer relationship and risk-taking behavior is explored as an intermediate
variable.

In this stud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364 students
from three secondary schools in Taiyuan city and Datong city by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on adolescent risk behavior (ARQ - RB), the students' feeling
seeking scale and peer selection method.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SPSS 20.0 software.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peer rejection and
aggressive risk-taking behavior, and the feeling of seeking sepa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positive risk-taking behaviors and negative
risk-taking behaviors.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difference between
negative and risky behaviors, 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positive and risky behaviors. The main effect of father's
degree on active risk-taking behavior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is significant.

(3) The feeling seeks to mediate between peer rejection and aggressive
risk-taking, which is a complete mediator between partner rejection and
negative risk-taking behavior.

(4) TAS also plays a complete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eer rejection
and negative risk-taking, but plays a role in mediating between peer rejection
and aggressive risk-taking.

(5) Dis does not mediate between peer relationship and risk-taking
behavior. Dis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peer rejection and negative
risk-taking behavior.

Key words Peer relationship;Feel seeking;Risk-t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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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传媒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校园暴力事件被曝光

在网络上，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日渐凸显，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都将眼光开

始聚焦于青少年的发展。而心理学家对青少年心理和行为的研究将成为对青少年发

展教育的重要依据，对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及社会发展都存在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出现对自己以及周围他人都产生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尤其是问题

行为的原因及解决方式一直都是教育界最为困扰的问题之一。一般来讲，大众所认

为的问题行为大部分都是消极冒险行为，正是因为这些消极冒险行为的严重后果导

致家长和学校因噎废食，出现对积极冒险行为的否定，扼杀了学生的需要。如何正

确平衡两者的关系，趋利避害，是我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发展的关键，特别是对于高中生来说，一方面学业压力的陡

增使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围绕着学习展开，另一方面高中生正处于身心蜕变的阶

段，是成人前的过渡阶段。高中生正值青春期，高中生因生理的变化等会出现本能

冲动的高涨，但更重要的是高中生面临着即将进入社会，对于新的社会要求和解决

新的矛盾冲突感到混乱和无措。埃里克森提到他们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

个自我同一感，发展自我，忠于自我，管理并稳定自己在他人眼中的角色和形象，

而在他人眼中的形象很大一部分是指在同伴群体中的地位以及他在社会集体中所占

的情感位置，即同伴关系。高中阶段同时也是冒险行为的高发阶段。在心理学领域，

对高中生思维、情绪情感、行为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从未停止。本研究是对该领域进

一步的充实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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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综述

1.1 高中生冒险行为

1.1.1 冒险行为的概念及分类

冒险行为是指个体为了使自身的利益或需求得到满足而不惜采取具有风险的行

为。总体上可将冒险行为分成积极冒险行为、消极冒险行为，积极冒险行为是指有

益个体的、能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冒险行为，如体育锻炼、攀岩、潜水等有益身心

健康的行为。消极冒险行为则是我们常说的问题行为，如攻击行为、吸烟、酗酒、

欺骗等诸多行为。因为消极冒险行为所造成的个人和社会不良后果更为严重，所以

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消极的问题行为，国外对于冒险行为的研究也大多

集中于不安全的性风险行为、酗酒、毒品使用等，而对积极冒险行为的关注比较少。

中国的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人们活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大为提升，且当今的

高中生大多是独生子女，父母多给予的金钱支持比较多，并不缺少零花钱，面对社

会上的各种诱惑，高中生是否能将自己的精力和资源用在正确的地方是我们应该研

究的重要问题。对处于青少年期的个体来说，正确抵制消极冒险行为（沉湎于网络

游戏、抽烟、喝酒甚至于吸毒），多发展积极的冒险行为对其社会化、社会适应和

身心的健康发展都有着重大意义。

1.1.2 冒险行为的理论

关于青少年冒险行为的理论主要有：原型—意愿模型、双系统模型、成熟不平

衡模型、问题行为理论等。

原型—意愿模型（prototype-Willingness Model）提出了冒险行为的两个路径：

理性路径（a reasoned path）和社会反应路径（asocial reaction path）。理性

路径认为，青少年的一些冒险行为是有意的并且是深思熟虑的，而社会反应路径则

可以解释青少年无意识的行为，特别是未经计划决定进行的冒险行为。原型—意愿

模型的社会反应路径包含两种新的结构：（1）行为意愿（behavioral willingness），

即对参与冒险行为的态度；（2）风险原型（risk prototypes），即参与冒险行为

个体关于社会分类典型成员的心理形象。青少年的冒险行为通常是自发自主的，没

有计划性的。它反映出青少年冒险行为的非目的性和非计划性，更多表现出冒险行

为是对进行冒险而获得“益处”这一情景的反应。如校园暴力中若周围的人都是欺

负者，那么青少年产生欺负行为就是对这一情景的反应。可见原型-意愿模型是用青

少年期特殊的社会心理发展特点来解释青春期冒险行为高发的原因。该理论认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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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青少年的冒险行为都是基于社会反应路径来解释的。

双系统模型认为青少年冒险行为是由于青春期前后社会情绪系统中的多巴胺活

动快速并且剧增所导致的，同时多巴胺活动剧增导致了奖赏寻求增加。但认知控制

系统结构的成熟落后于奖赏寻求的增加。也就是说，奖赏寻求增加发生地比较早并

且比较突然，而认知控制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冲动控制能力的提高发生地比较缓

慢，直到 25 岁还没结束，这两个系统成熟时间的差距或者相互竞争使得青春期中

期成为冒险行为和鲁莽行为的高发期。另外，成熟不平衡模型认为，青少年的冒险

行为是由于成熟的皮层下边缘系统 （支持动机与情感）与不成熟的前额叶皮层自上

而下的控制系统（支持控制）之间成熟不平衡导致的。这两个模型均从神经生物学

的视角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发生机制进行了解释并提出了相似的观点。

Jessor 于 1987 年提出了问题行为理论，该理论认为，我们的行为系统也就是社

会行为变量是由人格系统、个体感知的社会环境系统共同作用造成的，而人口统计

学变量和社会结构因素又会对人格系统、环境系统和行为系统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

响。人格系统和环境系统共同影响着行为系统，而行为结果的出现又会反作用于人

格和环境。举例来说，消极冒险行为的出现，不是某一种因素的独立作用，而是人

口学因素（年龄、性别、学历等）、社会结构（社会文化背景等）、人格（自尊、

自我控制、感觉寻求等）、社会环境（亲子关系、父母亲态度、同伴在场、同伴接

纳等）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本研究将以上述研究理论为基础，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综合个体自身因素与

