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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近年来，网络不仅成为个体增长知识的新平台，也成为攻击行为的新场所。

网络环境中的恶意诋毁、造谣污蔑等现象屡见不鲜，“键盘侠”、“网络喷子”

等群体的出现便是典型例子。研究表明，约 75%的高中生在使用网络的过程中主

动或被迫卷入到攻击行为中，被攻击的个体在学习生活过程中可能会伴随各种消

极的情绪体验和适应不良问题。因此，探讨高中生网络攻击行为产生的内在机制

是非常必要的。按照一般攻击模型(the general aggression model,GAM)的观点，

个体攻击行为的形成机制是：环境和人格特质等输入变量相互作用，共同启动个

体的内在认知，经过对情境的评估，进而产生攻击这一行为。因此，本研究以暴

力环境与个体认知作为切入点，根据“暴力环境接触——道德认同——网络攻击

行为”这一思路，采用问卷法调查了山西省两所中学的共 600 名高中生，进而探

讨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如下：

（1）在高中生群体中，男生的网络攻击行为显著高于女生；高二学生的网

络攻击水平显著高于高一学生；城镇学生的网络攻击行为显著低于农村学生。

（2）高中生的暴力环境接触可以正向预测其网络攻击行为，即个体的暴力

环境接触程度越高，其出现网络攻击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3）暴力环境接触可以通过道德认同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高中生的网络攻

击行为，中介效应率为 11.2%。

（4）特质愤怒可以加深暴力环境接触和道德认同对高中生网络攻击行为的

消极影响，即对于高特质愤怒水平的个体，随着暴力环境接触程度的加深会削弱

道德认同水平，从而增加网络攻击行为。而对于低特质愤怒水平的个体，暴力环

境接触对道德认同水平的影响降低，从而对高中生网络攻击行为的影响减弱。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为网络攻击行为的干预提出以下建议：

（1）降低高中生暴力环境接触，防范不良行为的滋生；

（2）提升道德认同水平，弱化道德推脱机制；

（3）合理表达愤怒情绪，掌握解决冲突的方法。

关键词：高中生；暴力环境接触；网络攻击行为；道德认同；特质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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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network has not only become the new platform
for individual growth of knowledge, also become the new places for
attack.The malicious slander in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the
phenomenon such as disinformation slander, "spiderman" keyboard, the
emergence of the "network spray group" is a typical example.Studies
show that about 75%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the
network or forced to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attack, attack the individual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life may be associated with a variety of
nega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maladjustment problems.Therefore, to
discus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high school network attack behavior is
very necessary.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attack model (the general aggression model,
GAM) point of view, 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individual attacks
is: environment and personality traits such as input variable interactions,
jointly launched individual inner recognition, after a review of situation,
and resulting against this behavior.Therefore, this study environment and
individual cognitive violence as a breakthrough point, according to
"environmental exposure to violence - moral identity - network attack
behavior," use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the two middle schools in
Shanxi Province, a total of 600 high, junior, and then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l variables, come to the conclusion as follows:

(1) In the high school students groups, boys in the network attack
behavior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girls; School students in the
network attack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senior students; The
cities student's network attack behavior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rural students.

(2) High school violence environmental exposure can positively
predict the network attack behavior, namely individual violence



III

environmental exposure degree is higher, the greater the chance of
appearing online attacks.

(3) The environmental exposure to violence can affect high school
students through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of moral identity of network
attack behavior, mediation effect rate of 11.2%.

(4) Trait anger can deepen violence environmental exposure to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moral identity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network
attack behavior, namely anger for high quality level of the individual, as
the violence degree of environmental exposure will weaken moral
identity level, thereby increasing network attacks.
Anger for low quality level of the individual, violent environmental
exposure to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moral identity level, thus influence on
high school students online attacks weaken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or network attack behavior intervention:

(1) To reduce the high school violence environmental exposure, to
prevent bad behaviour of breeding;

(2)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moral identity, weaken the moral
crimped mechanism;

(3) Reasonable to express anger, master the methods of conflict
resolution.

Key words：High school students；Violent environment contact；Network
attack behavior；Moral identity；Trait 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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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新事物的产生往往伴随着利弊相倚，互联网平台也不例外。开放的网络环境

