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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 文 摘 要

冷漠无情特质(Callous Unemotional Trait,CU)是一种对他人态度冷漠，缺乏

共情心；对自己行为缺乏责任心，犯错后又缺乏悔改的自私型的人格特质。已有相

关研究表明：冷漠无情特质对青少年的攻击行为有显著预测作用。然而冷漠无情特

质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的深层作用机制却鲜有研究者关注。本研究尝试引入了道德

推脱及同伴关系这两个变量来深入探究这一问题。

本研究随机抽取了来自山西省五所中学的 601 名初中生作为被试，采用问卷法

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初中生冷漠无情特质、道德推脱、反应性攻击行为整体

水平偏高，主动性攻击行为整体水平处于中等状态，同伴关系良好。（2）初中生冷

漠无情特质、道德推脱水平、同伴关系、攻击行为在性别、家庭所在地、父母亲受

教育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是否为独生子女、年级上不存在差异。（3）初中生冷

漠无情特质与道德推脱、主动性攻击、反应性攻击之间呈显著正相关；道德推脱与

主动性攻击及反应性攻击呈显著正相关；同伴关系与冷漠无情特质、道德推脱、主

动性攻击及反应性攻击行为之间呈显著负相关。（4）道德推脱在初中生冷漠无情特

质与主动性攻击行为及反应性攻击行为之间均起中介作用。（5）同伴关系在冷漠无

情特质对主动性攻击行为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在冷漠无情特质对反应性攻击行为

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关键词: 初中生；冷漠无情；道德推脱；同伴关系；主动性攻击；反应性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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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llous Unemotional Trait (CU) is a personality type that includes
selfishness, indifference to others, lack of sympathy and compassion, lack of
responsibility for one's own behavior and regret. Releva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allous traits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aggressive behaviors of
adolescents. However,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deep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callous traits on adolescent aggression. This study will start
from the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moral reasoning to explore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such as adolescents' own moral reasoning and peer
relationship in the influence of callous traits on adolescents' aggressive
behavior. This study randomly selected 601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five
middle schools in Shanxi Province from grade one to grade three as subjects,
and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deep
internal mechanism between callous traits and aggressive behaviors, and t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adolescents.Results:

(1) The overall level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different and
heartless traits, moral evasive behavior, and reactive aggressive behavior are
relatively high, while the overall level of proactive aggressive behavior is in a
medium state, and the level of peer relationship is relatively high.

(2)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ndifferent and heartless traits,
moral evading level, peer relationship and aggressive behavior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gender, family location and parents' education level;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whether they were only children or not.

(3)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allous trait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moral evasion, proactive aggression and
reactive aggression. Moral evasion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ctive
aggression and reactive aggressio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eer relationship and apathy traits, moral eva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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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active aggression and reactive aggression.
(4) Moral excuses play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the callous traits

and proactive aggressive behavior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oral
reasoning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callous traits and reactive
aggressive behavior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5) Peer relationship plays a regul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cold and
heartless traits on proactive aggressive behaviors. Peer relationship did not
play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apathetic traits on reactive
aggression.

Key words: Callous Unemotional Trait ； Moral Disengagement ； Peer
relationship；Active aggression；Reactive ag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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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8 年 11 月，一条“中学生当街打母”的小视频在微信朋友圈被刷屏。在视频

中，一个穿着校服的男生对一位中年妇女拳打脚踢，而且还将自行车碾压在她的身

上，这位妇女毫无还手之力，只是发出哭泣的声音。记者从社区和中学生所在的学

校了解到，被打者是施暴学生的母亲，这位母亲是残疾人，走路还要依靠拐杖，口

齿也不清晰，其丈夫在 2008 年意外去世，属于低保户。这名中学生当前 14 岁，是

在读初二学生。当街打母的原因是：该中学生问母亲要些零花钱，但母亲迫于经济

上的压力，没有给他，就遭到了亲生儿子的当街殴打。看到这里，我不禁思索起来，

原本家庭就困难，母亲又是残疾人，母子二人本应相依为命，孩子本应通情达理，

悉心照料母亲，担负家庭的责任，但却做出如此丧尽天良的事情，着实令人痛心。

究其背后的原因，“冷漠无情”四个字呈现在了我的脑海。同时也让我想起了之前

的相关报道：2018 年 5 月，江苏徐州“中学生虐狗焚狗”的视频热传，视频中学生

多次踩踹狗，而后又点火烧狗；2018 年 1 月，江苏某中学女教师在监考中突发心脏

病，30 多名学生却无一人理会察觉，依然平静的答题，最后老师倒在了教室里；2017

年 11 月，一向成绩名列前茅的湖南 16 岁少年因对班主任老师布置的作业产生抗拒，

在办公室连刺老师 26 刀，最后老师不治身亡。这一个个实例让我们触目惊心，中学

生普遍存在冷漠无情特质吗？冷漠无情特质对学生们的问题行为的影响到底有多

大？校园暴力和欺凌可否归因于中学生的冷漠无情特质？

在以往关于攻击行为的研究中，主要集中于家庭、朋辈、同伴交往、学校环境

等外在环境对其的影响。鲜有研究从个体人格特质的角度去分析和探究青少年的攻

击行为。国外学者对冷漠无情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早，且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是查阅我国现有研究文献发现，我国学者近几年来才开始关注该领域的研究，现

有的研究成果也较少。另外，已有的研究表明：冷漠无情特质能显著预测青少年的

攻击行为。然而冷漠无情特质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的深层作用机制却鲜有研究者关

注。因此,本研究拟从道德推脱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出发,来探讨青少年的道德推脱这

一个体变量及同伴关系这一环境变量在冷漠无情特质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中的作用

机制。以期充实相关领域的研究，并根据研究结论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出

切实有效的教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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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1.1 攻击行为

1.1.1 攻击行为概念的界定

攻击行为是以伤害另一生命的身体或心理为目的的行为，即对他人的敌视、伤

害或破坏行为，包括身体、心理或言语等方面
[1]
。1987年 Dodge 指出根据攻击行为

的意图和目的，可以将攻击行为分为主动攻击和反应攻击
[2]
。本研究的攻击行为将从

主动攻击性行为和反应性攻击行为两方面考察。

1.1.2 主动性攻击与反应性攻击的相关研究

主动性攻击也被称为敌意性攻击，一般由情绪激发而起，既不需要挑衅，也不

需要愤怒，是一种情绪性的行为。比如无缘无故的想要去打架斗殴，欺凌他人，这

种攻击行为的目的就是去伤害他人，以给他人造成痛苦而得到快感。相比之下，反

应性攻击也被称为工具性攻击，被描述为“情感需要的”，“防御的”，以应对实

际或感知的挑衅或威胁而引发愤怒的爆发。他们只把伤害他人作为防御的一种手段，

目的是获得自身的利益而非去伤害他人。尽管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经常共同发

生，但并非所有攻击性个体都表现出两种形式的攻击性行为。具体而言，Bates和 Pettit

在 1997 年已发现大约 53％的儿童，同时具备主动性攻击和被动性攻击行为；大约

32％的儿童只是具有被动攻击行为但不存在主动攻击行为；相比之下，大约 15％的

儿童只参与主动攻击行为不参与反应性攻击行为
[3]
。

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梳理，两种攻击性行为的具体特点表现如下：

（1）攻击行为的人口学特征

综合目前的研究发现，无论主动性攻击还是反应性攻击都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

发生变化。Dodge和 Coie在 1997年研究中指出，反应性攻击行为比主动性攻击行为

（6.8 岁）的出现时间早
[4]
。2008年，Fite等人在为期 6年的追踪研究中发现两种攻

击行为在初二年级达到顶峰，之后会呈下降趋势
[5]
。Salmivalli和 Helteenvuori在 2007

年的研究还指出，两种攻击行为均存在性别差异，且男性攻击行为高于女性
[6]
。

（2）攻击行为与同伴关系

许多研究表明，攻击性强的青少年同伴关系表现的较差。但如果将攻击行为分

为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来看的话，往往会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Pettit 和 Dodge

在 1997的研究中指出，有些主动性攻击者的同伴声誉会表现的较好，更可能被同伴

视为“领导者”、“合作者”。而有些反应性攻击者则被视为“易怒”、“爱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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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除此之外，Lochman等人在 2007年的研究中还指出，两类攻击行为在交往的

朋友类型上也存在显著差异，主动性攻击者所交往的同伴比反应性攻击者的同伴更

易表现出不良的问题行为
[7]
。因此同伴关系对两种不同性质的攻击行为是否会产生一

致的结果，值得我们去探讨。

（3）攻击行为与家庭环境

国内外的大量研究表明，家庭环境是个体不良习惯和行为问题的源头。1987年

Dodge 和 Coie指出，青少年反应性攻击的可能是由于儿童早期依恋关系未能得到很

好的满足，或受到童年期虐待导致的
[8]
。而主动性攻击可能是由于早期经历中，通过

攻击行为达到了预想的效果，或有过被正强化的经验。2007 年，在 Lamarche 等人

的研究中指出，反应性攻击行为往往与负性生活事件( 如父母离异、儿童期虐待) 相

关，而主动性攻击者则没有
[9]
。2009年徐特的研究中指出，主动攻击者的父母多采

用放纵溺爱式的教养方式，父母的纵容往往会加剧孩子的主动攻击行为。

（4）攻击行为与学校环境

国内外许多研究表明，中学生的攻击性行为与班级环境，学习负担，师生关系，

教学关系，师生互动风格等都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2017年，李文娟，刘鲁蓉等人的研