社会因素来研究青少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冒险行为。

1.1.3 冒险行为的测量

目前，针对冒险行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问卷调查法和情景测验法。

青少年冒险问卷是 Gullone 等人于 2000 年编制的标准化问卷，包括冒险行为量

表(ARQ-RB)和风险知觉量表(ARQ-RP)，前者用于评估青少年现实的冒险行为频率，

后者用于评估青少年感知到的冒险行为的风险程度。这两个量表是相互独立的，研

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意图使用其中某一个。以往研究中还有风险感知量

表也较常使用，它可以评估个体的风险感知，测量其风险偏好。Ford 等人编制的青

年决策问卷同样也是测量个体风险决策的一个问卷。张晨等人针对中国青少年修订

了 ARQ-RB 量表，量表包括四个维度：刺激寻求、鲁莽、叛逆以及反社会。修订后的

青少年冒险问卷－冒险行为量表的信效度指标良好，适用于我国中学生群体。使用

问卷测量的方式具有施测方便、快捷的优点，还可以根据研究者的不同研究目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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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部分或者全部的量表进行研究。但是，不同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对冒险行为的界

定和操作都存在着差异，所以不同研究者所使用的冒险行为的问卷会存在不一致的

情况，这是不可避免的。

鉴于问卷调查法自身存在的弊端可能会使量表的生态效度不够高，有的研究者

会使用冒险情境测验的方式测量被试的冒险行为。冒险情境测验可以分为真实和虚

拟两种。真实的冒险情境测验是利用生活中真实发生的场景，在其中观察个体的行

为表现，观察被试是否出现冒险行为并对冒险行为进行可操作化的处理，贴近生活

实际，结论的可推广性强，但是客观观察冒险行为出现，其观察成本很高，较难以

实现，且会受到诸多不可控因素的干扰，误差大，几乎无法实现因果推断。模拟冒

险情境则不同，它本身具备模拟真实的冒险情境的特点，例如实验中常见的“红绿

灯任务”和“气球实验”都可以准确的预测个体在生活中的行为表现。但是冒险情

境实验的情境选择难度较大，不容易控制额外变量。

1.1.4 冒险行为的影响因素

目前针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大多集中于个体主观因素、家庭因素、

社会-情境等方面。

从个体层面来看，青少年的性别、年龄、独生与否、人格特质、情绪、孤独感

等都与冒险行为有显著的相关。刘金平等人研究发现性别、年龄、独生与否以及大

五人格特质对青少年冒险行为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男性青少年要比女性青少

年表现出更多的冒险行为，青少年后期的冒险行为表现更多，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

女在叛逆行为上更容易冒险，在寻求刺激行为上却正好相反，大五人格中的各个特

质对青少年冒险行为有直接预测作用
[14]

。窦凯等人的研究证实了自我损耗会促进个

体冒险行为的发生
[15]
。

从家庭层面来看，亲子关系是影响冒险行为的重要因素。田录梅等人发现自控

力在亲子关系与冒险行为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且该效应受到不良同伴交往的调节
[7]
。

叶宝娟等人研究证明父母的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对工读生的毒品使用（消极冒险行

为）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从社会-情境层面来看，冒险情境以及同伴在场、同伴观察等同伴关系也显著影

响着冒险行为。李灿灿等人研究发现受到高金钱数量启动的个体比受到低金钱数量

启动的个体更加倾向于冒险，即金钱情境会激发个体更多的冒险行为
[26]

。田录梅等

人的研究证明了同伴在场时高自尊的青少年更可能参与一些非消极的冒险行为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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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伴关系与冒险行为

人类作为一种社会性哺乳动物，处在群体中时是一种相对安全的状态。其它的

社会性哺乳动物的冒险行为证明了仅仅是身体上的客观存在而没有任何社会交往，

就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同时，也会促进更大的冒险行为。Eileen Y. Chou

等人的研究证明了仅仅是身体上的他人存在就要比单独做出相同决定的人做出更危

险的决定，而安全感是影响这一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研究结果还表明，这种影响

取决于人们是否被属于同一社会群体的人所包围
[30]