为青少年创设了广阔的信息资源和自由充分的表达空间，成为其密不可分的成长

环境，但也为攻击行为提供了新场所，在新浪微博、贴吧等互联网社交 APP上，

经常能看到各种主观臆断、歪曲事实的不良评论，人肉搜索、恐怖威胁、恶意诋

毁等不良现象也屡见不鲜，有些青少年甚至为了给自己的偶像提高人气、获取关

注，主动贬低其他明星，并对贬低自己偶像的言论予以回击，“键盘侠”、“网络

喷子”等新兴群体呼之欲出。已有研究表明，约 75%的高中生在使用网络的过程

中主动或被迫卷入到攻击行为中，被攻击的个体在学习生活过程中可能会伴随焦

虑、抑郁乃至愤怒体验，甚至出现认知障碍、人际紧张、自杀意念等不良反应，

对个体的影响不容小觑。因此，探讨网络攻击行为的影响机制成了社会各界专家

学者们的热讨话题。

众所周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的耳濡目染会给予个体很大的影响。

在人们日常接触的环境中，充斥着各种纷繁复杂的暴力信息，或是在现实生活中

亲身经历的事件，或是通过网络媒体间接接触的暴力信息。对青少年来说，出于

对外部世界的好奇，接触暴力环境的机会更多，除了现实生活中的家庭、校园或

公共场所等暴力刺激外，还容易卷入虚拟的网络世界中，游戏中的武力、打斗画

面会进一步使他们置身于媒体暴力情景中。长时间触及这些暴力因素会使个体习

得“暴力合法化”的错误观念，诱发消极的道德自我认同，若不加以正确引导，就

易习得攻击性的图式，形成攻击性的人格特质，长此以往，就会对暴力行为盲目

的尝试和效仿，导致攻击等不良行为的发生。那么暴力环境接触是否会影响个体

的道德认同进而影响网络攻击行为呢？如何有效地减少不良环境接触对个体的

消极影响呢？

基于此，本研究根据社会学习理论、攻击性一般模型、综合认知模型等，来

构建暴力环境接触、道德认同、特质愤怒与网络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模型，通过

相关的定量研究，考察青少年道德认同及特质情绪在其中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

为改善高中生网络攻击行为提供相应理论依据和建议，促使其形成健康、有益的

媒体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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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1.1 网络攻击行为

1.1.1 网络攻击行为的概念

网络攻击行为指个体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为了获得某种利益，利用互联网

等新型电子交流工具（如企业微信、Twitter、探探等社交 APP）对他人进行有目

的、反复性的恶意伤害[1]。网络攻击行为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兴起的新

型攻击行为，是传统攻击行为的衍生形式[2]。根据网络攻击行为是主动侵犯还是

被迫卷入这一角度，可以将其分为反应型攻击和工具型攻击两种形式。“工具型

攻击”指个体的行为具有比较明显的目的，即个体可以通过攻击性行为获得某些

预期的结果。“反应性攻击”指个体知觉到来自他人的敌意倾向或恶意对待之后而

做出的攻击反应，这一种行为的发生，有着非常明显的外部原因[3]。

与现实情境的攻击行为有别，网络攻击行为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

（1）无时空限制。在传统攻击行为中，只要将施暴者和受害者分离开，攻

击行为就会被中断，个体就可以暂时避免不必要的伤害；而在网络环境下，施暴

者可借助言语刺激、人肉搜索、木马入侵等多种形式对受害者实施攻击行为，不

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

（2）影响范围广，且伤害可重复。由于网络环境是开放的、相对自由的，

个体可以随时发表自己的所感所想，借助网络传播快，时效性强的特点，中伤诽

谤、恶意攻击的言论在短时间内可以被无数人转发、评论，甚至还会卷入更多的

人参与进来，给受害者带来多次重复性的伤害[4]。

（3）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在传统攻击中，身强体壮的个体通常是暴力的实

施者和发起者，其凭借双方力量的悬殊，对瘦小孱弱的个体进行人身攻击；而网

络攻击行为不存在施暴者与受害者间是否存在力量的悬殊，即使是骨瘦如柴、弱

不禁风的个体，也可以隐蔽自己的身份，参与到攻击行为中去[5]。

1.1.2网络攻击行为的理论

（1）线索滤掉理论

线索滤掉理论是建立在网络与传统人际互动的差异性基础上提出来的，主要

以网络虚拟化这一特点为视角对网络攻击行为进行解释。它认为网络攻击的发生

与个体所处环境、个体特质本身无直接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网络与现实交流不

一致而导致的解释偏差和反应偏差。在传统人际互动中采取的是面对面的沟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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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个体可以根据对方的神情、语言、体态、动作等线索判断对方当前的情绪状