究指出，中学生的学校道德氛围感知能显著预测其攻击行为
[10]

。2018 年，王磊，邢

诗怡等人的研究指出，班级环境负向预测其暴力行为，且学习负担越重，暴力行为

越强，同学关系质量与暴力行为显著负相关
[11]

。2010年，葛名贵、赵媛媛等人将师

生关系划分为高低组进行问卷调查，并指出情感关系，教学关系质量差的师生关系

会表现出更高的攻击行为
[12]

。2017年，王甲娜、王烈等人指出师生互动风格对中学

生的攻击行为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13]
。

（5）攻击行为与个体特质的关系

1994年，Crick 在 Dodge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信息加工模型 ”，该认知

加工过程分为 6 个步骤：线索编码、线索解释、目标阐释、反应通达或反应建构、

反应评价与决策、行为执行。他们从认知加工角度对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做了

系统的阐释。该模型指出，在反应与评价决策方面，主动性攻击者比反应性攻击者

表现出更高的自我效能感和正向结果预测，即通过攻击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在进

行敌意归因测试时，反应性攻击者比主动性攻击者更容易出现敌意归因偏差。

2006年，Loeber 和 Raine发现，反应性攻击者与主动性攻击者在人格气质上存

在差异。反应性攻击者更多的表现为神经质的人格特征，主动性攻击者表现的更加

自恋。在气质类型上，主动性攻击者比反应性攻击者活动水平更强，反应性更高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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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影响攻击行为的因素有许多，但以往研究主要探讨了家庭、朋辈、

同伴交往等外在的环境，以及个体认知方式，人格气质等个体因素对青少年攻击行

为的影响。由此可知，想要更加全面的认识攻击行为的成因，不仅需要考虑外部环

境的因素，还要考虑特定的人格特质，其中较为典型的应属冷漠无情特质。

1.2 冷漠无情

1.2.1 冷漠无情特质的概念

冷漠无情特质(callousunemotional trait，CU) 也被称作冷酷无情。Loney认为冷

漠无情特质是对他人态度冷漠，缺乏共情心；对自己行为缺乏责任心，犯错后又缺

乏悔改的一种自私型的人格特质
[15]
。Frick则认为冷漠无情是一种对他人缺少关爱和

同情，做错事后缺乏内疚感的情感模式
[16]

。基于对以往研究的理解，本研究将冷漠

无情特质定义为以麻木、淡漠、无情的态度对待他人的一种心理特质。

1.2.2 冷漠无情特质的理论

（1）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Enebrink,和 Langstrom等社会认知理论心理学家认为，具有冷漠无情特质的个体

在进行信息编码时，容易对事物进行敌意归因，且在选择和接受信息时易忽略掉惩

罚性的线索。他们在 2005的研究中发现，具有高冷漠无情特质的个体往往以奖赏为

行为的导向，不能对事物做出理性的判断，在信息加工的过程中更容易对事物进行

敌意的归因，当面对高奖励，高回报的诱惑时，会优先考虑回报而忽视掉惩罚，致

使其会表现出更多的冲动行为
[17]
。

（2）大脑神经学理论

神经科学家认为冷漠无情特质的个体，杏仁核相对较小，存在缺陷，导致他们

无法很好的体会恐惧及快乐。在 2013年，Thornton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他们发

现，冷漠无情特质水平高的个体，大脑中的杏仁核体积普遍较小，在完成杏仁核反

应时会表现的较为迟钝，从而导致了他们无法很好的对情境中出现的恐惧和焦虑产

生情绪反应。这样使得他们在做出一些冒失行为和攻击性行为时，不能与他人感同

身受，不会产生痛苦的感受
[18]
。

（3）低恐惧理论

低恐惧理论认为，在做出冒失行为和攻击性行为时，往往伴随着惩罚的出现，

一般的行为个体碍于对惩罚的畏惧，不愿意接受惩罚，大脑会发出抑制的行为命令，

从而终止自己的行为。低恐惧理论认为，冷漠无情特质的个体静息心率比常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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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他们无法意识到恐惧的存在。杨波在 2016年的研究中验证了这一假设，研究

发现冷漠无情特质者的静息心率低，表现出低恐惧的个体特质，进而表现出了更高

的攻击倾向
[19]
。

1.2.3 冷漠无情特质的相关研究

（1）冷漠无情特质者的特征

Loney在 2006年的研究中指出，冷漠无情特质者的皮质醇水平、静息心率、皮

肤电水平较常人较低，容易出现低恐惧感；Lynam 在 2007的研究中指出冷漠无情特

质者对恐惧和焦虑的情绪体验存在缺陷，对事后惩罚的感知能力较弱
[20]

；Muaoz 在

2008年的研究中发现大多数冷漠无情特质者在言语水平和智力水平表现的较高，且

在犯错后擅长为自己辩护
[21]
；2011年 Scheepers指出冷漠无情特质者在青少年时期具

有持续稳定的高攻击行为
[22]
；肖玉琴，张卓等人 2014年在对冷漠无情特质者的道德

情感调查中发现部分冷漠无情特质者在道德情感中存在一定的缺陷
[23]
。

（2）冷漠无情特质与攻击行为的关系

已有研究结论一致认为冷漠无情特质可以预测攻击行为。2014年，王孟成，邓

俏文在影响儿童身心发展的相关研究中指出，儿童早期的冷漠无情特质会预测后期

的问题行为
[24]
。2016年，罗贵明等人的研究中指出，男女生在冷漠无情特质上存在

显著差异，男生表现的更加冷酷、淡漠，无情，男生更加以自我为中心，专注于自

己的事情，还指出个体在初中时期的初二、初三学龄阶段，冷漠无情特质的会表现

的最强，且冷漠无情特质显著预测攻击行为
[25]

。2014年，肖玉琴,张卓,宋平等人在

对暴力犯的研究中指出，冷漠无情特质者更易走上暴力犯罪，男性表现的攻击行为

以外在的行为表现为主，女生则以中断关系为主，男性犯罪行为相对于女性较早
[26]
。

2013年，杨波等人在冷酷无情特质对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影响的研究中指出冷漠无情

特质能显著预测青少年暴力犯罪
[27]

。2018年，文艺等人的研究指出，个体的冷漠无

情特质越高，越容易有攻击倾向
[28]
。

（3）冷漠无情特质的影响因素

Forsman 在 2008年的研究中指出，遗传因素对冷漠无情特质影响要高于环境的

影响。2014年肖玉琴等人的研究中指出，在专制型父母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孩子，青

少年时会表现出更高的冷漠无情特质。但冷漠无情特质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

变化（如班级环境，生活事件等）。总体来说，冷漠无情特质不仅受到遗传因素的

影响，同时也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

综上可见，个体的冷漠无情特质能够正向预测其攻击行为，然而这一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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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层作用机制却鲜有研究者关注，本研究将立足于道德推脱这一新的理论视角，

进一步来探讨青少年自身的道德推脱水平在冷漠无情特质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中的

作用机制。

1.3道德推脱

1.3.1 道德推脱概念的界定

道德推脱这一概念，早在 1986年时，就被 Bandura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所首次提

出。Bandura 认为道德推脱是一个自我建构认知的心理过程。当某些个体做出不良

的，冒失的行为后，自己的内心却感觉不到对他人或行为过失所造成的痛苦和内疚。

究其原因，发现道德推脱会使个体重新定义和解释自己的不道德行为，通过推卸自

己的责任进而降低内心的罪恶感和内疚感。一般情况下，个体的外在行为和内在价

值观相冲突时，个体会进行自我的裁决，进而感到内疚和痛苦，而道德推脱恰好可

以做到将外在行为和内在价值观的分离，从而避免了内心的冲突
[29]

。综上可见，道

德推脱是指个体为了减少自己的责任感和侵害目标痛苦的认同感而进行的认知重构

的倾向。

Bandura认为道德推脱可以通过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责任转移、责

任分散、结果扭曲、非人性化和责备归因这八种认知机制来进行自我的道德调节
[30]
。

道德辩护、委婉标签及有利比较的认知机制使得个体的道德控制功能失效，产生对

不道德行为的新认知，进而降低了个体对其不道德行为的伤害性，使个体承担不道

德行为的责任变得最小化。非人性化和责备归因实际上是个体对其结果的错误归因，

从而降低自身外在不道德行为与道德标准间的内在冲突。

1.3.2 道德推脱的相关实证研究

（1）道德推脱与攻击性行为、欺负行为

早在 1987年，Dodge的研究就已经发现，儿童的道德推脱水平越高，其身体攻

击和言语攻击的频率越高，也就是说道德推脱能显著预测攻击行为
[31]

；1996 年，

Bandura 的研究指出，道德推脱与青少年的攻击行为呈显著正相关；2011年，杨继

平、王兴超等人的研究指出父母冲突通过道德推脱对青少年的攻击行为产生影响
[32]
；

2012年，张馨等人的研究发现，家庭功能和道德推脱可以显著预测攻击行为；2013

年，张栋玲在初中生道德脱离与主动性攻击与反应性攻击的关系研究中发现，道德

推脱水平对主动性攻击行为和反应性攻击行为均有预测作用
[33]
。

道德推脱与欺负行为的相关研究也相对比较成熟。2003年，Menesini在学校欺

凌问题的研究中发现，相较于被欺负者，欺负者表现出更高的道德推脱水平
[34]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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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Hymel的研究发现，道德推脱水平对初中生的欺负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2006