。这就说明同伴群体对于我们冒

险行为的出现有着重要意义，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体是否感知到自己真实的属于某

一群体当中，即个体的同伴关系。

1.2.1 同伴关系的定义与分类

同伴关系是在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一

般是横向的、平行平等的。杨钋等人认为同伴关系的结构应包括同伴群体规模、同

伴关系评价和同伴群体位置三个层面。塞尔曼提出的同伴友谊发展五阶段理论认为，

儿童在 12 岁以后就进入了自主的互相依赖的友谊阶段，表现为双方互相提供心理支

持，互相获得自我的身份。也就是说，同伴关系对于高中阶段的青少年来说，既是

社会性发展的重要环境，也是社会性发展的主要内容，对特定同伴群体归属和获得

一份亲密的友谊是青少年期重要的社会化过程，同伴关系甚至会影响着青少年自我

的发展。可以说，同伴关系的良好满足了青少年一部分安全和归属的需要。

一般意义上讲，同伴关系包括同伴接纳和同伴拒绝。同伴接纳是儿童被同伴群

体接纳的程度，也表明其在群体中被喜欢的程度。与此相反，同伴拒绝则是儿童在

其所在群体中被同伴拒绝、排斥的程度。同伴关系是儿童在群体中地位的反映。

1.2.2 同伴关系的测量

心理学领域常使用的对同伴关系进行测量的方法有自然观察法、班级戏剧法、

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同伴评定法、还有使用频率较高的同伴提名法。同伴提名法

是社会测量法中最基本的形式，被研究者普遍应用于测量各年龄阶段儿童的同伴关

系，同时国内研究也表明同伴提名法同样适用于中国被试，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其

基本操作原理是，要求儿童在群体中相互选择进行积极提名和消极提名，积极提名

的选择意味着接纳，消极提名的选择意味着拒绝或排斥，是他们彼此之间在心理上

相互关系的反映，也就是对同伴之间人际关系的反映。

1.2.3 同伴关系与社会行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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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发现不良同伴关系和同伴压力等因素都能正面预测青少年的消极冒险行

为的发生，积极同伴压力可显著预测普通高中生的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
[23]

。更有研

究发现，在真诚高自尊中，同伴拒绝能显著正向预测消极冒险行为，但在防御高自

尊中，同伴接纳对积极冒险行为并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20]

。另外，同伴拒绝或同伴

数量少还会导致儿童更易遭受身体侵害和关系侵害，与之相反，同伴接纳或者同伴

数量越多，越容易抵制不良侵害，其中同伴特征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25]

。不良

的同伴关系还会导致青少年产生更多的攻击行为、物质滥用等问题行为障碍。可以

说，同伴关系和同伴的行为是青少年消极冒险行为的一个显著的预测变量。

1.3 感觉寻求

1.3.1 感觉寻求的定义与结构

感觉寻求作为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与冒险行为存在重要联系。感觉寻求是个体

对各种强烈的、刺激的、新奇多变的感觉或体验的追求，是通过采取一系列冒险行

为来获得这些独特的感觉或体验的自我期望。Zuckerman认为感觉寻求包括4个维度：

兴奋与冒险寻求、体验寻求、去抑制以及厌倦敏感性。兴奋与冒险寻求是指个体对

参加某些生理冒险活动或其他一些能提供特殊感觉活动的愿望程度，如跳伞、滑雪、

蹦极等。体验寻求是个体通过反社会常规或刺激感官来寻求新异的感知和体验，如

激烈的摇滚乐、绘画创作、自由行等。去抑制则是指个体通过一些特定的社会活动

来寻求新异感觉，而这类社会活动大多是不被赞同和鼓励的。如集会、饮酒、开放

的性行为等。厌倦敏感性是指个体对于重复多次的刺激的敏感性和忍受程度，比如

规律性的工作、不曾改变的环境等。由此可以看出，高感觉寻求者更乐于参加刺激、

新颖的活动，而这样的活动包括可以被社会认可接受的冒险活动也包括不被社会接

受认可的冒险活动。感觉寻求可作为青少年的冒险行为的预测变量，这在感觉寻求

与冒险行为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证实。

1.3.2 感觉寻求的测量

对感觉寻求的测量均使用问卷测查的方式。Zuckerman 等人为了感觉寻求的定义

更具有操行性，编制了感觉寻求量表（Sensation Seeking Scale，SSS），共有六

个版本。目前应用较广泛的是第 5版感觉寻求量表。第 5版感觉寻求量表由 40 个项

目组成，每 10 个项目测量一个感觉寻求因子，各因子的分数是其所在的 10 个项目

的分数和，项目总分代表个体的感觉寻求分数。由于大多数的冒险活动都不具有普

遍性，并不广泛的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因此对应测验项目大都以报告意图而非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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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的方式来表达，如“我喜欢......”、“我常常想要做......”。

中国学者陈丽娜等人在第 5 版感觉寻求量表的基础上以 14560 名中小学生为有

效被试，重构中小学生感觉寻求的理论维度进行中国本土化研究，并编制了中小学

生感觉寻求量表
[8]
。对这一量表进行因素分析后结果表明:中小学生的感觉寻求包含

兴奋与冒险寻求维度和去抑制维度。问卷项目完全体现了感觉寻求人格特质对各种

强烈的、刺激的、新奇多变的感觉或体验的追求。TAS（兴奋与感觉需求）分量表中

的项目更多体现出中小学生对体育运动、娱乐项目等生理刺激活动的寻求，这些活

动具有冒险性的同时又能被社会大众所接受。Dis（去抑制）分量表则更多地体现出

中小学生叛逆、反社会的一面，有时为了满足自己对高风险、高强度刺激的需求，

不惜付出代价违反社会常规。经检验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能够将其作为测量中

小学生感觉寻求的有效工具。

1.3.3 感觉寻求与社会行为的关系

国内外针对感觉寻求与社会行为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感觉寻求与社会可接

受行为的关系、物质滥用、物质成瘾、问题行为、犯罪行为等方面的研究。

在感觉寻求与社会可接受冒险行为的关系方面。有研究者发现，喜欢参加高冒

险性体育运动和娱乐活动的人，拥有较高的感觉寻求得分。Abraham pizam 等人的研

究分析了感觉寻求对旅游活动选择和旅游安排喜好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那些更

愿意参与极限运动比那些更喜欢参观文化/遗产景点、人造景点、自然景点、观看体

育游戏或参与传统体育的人感觉寻求量表的得分更高。另外，那些自己做旅行安排

比那些喜欢带着旅行团、带着家人或朋友一起出游的人的人在感觉寻求量表上得分

更高
[29]
。

在感觉寻求与吸烟、酗酒、吸毒等物质滥用和物质成瘾行为的关系方面。有研

究发现个体是否吸烟、是否饮酒、是否网络成瘾的感觉寻求水平差异显著。Anna V.