态，从而给予对方准确的回应与反馈；而在虚拟网络中的人际互动采取的是身体

缺场的沟通方式，由于看不到彼此的表情、态度、动作、语气，就只能根据文字、

言语等仅有的线索进行判断对方的情绪状态，由于线索的不足，很容易误解对方

的意图，做出偏差解释使沟通过程产生不愉快的体验，进而出现网络攻击行为[6]。

该理论的观点虽然得到了部分研究者的认可，但它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

性。它过度夸大了网络特点带来的影响，而忽略了个体在网络过程中的主观能动

性，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网络攻击理论的深入研究和探索。

（2）挫折—攻击理论

该理论认为，个体在执行任务或达成目标时遭遇的挫折与障碍并不直接引起

攻击行为，而是驱使个体产生攻击的推动力量。它认为，每个人都有趋利避害的

本能，当个体一帆风顺地完成自己的目标活动时，心理就得到了满足，就不容易

产生挫折感，也不需要其他物质作为补偿，因此不会产生攻击等偏差行为。当个

体在完成目标任务的过程中，屡屡受阻，需要难以得到满足，就容易唤起失望、

愤懑和不满等情绪，产生挫折感。个体对挫折的感知具有个体差异性，将挫折视

为动力的个体，可以将挫折感转化为一股的巨大推动力，磨练人的意志，驱使个

体朝着目标任务愈挫愈勇；而将挫折视为阻碍的个体，可能会产生意志消沉、怨

天尤人、沮丧的反应，进而导致攻击行为的产生[7]。

后来，该理论被用来解释某些犯罪行为，即个体身体缺陷、家境贫困、婚姻

失败、职业受挫等情况都是个体生活中的阻碍和绊脚石，容易使个体产生挫折感，

从而成为恶意攻击、虐待、损毁他人财物等非理性犯罪的强大推手。因此，个体

在网络使用过程中，由于某些功能漏洞未能完成特定任务，或者与人互动过程中

受到沟通不畅等阻碍，就容易产生挫折感和无助感，心理防线崩塌，从而催生攻

击行为的发生。

（3）一般攻击模型

该理论从内部人格和外部环境双重因素入手，对网络攻击行为进行解释的。

它认为，网络攻击产生的内部机制分三个重要步骤：首先是输入过程，将个人因

素（人格、认知、心理状态等）与情境因素（暴力环境、家长干预、寻求社会支

持等）输入个体的认知机制中，使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次是路径过程，将

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于个体当前的内心状态，主要表现为攻击性情感、认知及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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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这一过程也叫做攻击前的准备阶段；最后是结果过程，个体经过评估决策

后，做出归因预期，从而选择做出理性行为（攻击行为）还是冲动行为（非攻击

行为）以反馈他人，如果对方给予的结果正好符合个体的归因预期，个体会进行

新一轮反击，长期以往，攻击性图式得到强化形成思维定势，在以后的社会接触

中，个体的攻击性很容易被激活，攻击行为很难发生改变[8]。

该理论是在整合了以往攻击性行为理论的优点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当前研究

攻击的领域中最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它清晰地展示了暴力环境接触是如何引发

个体网络攻击行为的。因此，本研究采取一般攻击模型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撑开展

相关研究。

1.1.3影响网络攻击行为的因素及相关研究

通过阅读大量文献资料，发现国内外关于网络攻击行为的研究主要是从个体

因素（如年龄特征、性别、人格特征、认知因素等）和环境方面（家庭环境、校

园氛围等）两个角度来调查分析的。

（一）个体因素

首先，在年龄特征方面，针对青少年网络攻击行为的研究还未形成统一定论。

Kowalski等人的研究认为，初中阶段是个体出现网络攻击的高发期，并在八年级

达到顶峰[9]。有研究显示，青少年中年龄较大的比较小的要更容易成为网络攻击

行为的发起者和实施者[10]；也有研究者对 12-20岁年龄区间的 360名被试进行研

究，发现网络攻击与个体的年龄并无直接关系[11]。

其次，在性别差异方面，尽管众多学者从这一角度对网络攻击进行了探讨，

但其研究结果仍有分歧。Sourander 等人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在网络上攻击

他人[12]；国内学者李朝芳也通过研究证实了这一点，由于男生比女生有更强的攻

击信念，因此也就有更高的网络攻击指数[13]；然而国外学者 Smith的研究没有发

现网络攻击存在性别差异[14]。

除生物因素外，青少年网络攻击行为的发生还涉及很多其他因素，例如，个

体的人格特征（包括移情、特质情绪、自尊等）和认知因素（包括道德推脱、道

德认同等）也是解释该行为的重要指标。国外学者Miller考察了移情与网络攻击

的关系，发现移情与网络攻击行为有密切的关系，个体的移情水平越高，发生攻

击行为的几率越低[15]。不难理解，移情水平高的个体，推己及人的能力强，容易

被他人的情绪状态与处境所触动，更能照顾他人感受，宽恕体谅他人过错，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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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攻击的可能性较低[16]。李晔等人的研究显示，个体的情绪与网络攻击之间有密