年，Gini通过考察六种学校欺负情景的角色后发现，欺负者道德推脱水平显著高于

其他六种角色（起哄者、受害者、保护伞、旁观者、帮凶）。2017年，胡玉华在职

高学生父母冲突知觉对欺负行为的影响的研究中发现，父母冲突知觉及道德推脱对

欺负行为的发生具有预测作用，道德推脱对受欺负行为的发生起部分中介作用
[35]

。

2017年，杨继平、矫凤楠在初中生父母控制、道德推脱与网络欺负的关系研究中发

现，道德推脱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欺负
[36]
。

（3）道德推脱与同伴关系

1996年，Bandura 等人就指出，青少年道德推脱水平的形成是在与同伴的互动

中逐步发展起来的。2008年，Paciello在对未成年犯的调查研究发现，未成年犯所结

交的同伴比一般青少年所结交的同伴会表现出更高的道德推脱水平
[37]

。2014 年，

Caravita 等人在一项追踪研究中指出，青少年中期同伴拒斥水平高的个体，在青少年

晚期会表现出更高的道德推脱水平
[38]

。2014年，Gini，Pozzoli 和 Bussey 的研究发

现，班级集体道德推脱水平能显著正向预测个体道德推脱水平。2017年，李瑞丽、

杨继平等人在研究中指出，同伴拒斥与道德推脱呈显著正相关，同伴接纳与道德推

脱呈显著负相关，且道德推脱在同伴拒斥对攻击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39]

。综合

以上研究可知，同伴关系能正向预测道德推脱水平，但影响同伴关系质量的因素有

很多，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会看到高道德推脱水平的个体，同伴关系却不一定

差。因此在探讨冷漠无情特质对攻击行为的影响的内部机制时，不能忽略同伴关系

的作用。

1.4 同伴关系

1.4.1 同伴关系概念的界定

同伴关系是指年龄或心理发展水平相近的个体之间建立和发展的一种人际关

系，这种人际关系是平行、平等的，它不同于个体与家长或与年长个体间交往的垂

直关系。同伴关系既是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重要背景，也是社会性发展的主要内容

[41]
。

1.4.2 同伴关系的相关研究

早在 19 世纪时期，国外学者已经开始了对同伴关系的研究。到 20 世纪 30 年代，

同伴关系的相关研究初步形成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相关的实证研究和研究方法初步

得到学术界的认可。随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该领域的研究一直处于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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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到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相关领域的研究又逐渐兴盛起来。到八十年代后，

国内一些心理学家开始关注同伴关系这一领域，并引入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兴起了

对同伴关系的相关研究。目前主要聚焦于以下方面：

（1）同伴关系的影响因素

Bandura的社会学理论认为，儿童的社会行为是通过观察他人并模仿学习而成，

观察学习的对象，不仅局限于照料者，还会通过模仿同伴的行为而习得。因此，同

伴关系在个体身心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影响同伴

关系质量主要包括环境因素和个体特征两方面。

首先，在家庭环境中，父母亲受教育水平、父母亲教养方式、家庭的结构、亲

子依恋质量、父母冲突等因素都会对子女的同伴关系产生影响。罗小路，李天然等

人在 2015年的研究中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对青少年的同伴关系质量具

有预测作用，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同伴接纳得分越高
[42]
；2018年，崔颖，韩宪

国等人在研究中指出，父母婚姻的冲突显著负向预测儿童的同伴关系质量
[43]

；2018

年，陶嘉强等人对中职生的研究发现，中职生的同伴关系在不同家庭结构和亲子依

恋质量上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完整家庭孩子的同伴关系优于重组家庭及单亲家庭

的孩子
[44]
；2018年，梁亚卿在探讨隔代抚养的研究中指出，由祖父母抚养的孩子在

同伴交往中表现的更加消极、被动
[45]

。其次，在外界环境方面，学校环境对学生同

伴关系的影响起着重要的作用。2012年，邹泓、周晖等人的研究发现，教师对学生

的关注度、喜欢程度会正向预测其同伴关系的质量
[46]
；2014年，张奇勇的研究证实

了该研究，他将学生的师生关系划分为高低组进行调查，发现师生关系良好的个体

在同伴接纳上明显高于师生关系差的学生。2015年，张裕遵在青少年同伴交往的特

点、影响因素及教育对策的质性研究中指出，学校的文化氛围和班级学习风气对学

生的同伴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
[47]
。

每一个个体都具有独特性，个体间存在差异性，个体在性别、年龄、认知水平、

性格特征、气质水平、人格特质的不同，都有可能导致同伴关系的差异性。还有研

究指出，身体特征和穿着打扮不同的个体在同伴关系的质量上也会存在差异。比如，

生活中，颜值水平高的人更容易给人留下好的第一印象，穿着打扮精致的人更容易

赢得他人的好感。2007年，邹泓和屈智勇等人对 2000 名初中生进行调查发现，同伴

关系良好的学生比同伴关系差的学生在生活技能、学习成绩、性格特质上表现的更

加突出
[48]
。2015年，杨晶等人从归因方式来探讨中学生的同伴关系，研究发现同伴

拒斥的中学生更容易把负性生活事件归因于外界和他人原因
[49]

。2010年，刘洋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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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发现，个体的社会认知能显著正向预测其同伴关系及受欢迎程度
[50]
。2013年，

张静和张文新等人的研究也发现，青少年的学业成绩能显著正向预测其同伴关系
[51]
。

（2）同伴关系对攻击性行为的影响

国内外对同伴关系与攻击性行为的研究较多。2004年，Mitchell和 Annette在所

做的一项纵向研究中指出，儿童在早期表现的攻击行为并不会伴其终生，个体进入

青春期后，如果同伴接纳水平增多很有可能会减弱其攻击性；2007年，江雅等人对

小学儿童的研究发现，同伴关系质量较差的高自尊学生，更有可能采取攻击行为；

2010年，赵冬梅的研究发现，同伴关系质量差的青少年更多地会从主观角度去归因

而客观归因，会表现出更高的攻击行为
[52]
；2013年，赵景欣等人的研究表明，同伴

关系不好的农村儿童会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2014年，陈亮等人证实该结果同样

适用于中学生；2017年，张文新等人证实，攻击行为与同伴拒绝呈显著正相关
[53]

；

2017年，李瑞丽，杨继平等人在同伴关系对攻击行为的影响的研究中指出，同伴接

纳可以负向预测道德推脱和攻击行为；2018年，王冰，鲁文艳等人的研究指出，同

伴关系负向预测攻击行为，且同伴关系调节自尊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54]

。目前，国内

对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但鲜有人从区别的角度去探讨同伴关系

对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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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问题提出及研究设计

2.1问题提出

综上所述，从个体变量来看，冷漠无情特质和道德推脱水平均能显著正向预测

个体的攻击行为；同伴关系这一环境变量会通过个体道德推脱水平进而影响攻击行

为。然而冷漠无情特质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的深层作用机制却鲜有研究者关注，对

有着不同机制的主动性攻击行为和反应性攻击行为的影响更是少之又少。是否具有

冷漠无情特质的个体更容易表现出高道德推脱水平，更容易形成消极同伴关系？同

伴关系、道德推脱在冷漠无情特质对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的关系中究竟如何发

挥作用？这些问题仍需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2.2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本研究引入了道德推脱、同伴关系两个概念，探讨了冷漠无情特质

与主动攻击行为及反应性攻击行为之间的内部深层机制，进一步为冷漠无情特质相

关的研究提供实证资料。

现实意义：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初中生冷漠无情特质、道德推脱水平、同伴关

系、主动性攻击、反应性攻击的现状；进而探寻四者之间的内部深层机制，找出根

本问题之所在，从道德推脱和同伴关系入手，提出一些有效的建议，以降低青少年

的攻击行为。

2.3 研究假设

假设 1：初中生冷漠无情、道德推脱、同伴关系、攻击行为在性别、年级、家

庭所在地、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亲受教育水平上存在差异。

假设 2：初中生冷漠无情特质与道德推脱、主动性攻击、反应性攻击之间呈显

著正相关；道德推脱与主动性攻击及反应性攻击呈显著正相关；同伴关系与冷漠无

情特质、道德推脱、主动性攻击及反应性攻击行为之间呈显著负相关。

假设 3：道德推脱在初中生冷漠无情特质与主动性攻击及反应性攻击之间均起

中介作用。

假设 4：同伴关系在冷漠无情特质与道德推脱及主动性攻击的关系中起调节作

用，即同伴关系调节“冷漠无情特质→道德推脱→主动攻击行为”这一中介作用的

前半段路径、后半段路径及直接路径；但在冷漠无情特质与道德推脱及反应性攻击

行为的影响中不起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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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研究方法

2.4.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法对山西省 5 所普通中学的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 650 份

问卷，回收 632 份。去除无效问卷 31 份，得到有效问卷 601 份，有效率为 92.5%。

被试分布情况见表 2.1：

2.1 参加调查的学生分布

变量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297 49.4

女 304 50.6

年级 初一 201 33.4

初二 201 33.4

初三 199 33.1

家庭住址 城市 419 69.7

农村 182 30.3

是否独生子女 是 72 12.0

否 529 88.0

母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68 11.3

初中 245 40.8

高中或中专 160 26.6

大专及以上 128 21.3

父亲文化水平 小学及以下 51 10.1

初中 264 47.9

高中或中专 101 28.8

大专及以上 34 13.1

2.4.2 研究工具

（1）冷漠无情特质测量

采用 Frick 编制的青少年冷漠无情特质问卷（Inventory of Callous Unemotional

Traits）。该问卷共 24 道题，包括冷酷、淡漠、无情 3个因子，采用李克特四点计分。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α=0.86。