Wilkinson 等人对 1053 名墨西哥裔青少年进行追踪研究的结果表明，感觉寻求与饮

酒相关的三、四种风险行为并存
[28]

。此外，感觉寻求的去抑制维度在参与其他风险

行为和饮酒的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这表明去抑制是一种导致使用酒精、烟草、

非法药物和其他问题行为的常见因素。

在感觉寻求与赌博行为的关系方面。赌博是一种最为常见的风险决策行为，行

为与神经证据表明，高感觉寻求对获益的敏感性较高，更倾向于风险寻求，更易出

现风险行为，而低感觉寻求对损失的敏感性较高，更倾向于风险规避，较少出现风

险行为。研究发现，赌博行为较多的个体感觉寻求得分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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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感觉寻求是对个体的不同冒险行为具有良好的预测性。对于社会经

验较少的青少年群体来讲，当寻求新异刺激的需求无法通过合理的积极冒险行为(如

惊险刺激的体育运动、娱乐活动)得到满足时，就有可能转向做出各种消极冒险行为

(如吸烟、酗酒、偷窃等)。陈丽娜等人的研究表明，我国中小学生感觉寻求特点表

现为：男生的感觉寻求水平高于女生；感觉寻求水平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高，兴奋

与冒险寻求在高中阶段达到最高峰，去抑制则尚不能确定
[8]
。在现实生活中,能满足

中小学生感觉寻求需要的冒险性行为的可实现机会确实相当少，由于各种条件限制，

有些高感觉寻求的中小学生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进行积极冒险时，就不得不采取一些

违反常规的问题行为、犯罪行为来寻求刺激，满足自我需要。

1.4 同伴关系、感觉寻求与冒险行为之间的关系

前人的研究中大多提到的是感觉寻求是影响冒险行为的一种重要的人格变量，

同伴关系是影响冒险行为的一种重要的环境变量，但是对于感觉寻求和同伴关系之

间的研究却鲜少提及。根据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个体和环境之间存在着

交互作用。

个体自身感觉寻求水平的高低，既受到生物遗传因素的影响，又受到后天社会

环境因素的制约。而感觉寻求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冒险行为是否会出现，所以冒

险行为也必然受到遗传因素与后天环境的双重影响。心理学领域中的的双生子研究

已经证明了，遗传与环境的影响侧重不同。Miles 等人所研究的冒险行为和感觉寻求

中主要受遗传影响的因素有：对冒险行为的态度、有冒险的尝试等，而受环境因素

影响有：风险性行为、驾驶汽车中的系安全带行为和骑摩托车的带头盔行为等。在

研究过程中，后天环境因素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同伴群体的影响、父母的影

响以及社会背景因素。Ellen B.Hansen 等人研究发现源于朋友的挑战与感觉寻求、

不同的冒险行为呈高相关，特别是积极冒险行为。田录梅等人也研究证实了积极同

伴关系对青少年积极冒险行为具有促进作用。colleen pilgrim 等人的研究中指出，

个体感觉寻求水平高也不一定就会出现较多问题行为，青少年更容易在融入同样的

高感觉寻求水平的同伴群体后才会出现问题行为。国内关于同伴关系、感觉寻求和

冒险行为之间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某种特定的消极冒险行为，例如烟酒共用、毒品的

使用、网络成瘾等行为。袁竞驰等人的研究表明，烟酒共用同伴压力调节感觉寻求

和高中生烟酒共用间的关系，在高烟酒共用同伴压力下感觉寻求会显著预测烟酒共

用
[4]
。叶宝娟等人发现结交不良同伴在心理控制、行为控制与工读生毒品使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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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起中介作用，而结交不良同伴的中介作用受到感觉寻求的调节。感觉寻求的去抑

制维度在同伴关系的共同作用和网络成瘾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且为部分中介
[10]

。

由此可见，联系同伴关系和冒险行为来深入探究积极冒险行为和消极冒险行为是更

为全面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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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问题提出与研究设计

2.1 前人研究的不足

2.1.1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消极冒险行为

青少年阶段本身会出现很多危机，而学业和个性发展的冲突更是可能会导致高

中生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从而导致高中生抽烟、酗酒、打架斗殴等消极冒险行为

的出现。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就更加关心学生在消极冒险行为上的表现，而忽视积

极冒险行为的出现，更有甚者会认为积极冒险行为的出现反而是一种不良的风险行

为，会带来伤害而阻碍学生发展这一行为。

综合以往的研究成果来看，虽然前人已经对于冒险行为的诸多影响因素做出了

一些深入的研究，但也大多集中于消极冒险行为，且研究内容过于传统，对社会可

接受的积极冒险行为的研究还比较缺乏。虽然前人对同伴关系、感觉寻求和冒险行

为之间的关系做出了一些研究，但这些研究中，冒险行为大都是某种具体的消极冒

险行为，而没有总体上对消极冒险行为和积极冒险行为做统计。本研究将探索前人

研究中关于积极冒险行为的空白。

个体的发展变化取决于两个方面，个体自身的成熟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从自身

的角度来看，前人的研究已经证明发现个体感觉寻求程度的高低是影响冒险行为频

率的重要人格特质，若将感觉寻求作为一种个体亟待被满足的需要，那么需要的满

足与否就会成为决定冒险行为出现的唯一因素，环境中是否有更多的因素来影响冒

险行为的出现。从环境的角度来看，高中生的友谊已趋于成熟，同伴关系在其成长

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格的形成一部分是社会习得的结果，而对于高中生来说

和同伴相处的过程中也是习得冒险行为的过程。在人们一般的认知中，会觉得孤独

的、没有同伴的学生会更加忧郁消沉，会更容易出现反社会的冒险行为，同时同伴

关系好的学生也会因为朋友多、匿名效应等出现更多群体行为，而这种群体行为多

为消极行为，那么同伴关系是否会影响高中生的消极冒险行为，同理，高中生是否

也会因为上述的原因而出现积极冒险行为。

2.2.2 已有研究存在的不一致

以往研究中，有的研究者认为感觉寻求在同伴关系和冒险行为之间起到调节作

用，有的研究者认为同伴关系是感觉寻求和冒险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

鉴于已有研究存在不一致之处，本研究将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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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假设