切联系，愤怒可以正向预测网络攻击水平[17]。另外，Brewer 的研究表明，自尊

在影响个体网络攻击中扮演者重要角色，自尊水平低的个体有着更消极的自我价

值感，在社交方面采取回避、退让的应对方式，将自己封闭在孤独状态下，负面

情绪在现实情景中得不到发泄，就容易卷入虚拟的网络攻击情景中[18]。在认知因

素与网络攻击的关系研究上，众多学者热衷于将道德推脱与道德认同作为重要的

核心变量。杨继平等人的研究表明，道德推脱是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产生的主要

认知因素之一，当个体在实施不道德行为时，主要通过启动道德推脱机制来增强

其不当行为的合法性，进而实施网络攻击[19]。叶宝娟等的研究发现，道德认同作

为一种重要的认知资源，能够缓和危险因素带给个体的多种风险，弱化道德推脱

对攻击行为的负向影响，是网络被欺负个体的重要保护因素[20]。

（二）环境因素

家庭作为个体出生后接触的第一个环境，对个体智力发展、才能发挥、品德

塑造和心理健全有着深远意义，是个体良好品质形成的基石。良好的家庭环境及

氛围有助于个体从家庭中获得安全感，形成健康积极的心理状态，增进亲社会倾

向，减少攻击性行为。有研究表明，父母的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的行为表现紧密联

系，在尊重信任、严慈并济的养育环境下，青少年一般表现出恪守原则、乐于助

人、诚信友善等亲社会行为，在情感冷漠、过度控制等消极教养方式下成长的个

体，通常表现出更多的攻击、冒险等不良问题行为[21]。孙丽君的研究发现，在儿

童期受到过心理虐待或家庭暴力冲突的个体，会极度缺乏安全感，情感淡漠，蛮

横无理，很容易延伸出攻击等偏差行为[22]。

除了家庭环境外，青少年的学习、生活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其对个体的影响

不可小觑。有研究表明，学校道德氛围的好坏很大程度上能预测个体的行为结果，

当个体感知到的学校氛围是互相尊重、互相宽恕的，则个体参与攻击行为的几率

比较小，当个体感知到的学校氛围是充满敌意、愤怒的，则个体的攻击行为会大

大增加[23]。姚玉华等研究者发现，与正常儿童相比，目睹或遭受过教师暴力的儿

童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更高的攻击性[24]。由此可见，和谐友爱、轻松愉快的校园

氛围有利于学生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那么他们产生攻击的可能性就比较小。相

反，如果青少年处于暴力的、对抗的、消极的校园氛围中，那么学生之间的交往

很容易产生摩擦，很有可能会采取攻击的办法去解决问题，网络攻击作为攻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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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的一种特殊形式，也可能成为个体的一种选择[25]。总而言之，个体在生活、

学习中所接触的暴力环境和暴力线索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对青少年产生负面影响，

使其成长偏离正轨。

1.2 暴力环境接触

1.2.1暴力环境接触的概念

暴力环境接触是指个体在日常所处环境中经历过或接触到的与暴力有关的

信息和线索，它能够激发个体的敌意认知和愤怒体验，从而诱发攻击行为[26]。

高中生接触的暴力环境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现实接触，即在日常生活中经

历或触及打架斗殴、武器威胁、抢夺行为等暴力伤害的场面，主要包括家庭暴力

环境接触、校园暴力环境接触、社区暴力环境接触等[27]；另外一种是虚拟接触，

即通过网络电子设备的方式接触到的暴力性的影视节目，暴力性的网络游戏、各

种社交 APP中涉及到的暴力事件接触等。研究表明，无论是虚拟暴力画面还是

真实暴力事件，都会引起个体不良适应反应，侵害其身心健康[28]。更为甚者，还

会导致个体潜移默化地习得有关暴力攻击行为的图式，埋下反社会的种子，待其

逐渐壮大，就对社会的安全稳定产生威胁[29]。

1.2.2暴力环境接触的相关研究

以往的研究表明，暴力环境接触是诱发个体产生攻击行为主要原因之一[30]。

有调查显示，在青年群体中，约 76%的个体在报告中表示自己曾至少一次置身于

暴力环境线索中[31]。对于高中生这一群体来说，其最经常接触的暴力环境主要为

下述三类：

（1）家庭暴力环境接触

家庭暴力环境接触是指个体目睹或亲历来自配偶、子女等家庭成员的暴行。

对于青少年而言，无论是家庭暴力中的旁观者还是参与者，都会弱化家庭的保护

功能，在个体心理上留下痛苦的烙印。调查发现，遭受到家庭暴力的个体，会持

续处于巨大的压力中，使个体产生恐惧、焦虑，甚至是负罪感，从而采取内化和

外化两种方式来应对和缓解伤痛。将痛苦内化的个体会表现出郁郁寡欢、孤立、

抑郁的倾向，甚至在自卑绝望的条件下出现轻生、寻短见等意念和行为。外化痛

苦的个体，容易形成以暴制暴的病态观念，通常会借助反抗、攻击性的行为来释

放内心的压抑和愤怒情绪，比如说打架，欺负兄弟姐妹或在网络上恶意伤人，有

些偏激的个体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甚至会随意对陌生人发起攻击，报复社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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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在家庭中遭受暴力的个体，在其他场合也容易卷入不同形式的暴力事