（2）道德推脱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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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王兴超、杨继平等修订的道德推脱问卷。该问卷有 32 个题目，包括责任转

移、责任分散等八个维度，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

系数 Cronbach´s α=0.89。

（3）同伴关系问卷

采用江光荣班级环境问卷中的同伴关系题目。该问卷共 8 个题目，采用李克特

五点计分方式。其中两个题目为反向记分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α=0.78。

（4）攻击行为问卷问卷

采用 Raine在 2006年编制的反应性—主动性攻击问卷。问卷包括 23 个题目，分

为反应性攻击（11 题）和主动性攻击（12 题）两个维度，问卷采用三点计分。在本

研究中，主动性攻击量表部分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α=0.86，反应性攻击

量表部分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α=0.83。

2.4.3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 SPSS22.0 和 PROCESS进行统计分析和处理。



第三章 结果与分析

13

第三章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鉴于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且数据来源于初中生的自我报告，因此可能会存

在共同方法偏差。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对所有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

因素分析的结果显著，特征根大于 1的因子为 17 个，并且第一个主因子解释的变异

量为 28.68%，小于临界标准 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的基本描述统计结果

3.2.1 各变量的基本特点

表 3.1 各变量的基本特点

变量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M) 标准差（SD)

冷漠无情特质 601 26.00 81.00 50.766 14.087

道德推脱 601 32.00 119.00 60.989 20.814

同伴关系 601 11.00 40.00 29.922 4.921

主动性攻击 601 12.00 28.00 13.456 2.739

反应性攻击 601 11.00 32.00 16.649 4.282

由上表可知：被试在冷漠无情特质、道德推脱、反应性攻击及同伴关系上的得

分较高，在主动性攻击上的得分较低。

3.2.2 冷漠无情特质各因子的基本特点

表 3.2 冷漠无情特质各因子的基本特点

变量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M) 标准差（SD)

淡漠 601 1.00 3.67 2.067 0.622

冷酷 601 1.00 3.50 1.942 0.568

无情 601 1.08 3.83 2.226 0.639

由上表可知：被试在无情因子和淡漠因子上的得分偏高，冷酷因子相对其他两

因子得分较低。总体来看，被试在冷漠无情特质各因子上的得分均偏高。

3.3 人口学变量的差异性检验

3.3.1 各变量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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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各变量的性别差异

变量 男（M±SD） 女（M±SD） t

冷漠无情特质 54.411±14.692 47.204±12.504 6.469
***

道德推脱 66.741±21.889 55.368±18.058 6.956
***

同伴关系 29.003±5.061 30..819±4.615 -4.597
***

主动性攻击 14.256±1.609 12.674±1.609 7.385
***

反应性攻击 17.761±4.553 15.562±3.697 6.505
***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下同。

由表 3.3 可知，冷漠无情特质，道德推脱水平，同伴关系，主动性行为及反应

性攻击在性别上的差异性显著（p<0.001）。女生在同伴关系水平上的得分显著高于

男生的得分；男生在道德推脱水平、冷漠无情特质、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上的

得分均显著高于女生的得分。

3.3.2 各变量在家庭所在地上的差异检验

表 3.4 各变量在家庭所在地的差异

变量 城市（M±SD） 农村（M±SD） t

冷漠无情特质 52.136±14.017 47.609±13.775 3.682
*

道德推脱 63.386±20.423 55.467±20.709 4.350
***

同伴关系 29.277±4.744 31.406±5.011 -4.970*

主动性攻击 13.589±2.847 12.148±2.453 1.817

反应性攻击 17.072±4.353 15.676±3.958 3.710
***

结果显示：初中生同伴关系和冷漠无情特质在城乡上的差异显著（p＜0.05）；

其中，城市初中生在冷漠无情特质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初中生的得分，农村初中

生在同伴关系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城市初中生。初中生的道德推脱水平和反应性攻击

在城乡上的差异比较显著（p＜0.01）；城市初中生在道德推脱水平和反应性攻击上

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农村初中生。初中生的主动性攻击在城乡上不存在差异（p＞

0.05）。

3.3.3 各变量在是否独生子女上的差异检验

如表 3.5 所示，结果表明：初中生的同伴关系、道德推脱水平、冷漠无情特质、

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在其是否为独生子女上均不存在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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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各变量在是否独生子女上的差异

变量 独生子女（M±SD） 非独生子女（M±SD） t

同伴关系 30.042±4.972 29.886±4.921 0.252

道德推脱 58.638±20.982 61.202±20.804 -0.979

主动性攻击 13.389±2.418 13.462±2.784 -0.212

反应性攻击 16.006±3.801 16.700±4.330 -1.305

冷漠无情特质 48.444±15.170 50.996±13.929 -1.442

3.3.4 各变量在年级上的差异检验

表 3.6 各变量在年级上的差异

变量 学历 M±SD F LSD

初一 49.248±11.563

冷漠无情 初二 14.674±1.035 1.799

初三 15.658±1.110

初一 58.711±20.017

道德推脱 初二 62.443±21.751 1.857

初三 61.819±20.555

初一 30.089±4.815

同伴关系 初二 29.562±5.387 0.807

初三 30.116±4.524

初一 13.095±2.323 初三>初一

初二>初一
主动性攻击 初二 13.413±2.635 4.025

**

初三 13.864±3.158

初一 16.313±4.283

反应性攻击 初二 16.567±4.322 1.620

初三 17.070±4.227

由表可见，初中生冷漠无情特质，道德推脱水平，同伴关系和反应性攻击在年

级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初中生的主动性攻击性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

（p＜0.01），事后检验结果表明，初一年级学生在主动性攻击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初

二和初三年级学生的得分。通过得分可知，随着年级的升高，初中生的主动性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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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上升的趋势。

3.3.5 各变量在父亲受教育水平上的差异检验

表 3.7 各变量在父亲受教育水平上的差异

变量 学历 M±SD F LSD

小学 64.180±10.110

1>2；2>3

3>4；2>4

冷漠无情 初中 55.779±13.368 102.685
***

高中 43.699±9.953

大专以上 37.608±7.229

小学 79.819±16.724

1>2；2>3

3>4；2>4

道德推脱 初中 67.489±20.417 75.790
***

高中 50.739±15.375

大专以上 45.189±11.964

小学 26.147±5.221

4>3；3>2

2>1；3>1

同伴关系 初中 28.762±4.801 48.990
***

高中 31.491±4.194

大专以上 33.759±2.220

小学 15.819±3.964

1>2；2>3

3>4；2>4

主动性攻击 初中 13.899±2.995 36.308
***

高中 12.462±1.169

大专以上 12.189±0.848

小学 20.721±3.861

1>2；2>3

3>4；2>4

初中 17.920±4.260

反应性攻击 高中 14.474±2.86 75.078
***

大专以上 13.633±2.461

注：1表示小学，2表示初中，3表示高中，4表示大专以上。

由表 3.7 可见，初中生生冷漠无情特质、道德推脱水平、同伴关系、主动性攻

击和反应性攻击在其父亲受教育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p<0.001）。初中生父亲的受

教育水平程度越高，其同伴关系越好，其父亲受教育水平越低，初中生的冷漠无情

特质，道德推脱水平及攻击性行为会表现的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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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各变量在母亲受教育水平上的差异检验

表 3.8.各变量在母亲受教育水平上的差异

变量 学历 M±SD F LSD

小学 65.132±8.427

1>2；2>3

3>4；2>4

冷漠无情 初中 57.053±13.424 134.301
***

高中 44.525±9.627

大专以上 38.898±7.751

小学 80.103±12.532

1>2；2>3

3>4；2>4

道德推脱 初中 69.547±20.875 97.685
***

高中 51.950±10.263

大专以上 45.750±11.026

小学 25.765±3.963

4>3；3>2

2>1；3>1

同伴关系 初中 28.531±5.023 55.931
***

高中 31.362±4.476

大专以上 32.992±2.736

小学 15.309±3.163

1>2；2>3

2>4

主动性攻击 初中 14.294±3.398 42.328***

高中 12.400±1.011

大专以上 12.188±0.707

小学 21.029±3.359

1>2；2>3

3>4；2>4

初中 18.376±4.289

反应性攻击 高中 14.538±2.959 109.043
***

大专以上 13.656±1.926

注：1表示小学，2表示初中，3表示高中，4表示大专以上。

由表 3.8 可见，初中生生冷漠无情特质、道德推脱水平、同伴关系、主动性攻

击和反应性攻击行为在其母亲受教育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p<0.001）。即初中生母

亲的受教育水平程度越高，其同伴关系越好，其母亲受教育水平越低，初中生的冷

漠无情特质，道德推脱水平及攻击性行为会表现的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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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由于本研究将攻击性行为划分成了主动性攻击与反应性攻击来探讨，因此本研

究需要探究冷漠无情特质、道德推脱、同伴关系、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五个变

量的相关关系。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3.9 所示。总体上，冷漠无情特质、

道德推脱、主动性攻击、反应性攻击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同伴关系与冷漠无情特

质、道德推脱、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性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表 3.9 冷漠无情、道德推脱、同伴关系与攻击性行为的相关关系