本研究将用更加全面的视角来看待青少年的冒险行为，将感觉寻求作为中间变

量，探讨感觉寻求在同伴关系和冒险行为之间是否起到了中介作用或是调节作用。

本研究假设如下：

（1）同伴关系与个体的不同冒险行为之间的关系。

（2）感觉寻求能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冒险行为。

（3）感觉寻求及其各维度在同伴关系和冒险行为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和调节

效应。

2.3 研究工具

2.3.1 中小学感觉寻求量表

中小学感觉寻求量表由陈丽娜、张明编制（2006），量表由 30 道题目构成，包

含两个维度：兴奋与冒险寻求(TAS)、去抑制(Dis)，各自有 15 道题目。内部一致性

信度是 0.86，分半信度是 0.83，效标效度良好。采用 3级计分的方法，选项以意图

方式提出：不想做——计 0 分；想做，但不一定去做——计 1分；想做且有机会一

定会去做——计 2分。本研究中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88、0.76。

2.3.2 青少年冒险问卷-冒险行为量表(ARQ-RB)

青少年冒险问卷-冒险行为量表(ARQ-RB)是由张晨、张丽锦 2011 年编制，量表

共有 17 个题目，具体包括 4 个维度：刺激寻求、鲁莽、叛逆、反社会。总问卷的克

隆巴赫α系数为 0.73，相对应的各个维度的α系数分别是 0.53、0.81、0.08、0.65，

重测信度为 0.76，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良好。采用 5 级计分的方法，每个项目从 0

——“从不”到 4——“总是”计分。其中滑雪、武术、滑旱冰、跳伞、参加竞赛等

刺激寻求的题目分数可视为积极冒险行为的得分，而鲁莽、叛逆和反社会三个维度

题目的得分可视为消极冒险行为的得分。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分别取平均值作为

两种不同性质冒险行为的得分。本研究中对刺激寻求、鲁莽、叛逆和反社会四个维

度分别进行分析，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65、0.07、0.66、0.53。

2.3.3 同伴关系的测量

对被试的同伴关系的测量采用同伴提名法来测量，事先准备一份班级名单，要

求被试在名单中选择三名最喜欢的同学划√，选择三名最不喜欢的同学划×。收回所

有数据后，以积极提名频次的 Z 分数作为其同伴关系中同伴接纳的指标，以消极提

名频次的 Z 分数作为同伴关系中同伴拒绝的指标以便于在不同班级的高中生提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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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比较。

2.4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太原市、大同市三所中学的 477 名高中生作为调查

对象，回收有效问卷共 364 份，问卷有效率为 76.3%，其中男生 182 人，女生 182 人，

高一年级 307 人，高二年级 57 人。

2.5 研究程序

问卷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要求被试按照指导语的要求认真、独立作答。

被试完成一份问卷的时间大约为 15 分钟，所有问卷当场回收。

2.6 数据处理分析方法

采用文献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进行研究。使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SPSS 的

Process 宏程序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差异分析、相关分析、因子分析、中介效应及

调节效应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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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

为了排除同一被试作答三种问卷而可能导致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对所有题目

进行因子分析，共提取三个因子，且一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均小于 40%，说明不存在

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3.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N M SD

同伴接纳 364 2.76 2.06

同伴拒绝 364 2.32 3.62

TAS 364 17.01 7.17

Dis 364 5.90 4.37

感觉寻求 364 22.91 9.46

积极冒险行为 364 5.57 3.18

消极冒险行为 364 6.09 4.13

各研究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见表 3.1。

3.3 冒险行为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差异检验

表 3.2 高中生冒险行为的性别差异

冒险行为

积极冒险行为 消极冒险行为

性别
男 5.41(3.13) 6.84(4.33)

女 5.72(3.24) 5.31(3.75)

t -0.95 3.59
＊＊

注：
* p＜0.05,

** p ＜0.01，下同。

对高中生冒险行为的性别差异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发现，在积极冒险行

为上，不存在性别差异，但在消极冒险行为上性别差异显著（p＜0.01），男生比女

生表现出更多的消极冒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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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高中生冒险行为的独生与否差异

冒险行为

积极冒险行为 消极冒险行为

独生与否
独生子女 5.97（3.23） 5.81（4.11）

非独生子女 5.17（3.10） 6.37（4.15）

t 2.41
*

-1.28

对高中生冒险行为的独生与否差异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在消极冒

险行为上两者不存在差异，但在积极冒险行为上独生与否差异显著（p ＜0.05），

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表现出更多的积极冒险行为。

表 3.4 父亲学历对高中生冒险行为影响的方差分析检验

均方 df F

积极冒险行为 24.50 5 2.36
*

消极冒险行为 11.85 5 0.72

由表 3.4 可知，父亲学历对于高中生积极冒险行为的主效应显著，F=2.36，p ＜

0.05。进一步事后检验可知，父亲为小学及以下学历组分别与本科学历组、研究生

学历组差异显著（p＜0.05），初中学历组与本科学历组差异显著（p＜0.05），高

中学历组与本科学历组差异显著（p＜0.05）。父亲学历对高中生消极冒险行为影响

的主效应不显著。

3.4 同伴关系与积极、消极冒险行为之间的关系

表 3.5 各变量间相关关系（n=364）

1 2 3 4 5 6

1.兴奋与冒险寻求 1

2.去抑制 0.30** 1

3.感觉寻求 0.90** 0.69** 1

4.消极冒险行为 0.15
**

0.51
**

0.35
**

1

5.积极冒险行为 0.36
**

0.05 0.29
**

0.15
**

1

6.同伴接纳 -0.10 -0.06 -0.10 0.02 -0.12
*

1

7.同伴拒绝 0.13
*

0.03 0.11
*

0.02 0.16
**

-0.36
**

由表 3.5 的数据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感觉寻求中的去抑制维度（Dis）与消极冒