件中[32]。

（2）校园暴力环境接触

校园暴力环境接触是指个体目睹或亲身经历在同学、教师、同伴间发生的暴

力行为，如打架斗殴、秽语辱骂、恐吓等。近年来，校园暴力已演变成严重的社

会问题，世界各个国家的学校暴力事件每天都在发生，并不时有相关案件的报道，

每一起案件背后都是无数受害者的噩梦，严重威胁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国内学

者陈晶琦曾对 709名女中专生进行调查，发现在被调查者中有 56%的个体报告曾

在学校目睹过严重的打架斗殴等霸凌事件[33]。邓云龙等人通过质性研究发现，遭

受或目睹过教师人身攻击或心理虐待行为的个体，不仅会出现消沉、焦虑、自卑、

厌学等不良症状，其成长过程中还会表现出抽烟酗酒、网络成瘾、逃课、攻击等

不良问题行为，学习兴趣明显减退，人际关系与交往质量明显恶化[34]。因此，学

校作为高中生最熟悉、接触时间长的日常环境，其暴力事件和暴力信息对个体的

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非常值得引起关注。

（3）媒体暴力环境接触

随着暴力内容与形式的不断演变，媒体暴力逐渐走进公众的视野，成为人们

越来越关注的社会问题。大量的调查研究结果发现，网络媒体对暴力的过度渲染，

会给大众营造一种虚拟的社会氛围，使个体对人间的真善美产生怀疑，相信媒体

中的暴力世界就是现实生活本身的模样，加剧人们对暴力的麻木感和容忍度，影

响个体对生活中的是非善恶产生模糊的判断力和道德评价，形成病态的价值观

念，并促进现实社会暴力现象的发生。

媒体暴力环境接触是指个体长时间置身于暴力影视节目、网络游戏等虚拟的

媒介环境。随着 21世纪网络等各种媒体的普及，涉及暴力、恐吓、搏斗等低俗

内容的电视、小说、游戏等随处可见，大大增加了青少年接触暴力信息的概率，

这些暴力信息甚至被人们称为“电子海洛因”，不断摧残着青少年的认知、态度及

心理健康。国内学者段东园的研究显示，偏爱暴力电视、电影的个体，具有更高

的攻击行为规范信念，此信念一旦建立，便会具有持久的稳定性，使个体存在较

高的进攻指数[35]。也有研究表明，接触暴力性游戏或视频的时间越长，个体的攻

击倾向越严重，也会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36]。施桂娟等人的研究考察了暴力视

频游戏中个体的攻击动机与攻击性的关系，发现长时间沉浸于暴力游戏中可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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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个体情绪状态，诱发敌意认知，降低其对攻击的敏感度，形成攻击型人格，在

游戏中对其他玩家实施攻击[37]。

1.3道德认同

1.3.1道德认同的概念

道德认同是什么？对于这一概念，不同的学者就道德动机、道德图式、道德

社会功能、道德自我同一性等侧重点赋予了其不同的涵义。目前，有研究者综合

了各种理论优点的基础上重新厘定这一概念，即道德认同是指在社会情境下，个

体以自身的认知为起点，自发地认同并习得道德图式，进而在认知、情感或行为

上与其内在的道德标准保持高度一致的过程或状态[38]。

由此可见，道德认同不是个体天生就具备的，而是在后天的社会交往中逐渐

建构起来的。道德认同作为一种正向激励的认知因素，能促使个体在道德方面时

刻保持知行一致的状态，是诱发个体积极正向行为的重要调节机制[39]。也就是说，

高道德水平的个体更能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标准，而低道德水平的个体则不能

很好地控制自身的不良行为[40]。

1.3.2 道德认同的测量

国内外测量道德认同的研究工具和手段不多见，主要为自评量表，例如，

Aquino 和 Reed 编制了国内外使用最多最普遍的《道德自我认同量表》( Moral

Identity Measure MIM)，共 9道题目来测量道德在个体自我意识中的重要性。随

后，我国学者万增奎、杨韶刚（2008）在 Aquino的量表基础上增加了 6道题目，

并改编出更符合国内个体使用的《青少年道德认同问卷》[41]。也有少数研究者使

用《道德自我关联量表》，将 8个道德特质词与 8个非道德特质词同时呈现给被

试，用两种特质词汇的评分差作为评定道德认同的指标，但使用该量表的研究者

只占少数。此外，也有相关实验采用混词组句的任务启动道德认同，从而对道德

认同的高低进行操控。

经查阅文献发现，万增奎等人编制的《道德自我认同量表》是在 Aquino和

Reed量表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得来的，且符合东方文化背景，因此，本

研究采用该量表对个体的道德认同进行测量。

1.3.3道德认同的相关研究

国外研究者对道德认同的探究比较早，他们发现道德认同作为一种正向激励

的认知因素，对个体的亲社会、道德活动具有促进作用。比如，Aquino等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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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认同作为预测变量，探索其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与个体的捐赠、