3.5 道德推脱的中介效应分析

3.5.1 道德推脱在冷漠无情与主动性攻击行为间的中介分析

由相关分析可知，冷漠无情特质、道德推脱水平和主动性攻击两两之间均存在

显著正相关，在此基础上，我们采用 SPSS22.0中的 PROCESS插件，并在控制人口

学变量的条件下,对道德推脱的中介效应的效应量及置信区间进行估计。结果表明

(如表 3.10 所示):回归方程中,模型 1中冷漠无情显著正向预测主动性攻击行为（β

=0.104,p<0.001）；模型 2中冷漠无情显著正向预测道德推脱（β=1.244, p<0.001）；

模型 3 中,冷漠无情对主动性攻击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043,p<0.01），道德

推脱显著正向预测主动性攻击行为（β=0.049, p<0.001）。

表 3.10：道德推脱对主动性攻击中介效应分析中的回归分析

变量 1 2 3 4 5

1 冷漠无情 1

2 道德推脱 0.881
**

1

3 同伴关系 -0.663
**

-0.601
**

1

4 主动性攻击 0.599** 0.617** -0.513** 1

5 反应性攻击 0.786
**

0.800
**

-0.572
**

0.554
**

1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标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主动攻击 性别 0.622 0.387 53.417 -0.787 -4.277
***

家庭居住地 0.005 0.027

年级 0.273 2.501*

是否为独生子女 -0.204 -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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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道德推脱在冷漠无情与主动性攻击之间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的效应量及置信区

间 进 行 分 析 , 结 果 显 示 中 介 模 型 的 整 体 拟 合 指 标 :F(8,592)=31.007 ，

p<0.001,R2=0.646,总效应值 0.104，95%的置信区间为(0.088,0.1211),直接效应值

为 0.043，95%的置信区间为(0.016，0.070),中介效应值为 0.061，95%的置信区间

为(0.031, 0.090),占总效应的 58.75%。

表 3.11：道德推脱在冷漠无情对主动攻击行为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3.5.2 道德推脱在冷漠无情与反应性攻击行为间的中介分析

由相关分析可知，冷漠无情特质、道德推脱水平和反应性攻击行为两两之间均

母亲学历 -0.025 -0.051

父亲学历 -0.100 -0.570

冷漠无情 0.104 12.225
***

道德推脱 性别 0.884 0.781 302.695 -2.427 -2.906**

家庭居住地 -2.546 -2.803
**

年级 0.073 0.147

是否为独生子女 -0.341 -0.295

母亲学历 -0.576 -0.777

父亲学历 0.034 0.043

冷漠无情 1.244 32.131
***

主动攻击 性别 0.646 0.417 52.960 -0.668 -3.694**

家庭居住地 0.130 0.663

年级 0.269 2.529

是否独生子女 -0.188 -0.754

母亲学历 0.004 0.022

父亲学历 -0.102 -0.594

冷漠无情 0.043 3.137
**

道德推脱 0.049 5.559***

中介变量 效应 效应值 效应比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道德推脱

总效应 0.104*** 0.009 0.088 0.121

直接效应 0.043
**

0.014 0.016 0.070

间接效应 0.061
***

58.75% 0.015 0.031 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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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显著正相关，在此基础上，我们采用 SPSS22.0中的 PROCESS插件，并在控制

人口学变量的条件下,对道德推脱的中介效应的效应量及置信区间进行估计。结果表

明(如表 3.12 所示):回归方程中,模型 1 中冷漠无情显著正向预测反应性攻击行为

（β=0.203,p<0.001）；模型 2 中冷漠无情显著正向预测道德推脱（β=1.244,

p<0.001）；模型 3 中,冷漠无情对反应性攻击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085,

p<0.01），道德推脱显著正向预测反应性攻击行为（β=0.095, p<0.001）。

表 3.12：道德推脱对反应性攻击中介效应分析中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标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反应攻击 性别 0.798 0.637 148.639 -0.531 -2.396

家庭居住地 -0.571 -2.373

年级 0.119 0.903

是为否独生子女 0.349 1.136

母亲学历 -0.710 -3.611**

父亲学历 0.066 0.315

冷漠无情 0.203 19.743
***

道德推脱 性别 0.884 0.781 302.695 -2.427 -2.906**

家庭居住地 -2.546 -2.803
**

年级 0.073 0.147

是否为独生子女 -0.341 -0.295

母亲学历 -0.576 -0.777

父亲学历 0.034 0.043

冷漠无情 1.244 32.131***

反应攻击 性别 0.827 0.683 159.756 -0.300 -1.442
***

家庭居住地 -0.329 -1.456

年级 0.112 0.910

是否为独生子女 0.381 1.328

母亲学历 -0.556 -3.565
**

父亲学历 0.063 0.321

冷漠无情 0.085 5.3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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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道德推脱在冷漠无情与反应攻击之间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的效应量及置信区间

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如表 3.13 所示):中介模型的整体拟合指标:F(8,

592)=143.824，p<0.001), R2
=0.683,总效应值 0.203，95%的置信区间为(0.183,

0.223),直接效应值为 0.085，95%的置信区间为(0.054, 0.116),中介效应值为

0.118，95%的置信区间为(0.084, 0.146),占总效应的 58.13%。

表 3.13 ：道德推脱在冷漠无情对反应性攻击行为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3.6 同伴关系的调节效应分析

3.6.1 同伴关系对主动攻击的调节效应分析

在道德推脱的中介效应显著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 SPSS22.0和 PROCESS插件

模型 59，来进一步探讨冷漠无情特质通过道德推脱影响主动性攻击的模型是否受到

同伴关系的调节作用。

结果显示，在方程一中，以道德推脱为因变量，控制性别、家庭居住地、年级、

是否为独生子女、母亲学历和父亲学历的条件下，冷漠无情显著正向预测道德推脱

（β=0.841, p<0.001），同伴关系对道德推脱的预测不显著（β=-0.004, p＞0.05），

冷漠无情特质与同伴关系的交互项对道德推脱的预测不显著（β=-0.026, p＞0.05），

说明同伴关系对冷漠无情特质影响主动攻击行为的中介作用模型前半段路径无调节

作用。

在方程二中，以主动性攻击为因变量，控制性别、家庭居住地、年级、是否为

独生子女、母亲学历和父亲学历的条件下，道德推脱显著正向预测主动攻击（β

=0.318, p<0.001），冷漠无情特质显著正向预测主动攻击（β=0.243,p<0.001），

同伴关系对主动攻击的预测不显著（β=-058, p＞0.05），道德推脱与同伴关系的

交互项对主动攻击的预测不显著（β=-0.280, p＞0.05），说明同伴关系对冷漠无

情特质影响主动攻击行为的中介作用模型后半段路径无调节作用。

在方程三中，以主动攻击为因变量，控制性别、家庭居住地、年级、是否为独

生子女、母亲学历和父亲学历的条件下，道德推脱显著正向预测主动性攻击（β

道德推脱 0.095 9.321***

中介变量 效应 效应值 效应比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道德推脱

总效应 0.203*** 0.010 0.183 0.223

直接效应 0.085
***

0.016 0.054 0.116

间接效应 0.118
***

58.13% 0.015 0.084 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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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4, p<0.001），冷漠无情特质显著正向预测主动攻击（β=0.205,p<0.001），

同伴关系显著负向预测主动攻击（β=-0.089,p<0.05），冷漠无情特质与同伴关系

的交互项对主动攻击的预测显著（β=-0.266,p<0.001），说明同伴关系调节了冷漠

无情特质影响主动性攻击行为的直接路径。

表 3.14：同伴关系对主动性攻击调节效应分析中的回归分析

注：表上结果为控制人口学变量所得。

为进一步分析同伴关系对冷漠无情特质影响主动攻击行为的中介作用模型的直

接路径的调节。将同伴关系按照 M±SD分为高、中、低三组，结果发现，在低、中

同伴关系组，冷漠无情对主动性攻击的直接效应值为 0.471，95%的置信区间为

（0.300,0.639），直接效应显著；而在高同伴关系组中, 冷漠无情对主动性攻击的

直接效应值为-0.060，95%的置信区间为（-0.206,0.085），直接效应不显著(见表

3.15)。如图 1，对于同伴关系良好的个体来说，个体的冷漠无情特质不能预测其主

动性攻击行为；对于同伴关系差的个体来说，冷漠无情特质能显著预测其主动性攻

击行为，且冷漠无情特质水平越低，其主动性攻击行为越少。因此，同伴关系对冷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LLCI ULCI t

道德推脱 冷漠无情 0.884 0.782 235.435 0.841 0.779 0.901 27.194***

同伴关系 -0.004 -0.060 0.051 -0.154

冷漠无情×

同伴关系

-0.026 -0.072 0.020 -1.103

主动攻击 道德推脱 0.710 0.504 60.050 0.318 0.196 0.440 5.111
***

冷漠无情 0.243 0.105 0.382 3.451
***

同伴关系 -0.058 -0.142 0.027 -.337

道德推脱×

同伴关系

-0.280 0.343 -0.217 -8.781

主动攻击 道德推脱 0.698 0.487 55.902 0.344 0.220 0.468 5.448
***

冷漠无情 0.205 0.065 0.345 2.882
***

同伴关系 -0.089 -0.174 -0.004 -2.054*

冷漠无情×

同伴关系

-0.266 -0.337 -0.075 -7.3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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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无情特质影响主动性攻击的直接效应有显著调节作用，即同伴关系较好时，冷漠