险行为之间呈显著正相关（p＜0.01）；感觉寻求总分分别与积极冒险行为和消极冒

险行为之间呈显著正相关（p＜0.01）；同伴接纳与积极冒险行为之间呈显著的负相

关（p＜0.05），同伴拒绝与积极冒险行为之间呈显著正相关（p＜0.01）；感觉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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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兴奋与冒险寻求维度（TAS）与去抑制维度（Dis）之间呈显著正相关积极冒险

行为与消极冒险行为之间显著正相关（p＜0.01）；积极冒险行为与消极冒险行为之

间显著正相关（p＜0.01）；同伴拒绝与同伴接纳之间呈显著负相关（p＜0.01）。

3.5 感觉寻求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 3.6 感觉寻求的中介作用检验

自变量 因变量
β SE

t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同伴接纳 积极冒险行为 -0.057 -0.019 0.033 0.011 -1.742
**

同伴拒绝 积极冒险行为 0.085 0.021 0.032 0.010 2.623
**

同伴接纳 消极冒险行为 0.018 -0.013 0.017 0.007 1.046

同伴拒绝 消极冒险行为 -0.007 0.014 0.017 0.007 -0.433

表 3.7 感觉寻求做中介变量的置信区间

自变量 因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同伴接纳
积极冒险行为 -0.121 0.007 -0.041 0.001

消极冒险行为 -0.016 0.052 -0.028 0.001

同伴拒绝
积极冒险行为 0.021 0.149 0.002 0.042

消极冒险行为 -0.042 0.027 0.001 0.030

为了考察感觉寻求在同伴关系和冒险行为之间的作用，分别以同伴接纳、同伴

拒绝为自变量，以积极冒险行为、消极冒险行为为因变量，以感觉寻求为中介变量

进行分析。

由表 3.6、表 3.7 可知，感觉寻求分别在在同伴拒绝与积极冒险行为、消极冒险

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其中感觉寻求在同伴拒绝和积极冒险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

作用，而在同伴拒绝和消极冒险行为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

表 3.8 兴奋与冒险寻求维度的中介作用检验

自变量 因变量
β SE

t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同伴接纳
积极冒险行为 -0.053 -0.022 0.032 0.013 -1.675

消极冒险行为 0.011 -0.005 0.018 0.004 0.586

同伴拒绝
积极冒险行为 0.076 0.029 0.032 0.013 2.403

*

消极冒险行为 -0.001 0.007 0.018 0.004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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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兴奋与冒险寻求维度做中介变量的置信区间

自变量 因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同伴接纳
积极冒险行为 -0.116 0.009 -0.049 0.001

消极冒险行为 -0.025 0.047 -0.015 -0.001

同伴拒绝
积极冒险行为 0.014 0.139 0.006 0.055

消极冒险行为 -0.036 0.036 0.001 0.018

根据本研究中所使用的《中小学生感觉寻求量表》，感觉寻求包括兴奋与冒险

寻求（TAS）和去抑制（Dis）两个维度，为了考察两个维度是否在同伴关系和冒险

行为之间起到一定的作用进行了中介效应的检验。首先，考察感觉寻求中的兴奋与

冒险寻求维度（TAS）在同伴关系和冒险行为之间的作用，分别以同伴接纳、同伴拒

绝为自变量，以积极冒险行为、消极冒险行为为因变量，以兴奋与冒险寻求维度（TAS）

为中介变量进行分析。

由表 3.8、表 3.9 可知，兴奋与冒险寻求维度（TAS）在同伴接纳与消极冒险行

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同伴拒绝与消极冒险行为之间也起着完全中介作用，而

TAS 在同伴拒绝和积极冒险行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表 3.10 去抑制维度的中介作用检验

自变量 因变量
β SE

t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同伴接纳
积极冒险行为 -0.074 -0.002 0.034 0.003 -2.179

*

消极冒险行为 0.016 -0.011 0.016 0.009 1.019

同伴拒绝
积极冒险行为 0.105 0.001 0.034 0.002 3.123

**

消极冒险行为 0.001 0.006 0.016 0.009 0.074

表 3.11 去抑制维度做中介变量的置信区间

自变量 因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同伴接纳
积极冒险行为 -0.140 -0.007 -0.011 0.002

消极冒险行为 -0.015 0.047 -0.029 0.007

同伴拒绝
积极冒险行为 0.039 0.170 -0.002 0.010

消极冒险行为 -0.030 0.032 -0.011 0.026

为了考察感觉寻求中的去抑制维度（Dis）在同伴关系和冒险行为之间的作用，

分别以同伴接纳、同伴拒绝为自变量，以积极冒险行为、消极冒险行为为因变量，

以去抑制维度（Dis）为中介变量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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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10、表 3.11 可知，去抑制维度（Dis）在同伴关系和冒险行为之间没有

起到中介作用。

为了考察感觉寻求在同伴关系和冒险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分别以同伴接纳、

同伴拒绝为自变量，以积极冒险行为、消极冒险行为为因变量，以感觉寻求、兴奋

与冒险寻求维度（TAS）及去抑制维度（Dis）为调节变量进行调节效应的分析。结

果发现，只有去抑制维度（Dis）在同伴拒绝和消极冒险行为之间调节效应显著。交

互作用显著，t=2.25，p＜0.05,效应值 R
2
为 0.01，F=5.05，p＜0.05。

图 1 去抑制维度对同伴拒绝和消极冒险行为的调节作用

为了展现去抑制维度对同伴拒绝和消极冒险行为的调节作用的具体趋势，采用

简单效应分析方法，将高于和低于去抑制平均分一个标准差的得分分别划分为去抑

制高分组和去抑制低分组，并绘制出不同去抑制水平上同伴拒绝对消极冒险行为的

图。结果如图 1所示，当去抑制得分较高时，同伴拒绝对消极冒险行为的影响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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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讨论