无偿帮助、从事志愿者服务等行为有着显著的正相关[42]。另外，有研究证实具有

强烈道德的人更关心道德问题，也因此更经常参与道德活动和行为[43]。我国学者

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并证实，道德认同水平高的个体，更容易把道德活动

向外扩张和迁移，将外群体划定为“自家人”，进而产生助人等亲社会行为[44]。

以往实证性研究也表明，道德认同与不道德行为存在较显著的相关。从道德

认同的作用来看，它能维护道德自我形象，对个体的攻击行为、不道德活动具有

补偿功能，是预测不良行为的有效变量。我国学者王兴超等人以 440 名大学生

为研究对象，发现道德认同是大学生攻击行为的一个负向预测指标[45]。马晓辉等

的研究以大学生群体为被试，发现匿名条件下，个体在偏差行为中获得新奇感、

满足感，会胜过做出不道德行为的羞愧感，因此，道德认知和意向对偏差行为有

很大影响，而道德情感则没有影响[46]。此外，也有研究发现，道德认同水平低的

个体，通常有着说谎、学术欺骗和攻击等不道德行为的表现[47]。可见，道德认同

可以作为网络攻击等不良行为的重要预测指标。

1.4特质愤怒

1.4.1特质愤怒的概念

愤怒是人类的基本情绪之一，其本质是负面的、消极的，与个体的侵犯、攻

击行为密切相关，通常伴随着生理特征、情绪状态、认知成分的改变。被愤怒支

配的个体，缺乏基本的控制能力，思维混乱，理智丧失，为不良习气带来了诱因，

滋生打架斗殴、离家出走、毁坏财物等问题行为，不仅会危害身心健康，恶化人

际关系，甚至会造成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

愤怒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是指个体行动受阻或意愿受挫时引起的负面不满情

绪。国外研究者 Spielberger 将其分为状态与特质两种形式：状态愤怒是指某个

具体的事件或刺激带来的不愉快体验，从而引发个体高强度的愤恨和恼怒。它与

个体当前经历的事件、所处的环境相关联，生理、心理方面的变化是随着时间、

事件的发展状况所变化的。那什么是特质愤怒呢？特质愤怒是指在无特定刺激的

情境下，个体表现出来的持久稳定的易怒倾向[48]。即个体的愤怒体验不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和情境的发展状况而发生改变。

1.4.2特质愤怒的测量

国内测量特质愤怒的工具很少，多直接使用国外的现成量表。Spielberger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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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研制了专门用来测量愤怒的问卷——《状态一特质愤怒表达量表》(State-

Trait Anger Expression Inventory，STAXI)，该量表分状态、特质两个维度，特质

愤怒量表是其中一个分量表。随后特质愤怒量表被整合和修订了数次，但仍保留

了 10个题项，用来单独测量年龄在 16—19岁个体的特质愤怒水平，并被众多研

究者争相使用。

近年来，我国学者罗亚莉、张大均等人也尝试从国内被试背景特征出发使该

量表更完善和适用，于是更符合我国本土的中文版特质愤怒量表应运而生，经过

检测信效度良好[49]。因此，本研究采用罗亚莉、张大均等编制的《特质愤怒量表》

来测量高中生的特质愤怒水平。

1.4.3特质愤怒的相关研究

作为一种负性情绪，关于愤怒的研究通常与消极的情感体验和行为后果紧密

联系。已有研究表明，与非暴力犯或正常人相比，暴力犯在特质愤怒水平上有着

明显较高的指数[50]。也有研究发现，特质愤怒不但会引起青少年较差的自控力、

消极的态度与认知、不良的情绪反应[51]，而且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格特征，对个体

不当行为模式的发生也发挥着正向预测作用，是攻击行为的主要诱因之一[52]。刘

文文等认为，不同个体的特质愤怒水平及表达方式是有差异的，面对意图不明的

情景时，高特质愤怒的个体倾向于将刺激定义为敌意的、破坏性的解释，从而通

过向外攻击的方式来进行表达[53]。而罗小漫等的研究发现，特质愤怒能够调节宽

恕对攻击行为影响，在集体主义背景下，相较于低特质愤怒者，高特质愤怒者更

容易弱化宽恕对攻击行为的影响[54]。由此可见，特质愤怒不仅是导致网络攻击行

为的重要人格变量，同时还具有调节作用。

1.5暴力环境接触、道德认同、特质愤怒与网络攻击行为的关系

1.5.1暴力环境接触与网络攻击行为的相关研究

网络攻击行为的发生并非单一因素引起，而是内部和外部多种成分合力的结

果。以往研究表明，在众多影响个体网络攻击的风险因素中，暴力环境接触具有

强大的解释力[55]。

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观点，个体主要通过观察学习来获取和掌握某种

行为，这些行为会内化在个体的记忆里，在适当的情景刺激下，个体会实施这些

行为。这对于阐明暴力环境接触与攻击性行为两者间的关系具有合理的解释。人

们常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长时间所处环境的耳濡目染会给予个体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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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高中生作为网络资源共享者和娱乐者，不可避免地会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