无情特质对主动性攻击没有影响，同伴关系较差时，冷漠无情特质越高，其主动性

攻击越强。

表 3.15：同伴关系在冷漠无情对主动性攻击行为影响中的调节效应分析

图 1 同伴关系对冷漠无情特质与主动性攻击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图

3.6.2 同伴关系对反应性攻击的调节效应分析

在道德推脱的中介效应显著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 SPSS22.0和 PROCESS插件

中的模型 59，来进一步探讨冷漠无情特质通过道德推脱影响反应性攻击行为的模型

是否受到同伴关系的调节作用。

结果显示，在方程一中，以道德推脱为因变量，控制性别、家庭居住地、年级、

是否为独生子女、母亲学历和父亲学历的条件下，冷漠无情显著正向预测道德推脱

（β=0.841, p<0.001），同伴关系对道德推脱的预测不显著（β=-0.004, p＞0.05），

冷漠无情特质与同伴关系的交互项对道德推脱的预测不显著（β=-0.026, p＞0.05），

说明同伴关系对冷漠无情特质影响反应攻击行为的中介作用模型前半段路径无调节

作用。

同伴关系 效应值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主动攻击 -1.000 0.471
***

0.085 0.303 0.639

0 0.205
**

0.071 0.065 0.345

1.000 -0.060 0.074 -0.206 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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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程二中，以反应攻击为因变量，控制性别、家庭居住地、年级、是否为独

生子女、母亲学历和父亲学历的条件下，道德推脱显著正向预测反应攻击（β=0.468,

p<0.001），冷漠无情特质显著正向预测反应攻击（β=0.215,p<0.001），同伴关系

显著负向预测反应攻击（β=-098, p<0.05），道德推脱与同伴关系的交互项对反应

攻击的预测不显著（β=0.061, p＞0.05），说明同伴关系对冷漠无情特质影响反应

攻击行为的中介作用模型后半段路径无调节作用。

在方程三中，以反应攻击为因变量，控制性别、家庭居住地、年级、是否为独

生子女、母亲学历和父亲学历的条件下，道德推脱显著正向预测反应攻击（β=0.463,

p<0.001），冷漠无情特质显著正向预测反应攻击（β=0.224，p<0.001），同伴关

系对反应攻击的预测不显著（β=-090, p＞0.05），冷漠无情特质与同伴关系的交

互项对反应攻击的预测不显著（β=0.057，p＞0.05），说明同伴关系对冷漠无情特

质影响反应攻击行为的中介作用模型的直接路径无调节作用。

表 3.16：同伴关系对反应性攻击调节效应分析中的回归分析

综合以上结果可知，同伴关系对冷漠无情特质影响主动攻击行为的中介作用模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LLCI ULCI t

道德推脱 冷漠无情 0.884 0.782 267.127 0.841 0.779 0.901 27.194
***

同伴关系 -0.004 -0.060 0.051 -0.154

冷漠无情×

同伴关系

-0.026 -0.072 0.020 -1.103

反应攻击 道德推脱 0.830 0.689 118.436 0.468 0.354 0.583 8.053
***

冷漠无情 0.215 0.086 0.344 3.268**

同伴关系 -0.098 -0.192 -0.003 -2.031
*

道德推脱×

同伴关系

0.061 -0.005 0.123 1.949

反应攻击 道德推脱 0.829 0.688 116.125 0.463 0.347 0.579 7.847
***

冷漠无情 0.224 0.091 0.357 3.308
***

同伴关系 -0.090 -0.188 0.008 -1.805

冷漠无情×

同伴关系

0.057 -0.014 0.126 1.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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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前半段路径和后半段路径的调节作用的假设均未能得到验证，然而，其直接路

径起调节作用的假设得到了验证。研究结果同样验证了同伴关系在冷漠无情特质影

响反应攻击行为的影响中不起调节作用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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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讨论

4.1 各变量的基本特点

从描述性统计的结果来看，初中生同伴关系水平较高，主动性攻击行为均分较

低，反应性攻击的均分较高。由此可以推测在学校里，同学们的整体同伴关系较好，

但从反应攻击行为来看，学校中可能也存在一些同学间的挑衅或欺凌现象。从结果

中，我们可以看出初中生道德推脱水平均分较高，由此可以推测，当代初中生的道

德认识水平比较薄弱，学校的初中生可能会存在一些不道德的行为，学校需加强和

提升学生们的道德认识。从冷漠无情特质的各因子来看，初中生在无情因子和淡漠

因子上的得分正常，冷酷因子相对其他两因子得分较低。但总体来看，冷漠无情特

质的各因子得分正常。但极大值相对偏高，由此可见初中生群体中确实可能存在一

些冷漠无情、淡漠的个体，学校及家长应及时发现并积极引导和干预。

4.2各变量的差异性检验

4.2.1 性别的差异

从独立样本 t检验的结果来看，初中生冷漠无情特质在性别上的差异显著，男生

在冷漠无情特质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的得分。这与 2016年罗海军，付明弘对学生

冷漠无情特质及其与共情、家庭环境的关系研究结果相一致
[55]
。这可能是由于男生

的静息心率比女生低，胆子比女生大，使得他们无法很好的意识到恐惧的存在，进

而表现出更高的冷漠无情特质。或者是由于女生在社会系统中往往以温柔，高共情

感自居，因此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本研究的结果还显示，初中生的道德推脱水平、同伴关系、攻击行为在性别上

也存在显著差异，且男生在道德推脱水平和攻击行为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得分，

则女生在同伴关系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得分，即女生同伴关系优于男生，这与杨

继平、王兴超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原因可能是由于男生比女生在身体机能和强壮

程度上更占优势，加之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使的男生更多的关注外在世界，喜欢

用外化的行为来表达内心想法，而女性则更加关注内在感受，当遇到不道德行为时，

会表现出更强的同情心，更能感同身受。同时在与同伴的交往中，女性内心情感的

流露和情绪的宣泄要比男生更加合理，所以在道德推脱水平、同伴关系及攻击行为

上都要表现的比男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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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家庭所在地的差异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冷漠无情特质在家庭所在地上的差异显著（p＜0.05）；且

家庭在城市的初中生冷漠无情特质水平得分显著高于家庭在农村的初中生。这与

2018年，文艺、李英等人在研究中提出的：城镇的青少年更容易拥有冷漠无情特质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原因可能是因为农村文化比城市文化更加单一和纯粹，个体在

城市中，受到多元复杂文化的侵蚀，其承受的心理压力较大，往往不能很好的应对，

因此也就更容易表现出一些心理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农村村落多以族群聚居为主，

街坊邻里很有可能是自家亲戚，从小在族亲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农村孩子，可能要比

城市孩子表现出更高的共情能力。

本研究的结果也显示，初中生道德推脱水平、同伴关系及反应性攻击在家庭所

在地上的差异显著（p＜0.05），且城镇初中生的道德推脱水平和反应性攻击行为的

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初中生；同伴关系得分却低于农村初中生。原因可能是城镇初中

生的家庭条件相对优越，父母给予的关爱和呵护较多，父母对其犯错后的容忍度较

大，当犯错或遇到问题时，他们更倾向于推卸责任，因此道德推脱水平较高。但由

于在父母身边上学，社会支持系统相对较强，当遇到他人的挑衅或威胁时，城镇初

中生更倾向于回击对方，所以会表现出更强的反应性攻击。而对于农村初中生，有

的可能是租房在城市上学，也有的可能是寄宿在学校，由于社会支撑系统的不足，

他们更倾向于去迎合身边的朋友，以获取安全感，所以同伴关系会表现的较好。

4.2.3 是否为独生子女的差异

数据结果表明，初中生的冷漠无情特质在其是否为独生子女上不存在差异（p＞

0.05）。这与 2016年罗海军，付明弘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同伴关系、道德推脱水平、

主动性攻击行为和反应攻击行为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也不存在差异（p＞0.05），这

与以往的大多研究结果不符。造成该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在收回的被试样本中，

独生子女的样本量太小，仅占到总体样本数的 12%。

4.2.4 年级的差异

由数据可知，初中生冷漠无情特质在年级上不存在差异（p＞0.05），与 2016

年罗海军，付明弘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原因可能是由于冷漠无情特质本质上属于个

体的人格特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道德推脱水平在年级上也不存在差异（p＞0.05）。

但从事后检验的得分来看，初一年级学生的得分明显低于初二、初三年级学生。这

与杨继平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他的研究发现低年级的初中生在道德推脱水平上会低

于高年级。初中生同伴关系在年级上的差异不显著（p＞0.05），这与 2017年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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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她的研究发现同伴关系在年级上不存在差异。初中生的

反应性攻击在年级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主动攻击行为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事