4.1 高中生不同冒险行为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差异分析

在消极冒险行为方面，本研究结果显示，男生消极冒险行为显著高于女生，性

别效应显著，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陈丽娜等人研究以小学四年级到高中三

年级作为被试的取样范围，发现不论处于哪一个年龄阶段，男生的感觉寻求得分和

各维度的得分都要显著高于女生,证明了感觉寻求中性别差异的存在
[8]
。对于本研究

中性别差异的解释，首先消极冒险行为的性别差异与男生和女生的性别角色是相符

的，男孩一般较为大胆爱冒险，对消极冒险行为的接触比较多，而女孩则更为谨慎

安静，加之大多家庭对女孩的管束比较多，且要求培养女生文静的淑女品质，因而

对这类消极冒险行为的接触概率本身就很小。其次从进化心理学角度出发，男性受

到求偶动机的驱使和女性择偶偏好的影响，会表现出更多的风险行为以获得异性的

青睐，得到繁衍的机会，而这类风险行为也包括对于其他竞争者的不良竞争行为，

即消极冒险行为。本研究中性别变量对积极冒险行为的作用不明显，第一，这个结

果可能与本研究中所测得的社会可接受的冒险行为有关。本研究对积极冒险行为的

测量包括滑雪、武术或拳击等项目，参与这些活动受自身能力、学校软文化建设、

家庭经济水平、所属地域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的影响较大，而受性别影响较小。

第二，本研究中的被试也具有特殊性。对于中国国情下面临高考的高中生来说，课

外活动本身的缺乏以及家长和老师对于此类活动的不提倡也是性别差异不显著的原

因之一。

1978 年以来中国奉行了 30 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坚持“孩子只生一个好”，这

令当今高中生群体中大多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拥有了比非独生子女更多的家庭资

源，因为独生子女是家中唯一的后代，家长会尽可能的满足孩子的需求和想法，如

果孩子提出想要滑雪、跆拳道等积极冒险行为时，家长满足其想法的可能性更大。

因此导致高中生的独生与否在积极冒险行为上差异显著。

高中生积极冒险行为与父亲学历的差异显著，本科学历组分别与小学及以下学

历组、初中学历组和高中学历组差异显著，小学及以下学历组与研究生学历组差异

显著。盛志华等人的研究表明父母亲的学历与儿童的教育环境密切相关
[27]

。一般来

说，在中国的家庭模式中，父亲往往为家庭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支撑，父亲的学历越

高也意味着所能获得的社会财富越多，这也就为高中生更多积极冒险行为的实现提

供了条件。父亲的家庭角色更多的是面向外部的、开放的，为高中生的社会行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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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定的榜样作用，而母亲的家庭的角色更多的是面向内部的，因而对高中生的

榜样效应不明显。

4.2 同伴关系对不同冒险行为的预测作用分析

本研究中同伴接纳与积极冒险行为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同伴拒绝与积极冒险

行为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在以往的研究中同伴拒绝对适应不良的冒险行为有显著正

向预测作用，如，纪林芹等人研究发现，同伴拒绝与儿童的各类攻击行为之间存在

着显著正相关。辛自强发现被同伴拒绝的青少年会更多的表现出不良的社会行为。

这里出现了与前人研究不一致的地方。正如上述所说，由于高中生学习和课外娱乐

的特殊性，无论是学校、家长还是同学都将学习成绩作为高中生活的重点，更多的

积极冒险行为很可能代表着“不务正业”。同伴接纳和同伴拒绝是同伴关系的两个

方面，并不是指同一个维度的两个极端表现，本研究结果也证明了在一个群体中同

伴接纳与同伴拒绝之间呈负相关。但是，在某些群体中也存在同伴接纳和同伴拒绝

水平都较高的个体，在学校中有这样一类同学，他们经常违反学校班级纪律，扰乱

正常教学秩序，大多数同学都不喜欢他们，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拥有自己的小团体，

这样的学生可能在班级其他学生中的同伴拒绝水平较高，但在其小团体中同伴接纳

水平反而也较高。

本研究还发现，同伴接纳对积极冒险行为没有显著预测作用。这与社会可接纳

的冒险行为的特点有关。社会可接受的冒险多是一些刺激性的体育运动和娱乐项目，

一般有安全性的保护措施存在，这类运动并不局限于是个体单独参加还是集体参加，

因此，同伴关系并不是影响个体是否参与此类运动的重要因素，且在这类活动中，

一般是可以个体单独完成的，不一定依赖于团体合作，故对同伴接纳的要求也比较

低。

4.3 感觉寻求在同伴关系和冒险行为中起的中介作用

感觉寻求分别在在同伴拒绝与积极冒险行为、消极冒险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其中感觉寻求在同伴拒绝和积极冒险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在同伴拒绝和

消极冒险行为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前人的研究中已经发现，感觉寻求是影响

个体冒险行为的重要因素，是个体稳定的内在特质，而同伴关系则是影响冒险行为

的重要社会环境因素，因此，有着积极同伴关系（同伴拒绝）的个体自身感觉寻求

水平也高的情况下，会产生更多的冒险行为，无论是积极冒险行为还是消极冒险行

为，都可能在同伴的拒绝之后进而在冒险行为上得到进一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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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本土文化的角度出发，对于高中生积极冒险行为和消极冒险行为的界限

划分本身没有很清晰，无论是哪种冒险行为对于学校和家庭来说，都是会带来危险

同时耽误着学习的行为，这可能是导致本研究结果中在两种类型的冒险行为上结果

区别不显著的原因之一。窦凯等人的研究发现，自我损耗会促进个体冒险行为的产

生
[15]

，同理，我们认为，同伴拒绝是一种心理资源上的自我损耗，因此会在同伴拒

绝的情形下，出现更多的冒险行为。Eileen Y. Chou 认为人是社会性群居动物，因

此在获得安全感之后会出现更多的冒险行为
[30]