暴力性的影片、游戏或置身于暴力性的环境中，虽然短期接触不会立即表现出什

么攻击性来，但长时间游荡在负面事件和情境中就会内隐性的习得攻击行为的图

式，潜伏期在大脑里，一旦遭遇刺激情景时，表现出较强的攻击行为和反社会行

为。

因此，基于社会学习理论，本研究试图从暴力环境接触这一外在环境变量出

发，研究其对高中生网络攻击行为的影响。

1.5.2道德认同的中介作用

暴力环境接触是如何影响高中生网络攻击行为的，其内部机制是什么？

Anderson 等人的一般攻击模型解释到：暴力环境接触作为一种环境变量，其对

网络攻击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个体认知这一路径施展功能。也就是说，长时间

置身于有关暴力的情景中会使个体逐渐提高对暴力的宽容度，认同一些不道德的

观念，将暴力作为处理冲突的唯一方式，道德自我认知产生偏差，长期以往，习

得攻击性的图式，养成攻击性人格，进而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可见，暴力环境接

触可以通过认知这一路径促使攻击行为的形成。

何波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环境因素的潜移默化能够塑造个体的道德认同，

社区暴力作为一种消极环境，会阻碍个体道德自我同一性的发展，淡化道德观念，

催生个体的攻击性认知[56]。祝大鹏等人以运动员群体为被试进行研究，发现道德

认同对个体的反社会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57]。可见，道德认同作为个体在不同

情境下仍能保持知行一致的核心指标，不仅可以助推个体亲社会行为的产生，还

能有效抑制个体反社会行为的出现。这意味着道德认同可能在暴力环境接触与网

络攻击中充当中介角色。通过查阅以往研究，发现道德认同常被作为中介变量来

解释不同变量间的关系。例如，在探讨家庭环境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中，

道德认同扮演着桥梁的联结作用[58]；在以道德型领导为预测变量，员工工作幸福

感为结果变量的研究中，道德认同同样在两者间起着中介作用[59]，由此可验证道

德认同的中介作用。

因此，基于一般攻击模型，本研究着重探讨道德认同在暴力环境接触与网络

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1.5.3特质愤怒的调节作用

在现实生活我们常见一种现象，面对同样的冲突情景，有的人会将其知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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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友好的、挑衅的、敌意的，从而大发雷霆，恼羞成怒，任由愤怒情绪爆发，甚

至产生报复还击、伤害他人的结果；而有的人却更愿意将其解释为中性刺激，并

恰如其分地控制和表达自己的情绪。这就与个体的特质情绪有很大的关联。

尽管现阶段国内外对特质愤怒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其对网络攻击行为的影响

机制还少有人研究。众多学者的研究已经证明道德认同在抑制个体网络攻击行为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却少有人关注哪些因素会弱化道德认同的作用，从而使个体

较多产生攻击行为。综合认知模型认为，个体在网络攻击表现上的差异不仅受事

件和刺激本身的影响，主要原因在于个体对该事件和刺激的认知加工方式的不

同，导致其表现出的应对方案和解决方式也大相径庭[60]。在同种情况下，高特质

愤怒水平的个体对外界刺激（诸如叫嚣、挑逗）等有着较低的反应阈限，很容易

将其与敌意侵犯相联系，唤起错误的认知加工[61]，而这种错误的加工解释偏差反

过来又会增强愤怒体验，加快对敌意记忆的提取，产生不道德的认同观念，经过

这样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个体出现攻击行为等消极的处理方式[62]；而对于低特

质愤怒的个体来说，他们能正确对周围环境线索进行评估与认知加工，采取更为

成熟的解决方案来处理相关事件，所以受到消极环境对网络攻击的影响也就比较

小。

基于此，本研究以高中生网络攻击行为主要关注变量，考察高中生的暴力环

境接触对网络攻击行为的影响，进一步探讨特质愤怒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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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设计

2.1问题提出

通过对国外有关网络攻击行为的文献进行梳理，可以看出，国外对该行为的

研究通常是基于现象进行调查的，包括多大年龄段更容易发生，在性别上呈现何

种特点，以及实施者通常有什么样的人格特质等问题，并没有深入挖掘其背后的

深层原因。而国内对该行为的研究起步比较晚，关于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体现

在个人特质（如移情、道德推脱、情绪等）和社会环境（如暴力接触、在线社交

环境、家庭养育环境）两方面。但将个人特质与个体所处环境同时置于网络情境

来探讨网络攻击行为的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有必要从社会环境与个人特质两方

面出发，系统探讨其内部机制。

同时，以往的实证研究大多是对大学生群体的网络攻击行为进行研究，高中

生正处于高考升学的重要历程，学业紧任务重，生理和心理正处于成长阶段，还

未形成完善的认知能力和道德判断，难以辨别各种形形色色的信息，很容易受各

种信息的煽惑而偏离发展轨道。一方面，网络的匿名性使得个体很可能选择将网

络作为缓解负面情绪和压力的排泄口；另一方面，在网络使用过程中，也容易接

触到各种不良的信息资源，或受到网络暴力、网络入侵等伤害，出现许多令人忧

虑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高中生这一群体的网络攻击行为影响机制进行探讨，

以更好的避免其受到消极影响。

2.2研究问题及假设

本研究主要探讨暴力环境接触对高中生网络攻击行为的影响及其内部机制

（如图 1）。具体来说，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H1：高中生网络攻击行为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H2：暴力环境接触正向预测网络攻击行为；