后检验结果也表明，初一年级学生在主动攻击行为得分上显著低于其他年级，通过

得分可知，随着年级的升高，初中生的主动性攻击呈上升的趋势。这与 2013年张栋

玲、王美芳等人研究结果相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初中生在刚进入初中时，对学校

环境及周围事物相对比较陌生，初一学生会表现的相对乖巧，尽量不去惹事生非。

但有一些本身具有行为问题的学生，随着年级的升高及对同伴或老师性格、能力、

脾气等的了解，自然会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攻击行为。也有可能是因为刚升入初中

的初一学生多以学习为主要目标，以期应对中考，但随着课业难度的增加，有些学

生逐渐开始厌学，有的甚至纯粹不学，逐步开始在学校寻求其他的“个人价值”，

这与发展心理学所提及的中学生自我中心概念相一致。

4.2.5 父母亲学历的差异

结果表明，初中生冷漠无情特质、道德推脱水平、同伴关系、主动性攻击和反

应性攻击行为在其父母亲受教育水平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0.001）。通过事后检验

和对均值的分析可知，初中生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程度越高，其同伴关系越好，其

父母亲受教育水平越低，初中生的冷漠无情特质，道德推脱水平及攻击性行为会表

现的越高，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2016年，肖玉琴等人发现冷漠无情特质并

不是一层不变的，家庭环境的改变可以塑造它。初中生父母亲受教育水平高的话，

更可能实施合理的教养方式，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为孩子的身心发展提供更好的

支持和帮助，从而使得孩子形成更好的人格特质和道德认知。父母亲受教育水平高

的话，在生活中更可能会去鼓励孩子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还会教授孩

子在面对交际问题时如何采用正确的方式去化解一些矛盾和冲突，因此拥有高学历

父母的孩子更有可能建立起良好的同伴关系，减少与他人的冲突。

4.3冷漠无情、道德推脱、同伴关系与攻击行为的相关关系

研究结果发现，初中生的冷漠无情特质与道德推脱呈显著正相关，高冷漠无情

特质的初中生具有更高的道德推脱水平。目前国内尚未有相关的文献来探究冷漠无

情特质与道德推脱水平之间的关系。冷漠无情特质作为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属于

一个重要个体变量，道德推脱是一个自我建构认知的心理过程，在解释个体行为的

过程中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因此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本研究的结

果很好的验证了之前的研究假设，可能的原因是，具有冷漠无情特质的个体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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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编码时，更容易对事物进行敌意归因，责任转移或分散、道德辩护等，因此会

表现出更高的道德推脱水平。

相关关系的分析表明，冷漠无情特质与主动性攻击行为及反应性攻击行为之间

显著正相关，即冷漠无情特质高的个体，不论在主动性攻击还是反应性攻击行为上

均比常人要高。这与以往国内外的研究相一致。2006年，Frick在研究青少年冷漠无

情特质特点时指出，冷漠无情特质对预测攻击行为和反社会行为来说，是一个很重

要的变量。2013年，Thornton 的研究发现，高冷漠无情特质的青少年更可能成为暴

力犯罪者。2013年黄秀，杨波的研究发现，冷漠无情特质能显著预测青少年的攻击

行为。这是因为，冷漠无情特质本身是一种人格特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高冷漠

无情特质的初中生往往缺乏同情，怜悯之心，在犯错后会表现出更高的无罪感和无

恐惧感，因此在攻击他人时比常人更难理解他人的痛苦，所以会表现出更高的攻击

行为。

道德推脱与主动性攻击及反应性攻击均呈正相关，即初中生道德推脱水平越高，

其主动性攻击与反应性攻击行为也就越高。这与以往的国内外研究相一致。早在 1995

年，Caprara的研究就已经发现，儿童的道德推脱水平越高，其身体攻击和言语攻击

的频率越高；1996年，Bandura 的研究发现，道德推脱与青少年的攻击行为呈显著

正相关；2012年，张馨在大学生攻击行为与其家庭功能、道德推脱水平的关系的研

究中发现，家庭功能和道德推脱可以显著预测攻击行为；2013年张栋玲在初中生道

推脱与主动性攻击反应性攻击的关系的研究中指出：道德脱离总分与主动攻击和反

应性攻击均存在正相关。主动攻击和反应攻击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性质的攻击行为，

但两者都与道德推脱呈显著正相关，由此可见，个体的道德水平在对攻击行为的预

测作用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研究表明，同伴关系与冷漠无情特质呈显著负相关，即冷漠无情特质高的初中

生同伴关系会比较差。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对于这两个变量的研究比较少。国外

学者 Salmivalli等人在 1996年，使用同伴提名法来确定涉及欺凌的参与者角色时发

现，被提名次数较多的学生在冷漠无情特质上的得分较高。Loney在 2006年对社区

青少年冷漠无情特质的特征做研究时发现，那些高冷漠无情特质的个体，同伴关系

会比较差。原因可能是由于冷漠无情特质高的个体，在生活中会比常人表现的更为

不食人间烟火，更愿意活在自己的世界，以自我为中心，不太愿意考虑他人的感受

和想法。而良好同伴关系的建立是一个互惠的过程，高冷漠无情特质者的行为表现

自然会影响到他们同伴关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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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关系与主动性攻击、反应性攻击和道德推脱间呈显著负相关。这与已有的

相关研究结果相一致。2005年，赵红梅的实验研究发现，同伴关系好的青少年更多

地会从客观角度去归因而非主观归因；2007年，江雅等人对小学儿童的研究发现，

同伴关系质量较差的高自尊学生，更有可能采取攻击行为；2013年，赵景欣等的研

究表明，同伴关系不好的农村儿童会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2014年，陈亮等人证

实该结果同样适用于中学生；2017年，张文新等人证实，攻击行为与同伴拒绝呈显

著正相关；2017年，李瑞丽，杨继平等人在同伴关系对攻击行为的影响的研究中指

出，同伴接纳可以负向预测道德推脱和攻击行为。本研究验证了已有研究结论，可

能的原因是，拥有好的同伴关系的中学生本身具有健康的心理特质，在与他人的交

往中，会更加的积极向上。

4.4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

在明确了冷漠无情特质与主动性攻击与反应性攻击之间的相关关系后，本研究

对两者发生关系的内部机制进行了探讨。在控制性别、年级、是否为独生子女、家

庭所在地及父母亲学历等因素之后，加入道德推脱这一变量。分析结果显示，道德

推脱在冷漠无情特质对主动性攻击行为和反应性攻击行为的影响路径均起中介效

应。这与我们日常的认识相符，高冷漠无情特质的人由于以麻木、淡漠、无情的态

度对待他人或事件，加之他们的静息心率比常人低，无法意识到恐惧的存在。当自

身受到挑衅或威胁时，会表现出极力的回击状态或攻击行为。道德推脱是个体逃避

错误行为对自己行为惩罚的一种个体认知倾向，这种认知倾向在个体进行行为归因

时会产生偏差，从而促使更多的攻击行为出现。所以，当初中生具有高冷漠无情特

质时，如果其道德推脱水平较高时，他们更容易作出攻击性行为，另外，由道德推

脱的概念可知，当个体做出不道德行为时，高道德推脱个体会对自己的行为产生责

任扩散等认知，以降低其内疚感，因此，当个体的冷漠无情特质较高且他们表现出

较高的道德推脱倾向时，他们会把自己所作出的消极行为解释为是合理的，认为自

己对于这些攻击性行为的后果是不负有责任的，所以他们将更敢于去实施攻击行为。

由此可见，道德推脱是冷漠无情特质影响攻击行为的重要认知因素，即高冷漠无情

特质的个体会因为个体的高道德推脱水平而表现出更高的攻击行为。

4.5同伴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同伴关系对冷漠无情特质影响主动攻击行为的中介作用模型的

前半段路径和后半段路径均不起调节作用。也就是说无论个体同伴关系的好坏，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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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无情特质通过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对主动攻击的影响是不发生变化的。可能原因

是冷漠无情特质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它相对较为稳定，而道德推脱水平是个体心理

认知的构念，在一定的时期或条件下，道德推脱水平也是相对稳定的个体特质，从

相关系数可以看出，道德推脱与冷漠无情特质的相关系数得分明显高于道德推脱与

同伴关系的相关系数。因此冷漠无情特质对道德推脱水平的预测作用更大，也就出

现了不论同伴关系的好坏，高冷漠无情特质的个体还会表现出高的道德推脱水平。

研究结果表明，同伴关系在冷漠无情特质与主动性攻击行为之间起着调节作用，

调节了冷漠无情对于主动攻击行为的直接效应路径。对于同伴关系良好的个体来说，

个体的冷漠无情特质水平不能显著预测其主动性攻击；对于同伴关系差的个体来说，

冷漠无情特质水平能显著预测其主动攻击，且同伴关系越差的冷漠无情个体越会表

现出更高的主动性攻击行为。同伴关系在冷漠无情特质与反应性攻击行为之间不起

调节作用，即无论对于同伴关系好坏的个体来说，个体的冷漠无情特质水平均能直

接显著预测其反应攻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

击在性质和功能的不同有关。主动性攻击是一种有计划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主动性

行为。一个本身高冷漠无情特质的个体，如果具备好的同伴关系，该个体很可能不

再会去有预谋，有计划的占有、恐吓或支配身边的朋友，从而也就降低了他的主动

攻击行为。对于挑衅或威胁到他的人，高冷漠无情特质的个体必然会做出反应性攻

击。反应性攻击是当个体受到挑衅时才激发的，这种攻击行为往往与自我保护相联

系。因此，对于一个高冷漠无情特质的个体来讲，良好的同伴关系不能从根本上改

变其对挑衅者的反应性攻击行为，无论同伴关系好与坏，当他们遇到他人的挑衅时，

会把自身的攻击行为归因于他人的不道德上。因此，要想减少初中生的主动性攻击

行为，应当积极引导学生们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让具有高冷漠无情特质的学生学

会理解，学会感同身受，换位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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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及建议