，这不难理解。但是从另外一种视角

来看，当个体脱离群体之后是否会因为孤立无援的孤独感而产生更多的冒险行为以

获取生存资本，且这里的冒险行为并不单指某一种冒险行为。这一设想需要在后续

研究中加以补充研究。

4.3.1 兴奋与冒险寻求维度在同伴关系和冒险行为中的中介作用

兴奋与冒险寻求维度（TAS）在同伴接纳与消极冒险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在同伴拒绝与消极冒险行为之间也起着完全中介作用。同伴接纳促进了个体兴奋与

冒险寻求的倾向被满足的需要，当个体背后有同伴群体的支持，即安全感的满足。

能够在朋辈团体中被接纳认可时，需要层次理论中提到，生理需要、安全和归属的

需要得以实现后，自然会寻求高一层次的需要的满足，而这一需要则直接导致个体

冒险行为的发生，但在对积极冒险行为和消极冒险行为的作用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

原因首先可能是在于需要被满足的形式并不单独局限于某种形式，无论是积极冒险

行为还是消极冒险行为都是满足需要的一种方式。其次，根据社会学习理论，个体

可以在同伴接纳的情况下习得同伴之间的任何一种风险行为。再次，兴奋与冒险寻

求更多体现的是个体参与一些生理冒险活动获得速度等特殊感觉的期望和倾向。这

种倾向往往是可以被社会所接受，甚至是社会所支持提倡的（例如奥林匹克运动会）。

但是根据我国高中生的实际情况来看，家长和学校对于积极冒险行为的指导是非常

不足的，很多时候家长和学校会尽可能让孩子远离有风险的活动，即使是外出的学

习、远足活动等也经常性的因为安全原因被取消，基于此，即使是积极地冒险倾向

或许也会导致消极的冒险行为，这一结果进一步解释了感觉需求的中介作用。同时，

TAS 在同伴拒绝和积极冒险行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同样应试图探究孤独感与感

觉寻求和冒险行为的关系。

4.3.2 去抑制维度在同伴关系和冒险行为中的中介和调节作用

去抑制维度（Dis）在同伴关系和冒险行为之间没有起到中介作用，但在同伴拒

绝和消极冒险行为之间调节效应显著。去抑制维度是指个体趋向于反社会的消极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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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倾向，个体为了寻求新异的刺激体验，不惜做出一些违反规定和纪律的事情，

表现为消极冒险行为。根据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个体层面的特质与社会

环境因素之间存在交互影响。同伴关系作为一种环境变量在影响个体行为时受到个

体人格特质的调节。当遭受到同伴拒绝时，个体叛逆和反社会的去抑制倾向会使消

极冒险行为更容易出现而“雪上加霜”，即感觉寻求“增强”了同伴拒绝对消极冒

险行为的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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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检验了高中生群体中同伴关系、感觉寻求及冒险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感

觉寻求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同伴拒绝与积极冒险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感觉寻求与积极冒险行

为、消极冒险行为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第二，消极冒险行为上性别差异显著，积极冒险行为上独生与否差异显著，父

亲学历对于高中生积极冒险行为的主效应显著。

第三，感觉寻求分别在在同伴拒绝与积极冒险行为、消极冒险行为之间起中介

作用，其中感觉寻求在同伴拒绝和积极冒险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在同伴

拒绝和消极冒险行为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

第四，兴奋与冒险寻求维度（TAS）在同伴接纳、同伴拒绝与消极冒险行为之间

均起完全中介作用，而 TAS 在同伴拒绝和积极冒险行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第五，去抑制维度（Dis）在同伴关系和冒险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第六，去抑制维度（Dis）在同伴拒绝与消极冒险行为之间调节作用显著。

5.2 教育建议

针对高中生冒险行为问题，需要从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多方面综合考虑。根据

本研究的结果可发现，感觉寻求在同伴关系和积极冒险行为、消极冒险行为之间起

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这就启发学校工作者要关注个体感觉寻求特质本身的高低。在

入学时应当安排学生测查感觉寻求及其他心理特质，建立和完善个人档案，以便于

追踪和预防。

学校不应当以安全问题为理由削减学生的户外实践活动，而应该积极引导高感

觉寻求的学生发展适当的积极冒险活动，多参加学校相关的社团活动或者积极健康

的户外运动，注重为高感觉寻求的个体提供正确合理的满足高感觉寻求的渠道，引

导其社会可接受的积极冒险行为的发展。班主任及任课教师要多加留意班内同伴接

纳程度高的学生，避免小团体中高接纳程度的“领头羊”出现消极冒险行为。在关

注消极的人际关系导致的一些消极冒险行为之外，也同时要多关注积极同伴关系下，

青少年的冒险行为的增加，在帮助青少年改善不良人际关系以更好融入同伴群体中

的同时，对团体行为多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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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本研究的不足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第一，本研究所选取的样本为太原市、大同市的两所重点中学和一所普通中学，

且仅局限于高一、高二学生，影响了研究结果的普适性，不能直接推广到其他地区

及整个青少年阶段，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扩大被试选取的地域范围和年龄范围。

第二，在对消极冒险行为的测量上，本研究采用班级团体施测和记名的方式进

行，因此可能会因社会赞许效应而影响研究结果，今后的研究将在这一点上采用更

加严谨的方式。国外学者在研究冒险行为时大多采用追踪研究的设计，这样可以更

加准确的收集到被试的冒险行为，比单纯的使用问卷调查施测的效度要更高，之后

的研究设计中可考虑该方法。

第三，研究虽然探究了感觉寻求在同伴关系和冒险行为之间的作用，但是三者

之间具体的作用机制和理论架构还有待完善。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影响冒险行

为的因素有很多，都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探讨。另外，针对积极冒险行为的研究可以

像前人对消极冒险行为的研究一样着眼于某一个具体的行为上，其现实意义可能会

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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