5.1研究结论

(1)初中生冷漠无情特质、道德推脱、反应性攻击行为整体水平偏高，主动性攻

击行为整体水平处于中等状态，同伴关系良好。

(2)初中生冷漠无情特质、道德推脱水平、同伴关系、攻击行为在性别、家庭所

在地、父母亲受教育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是否为独生子女、年级上不存在差异。

(3)初中生冷漠无情特质与道德推脱、主动性攻击、反应性攻击之间呈显著正相

关；道德推脱与主动性攻击及反应性攻击呈显著正相关；同伴关系与冷漠无情特质、

道德推脱、主动性攻击及反应性攻击行为之间呈显著负相关。

(4)道德推脱在初中生冷漠无情特质与主动性攻击行为及反应性攻击行为之间

均起中介作用。

（5）同伴关系在冷漠无情特质对主动性攻击行为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但在冷

漠无情特质对反应性攻击行为的影响中不起调节作用。

5.2启示及建议

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发现：（1）当前初中生的冷漠无情特质和道德推脱水平的得

分相对较高，情况不容乐观，值得我们去积极关注。（2）冷漠无情特质正向预测主

动攻击行为和反应攻击行为，并通过道德推脱水平的中介作用来预测主动攻击行为

和反应攻击行为。（3）加强初中生的同伴关系质量可以有效减少初中生主动攻击行

为。

联系本论文的研究成果，为进步一步改善中学生冷漠无情特质和道德推脱水平

的现状，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1）帮助学生认识冷漠无情特质，培养学生共情能力

冷漠无情特质是一种人格特质，他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着很大的影响。家长、

老师不仅要知道冷漠无情特质的具体表现，还要知道冷漠无情的危害。家长要多跟

孩子交流沟通，鼓励孩子做一个积极阳光的人，对待他人要热情且真诚，面对需要

帮助的人要乐于伸出援助之手，有内心的不快或情绪时，要积极的表达和发泄出来，

做孩子最好的精神支撑者。教师应积极地向学生们宣扬什么是冷漠无情特质，也可

以选取一些有关冷漠无情的案例让学生们认识或辨析这种特质的危害性，还可以为

学生们开设专题讲座，让学生们从心底真正认识冷漠无情特质，老师和家长要积极

引导孩子，多培养中学生的共情心，鼓励中学生乐于助人，做一个积极阳光的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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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重视德育，提升学生的道德水平

研究发现，中学生的道德推脱水平得分较高，且冷漠无情特质通过道德推脱的

中介作用来预测其攻击行为。因此，提升中学生的道德推脱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

实意义。家庭教育对孩子道德发展的影响是首要的，家长要为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

样，做道德高尚的父母，还要鼓励和引导孩子遵纪守法，敢于担当，对孩子的不道

德行为要及时纠正。学校应加强中学生的德育课程开设，要务实于实际行动，而非

流于形式，学校要定期举办一些有关道德认识的讲座以及各种形式的校园活动，增

强学生们的道德认知水平。

（3）教授学生人际交往的技能

研究表明，加强初中生的同伴关系质量可有效降低其主动攻击行为。家长要鼓

励孩子勇敢的去交朋友，适当时候可以为孩子创造良好的交往机会，还要教授孩子

以正确的方式去解决同伴交往中的冲突。学校和老师应当重视教授人际交往的技巧，

也可根据学校自身情况制定校本课程，将其落实到实处。还可以通过校园咨询室、

心灵热线、心理邮箱等方式来疏导和解决学生们的交往问题。另外，学校要积极的

开展社团活动或兴趣小组，把全体学生调动起来，让他们与自己有着共同爱好的同

学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针对学校里的“小团体”，教师要善于引领团体的核心人

物，与其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欣赏他们的优点，发挥他们的优势，使他们感受集

体温暖，回归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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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选取了山西省几所中学的 601 名初中生为研究对象，虽然分别探究了冷

漠无情特质对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的影响，通过道德推脱这一新的理论视角解

释了这一影响机制，同时也验证了同伴关系这一环境变量在整个影响机制中的调节

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被试选取。被试选取仅局限于初中生，被试范围较小；被试选取仅为山西

省的几所中学，样本量较小，且缺乏多样性；后续研究应扩大样本群体，探究不同

地区以及高中生、大学生等群体的冷漠无情特质。

（2）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被试自我报告的形式收集问卷，可能会因为主观认

知的偏差或社会赞许效应进而导致自评结果的不客观。在后续研究中希望结合实验，

访谈等方法来探究冷漠无情特质对攻击性行为的影响机制，再或者采用自评与他评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测量。

（3）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冷漠无情特质通过道德推脱水平对主动性攻击及反应

性攻击的影响机制还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调节，比如性别、亲子关系、师生关系、

感悟社会支持等的因素，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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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调查问卷（部分）

亲爱的同学:

您好！为了了解我省学生的生活情况，特开展此次调查。这是一份用于科学研

究的调查问卷，填写这份调查问卷与您的任何学业成绩和操行评定都毫无关系，选

项没有对错之分，请您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如实回答。我们将对您的回答内容给

予严格保密，请您放心，谢谢合作!

第一部分：下面是生活中的一些做事方式，请根据您对这些做事方

式的认同程度在相应的数字上画“(”。1=非常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

3=一般，4=比较同意，5=非常同意。

非

常

不

同

意

比

较

不

同

意

一

般

比

较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可以粗鲁地对待那些不容易受到伤害的人。 1 2 3 4 5

2.若孩子因父母的强迫而做了坏事，那么他（她）就不应为此承担责任。 1 2 3 4 5

第二部分：请在你认为最符合自身情况的选项下面的数字上画“(”。

1=完全不符合；2=不符合；3=符合；4=完全符合。

完

全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符

合

完

全

符

合

1.我会将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 1 2 3 4

2.我认为对的事，别人却认为是错误的。 1 2 3 4

第三部分：以下部分是对您与班级同学关系的一些了解。请根据

您所在班级的具体情况，在最符合您实际情况的数字上画“○”。1=

非常不符合，2=较为不符，3=一般，4=较为符合，5=非常符合。

非

常

不

符

合

较

为

不

符

一

般

较

为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如果谁有心事，别的同学会关心他(她)。 1 2 3 4 5

2.同学之间缺乏友爱。 1 2 3 4 5

第四部分：青少年在生活中有时候会因他人的挑衅而发怒或者回击，有时

候也会主动去招惹别人，这都是由青春期身心发展的特点决定的。下面的情况

在您身上出现的次数多吗?请选出能代表自己情况的数字，并在相应数字上画

“(”。其中：1=从来没有；2=有时候；3=经常。

从

来

没

有

有

时

候

经

常

1.当被别人惹恼我时，我会冲他们大吼。 1 2 3

2.为了显示到底谁强，而与别人打架。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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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经过了半年多的的努力，我最后完成了论文的写作。从开始选择题目到撰写开

题报告，再到论文整体的完成，每一步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尝试与挑战。撰写论文

的这半年时间里，让我对所学知识有了更全面深刻的巩固与认识，随着查阅文献数

量的增加，让原本陌生的概念与方法概念逐渐清晰，也使自己稚嫩文章逐渐完善起

来。回首自己的写论文的历程，我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没有老师，同学以及我身边每

个人的支持与帮助，单凭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完成论文的写作的，在这里，我想对

他们献上最真挚的感谢！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高玲老师。在我写论文的整个过程中，高老师

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在选定论文题目时，高老师耐心的帮我分析论文写作的大方向，

并对我题目的选择提出了中肯的建议。由于自己的专业基础较为薄弱，对论文的思

路以及数据处理方法不是很清晰，高老师不辞辛苦，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一步一

步的指导我，让我对写作时思路逐渐清晰起来。在完成初稿后，老师每次都认真查

看了我的文章，对我论文中出现的每一个问题都做出了仔细的标注，每次看了高老

师的回信，心里都莫大的感动。总而言之，高老师无论是为人还是治学，都是我学

习的榜样，高老师严谨的治学之风和高尚无私的伟大人格将影响和激励我的一生，

她对我的关心和教诲我更将永远铭记。借此机会，我谨向高老师致以深深地谢意。

感谢梁晓燕老师、卢富荣老师、刘丽老师、刘丽红老师、靳义君老师、王兴超

老师等各位老师的无私帮助。在研究生生涯中，从你们身上学习到的不止是知识，

更是受用一生的人生小哲理。

感谢 17 级的所有心理系研究生。不论是一起上课，还是后来的偶尔小聚和学习

生活的互相麻烦。

感谢同门的师姐们，用善意给我研究生涯的温情添砖加瓦。

感谢论文数据收集及写作过程中，为我提供帮助的老师、师哥、师姐、同学们。

是你们给我写论文这条路画了地图点了路灯最后陪我走到终点，谢谢你们。

最后再次感谢山西大学为我带给了宝贵的学习机会，使我能够走上一个新的平

台，开始一段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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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个人简况：

姓名：杨洁强

性别：男

籍贯：山西省长治市

教育经历：

2017.9—2019.6 硕士 教育专硕 就读于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13.9—2017.6 本科 教育学 就读于晋中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联系方式：18306855143

电子邮箱： 98678450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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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

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

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

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

的成果。

作者签名：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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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西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

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

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手段保存、汇编学位

论文。同意山西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论文的全

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协议。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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