H3：道德认同在暴力环境接触与网络攻击中起中介作用；

H4：特质愤怒在道德认同与网络攻击行为这一过程中起着调节作用。



高中生暴力环境接触与网络攻击行为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14

图 1 研究框架图

2.3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本研究将环境因素和个体特质同时置于网络情境下来探讨

个体的攻击行为，为网络攻击行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方法和理论视角。借

助一般攻击模型的观点，将道德认同这一认知因素引入研究作为二者之间的中介

变量，也对网络攻击行为的心理发生机制做出了补充。

（2）现实方面：本研究对高中生网络攻击行为进行研究，有利于从家长、

学校、社会部门入手，提供相应措施和解决方法来防范不良行为的发生；此外，

本研究也可以为网络法律法规的制定提供数据支持，从而更有效地完善网络的监

督机制和立法机制。

2.4 研究方法

2.4.1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山西省太原市和高平市各一所学校共 600名高中生被试，采用问

卷调查法开展研究，问卷当场发放、回收。共发放 600份，剔除无效问卷，得到

有效问卷 513份，有效率为 92 %，被试样本分布如表 1。

表 1 被试样本分布

频次 百分比（%）

性别 男 292 56.9%

女 221 43.1%

年级 高一 267 52%

高二 246 48%

家庭所在地 城市 346 67.4%

农村 167 32.6%

暴力环境接触 网络攻击行为

道德认同 特质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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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研究工具

（1）暴力环境接触量表

采用吴晓燕（2012）修订的 Schwartz 和 Proctor的《暴力环境接触问卷》，

主要测量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知觉到暴力刺激的程度，被试得分越高，说明其知觉

到的暴力程度越高。该量表包括 25个条目，采用 5点计分，如“在日常生活或

各类媒体上，你是否看见或亲身经历过被刀、枪或其他利器威胁伤害的场景”，

1代表“从未”，5代表“总是”。本研究中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6。

（2）网络攻击行为量表

采用赵锋和高文斌（2012）编制的《少年网络攻击行为问卷》。该量表包含

两个维度：工具性和反应性。共 33个题目，其中工具性维度有 15道题，反应性

维度有 16道题。采用 4点计分，1＝“从不”，4＝“总是”，被试得分越高，

说明对他人实施攻击行为的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量表整体内部一致性为 0.92，

两个维度α系数分别为 0.88、0.87。

（3）道德认同量表

采用万增奎和杨韶刚修订的《青少年道德认同量表》，量表包括 16个条目

用来测量道德在个体自我意识中的重要性，采用 1（完全不同意）到 5（完全同

意）5点计分，题 5为反向计分，被试得分越高，说明道德在个体的自我意识中

越重要，道德认同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 0.90。

（4）特质愤怒量表

采用罗亚莉和张大均修订的《特质愤怒量表》，问卷共 10道题目，如“我表

现很好但却得不到好的评价时，我会感到生气”，采用 4点计分，1表示“几乎

从不”，4表示“几乎总是”，被试得分越高，说明特质愤怒水平越高。在本研

究中量表整体内部一致性为 0.88。

2.4.3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4.0以及插件 PROCESS3.0进行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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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结果与分析

3.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来验证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共抽

取出 15个因子数，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是 20.76%，小于临界值 40 %。因此，

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3.2网络攻击行为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用独立样本 t检验来分析网络攻击行为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结果（如

表 2）显示：

（1）高中生网络攻击行为在性别上有显著差异，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

且在工具性和反应性两维度上均为男生得分高于女生。

（2）高中生网络攻击行为在年级上有显著差异，高二学生得分显著高于高

一学生，且在工具性和反应性两维度上均为高二得分高于高一。

（3）高中生网络攻击行为在家庭所在地上有显著差异，农村家庭学生得分

显著高于城镇家庭学生，且在工具性和反应性两维度上均为农村得分高于城镇。

表 2 高中生网络攻击行为在人口学上的差异检验

项目
网络攻击行为

（M±SD）

工具性攻击

（M±SD）

反应性攻击

（M±SD）

性别 男 1.28±0.31 1.23±0.32 1.33±0.37

女 1.21±0.31 1.09±0.29 1.26±0.35

t 2.45* 2.24* 2.21*

年级 高一 1.14±0.26 1.11±0.27 1.18±0.30

高二 1.37±0.32 1.30±0.33 1.44±0.38

t －8.92*** －6.93*** －8.87***

家庭所在地 城市 1.17±0.26 1.13±0.29 1.20±0.31

农村 1.43±0.33 1.34±0.31 1.51±0.39

t －9.84*** －7.73*** －9.75***

注：*p＜0.05，**p＜0.01，***p＜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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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3）表明：

（1）网络攻击行为与各变量均存在显著相关，其中与暴力环境接触（r＝9

＝0.30，p＜0.001）及特质愤怒（r＝0.34，p＜0.001）存在显著正相关，与道德

认同（r＝－0.38，p＜0.001）存在显著负相关；

（2）暴力环境接触与道德认同（r＝－0.15，p＜0.01）存在显著负相关，与

特质愤怒（r＝0.32，p＜0.001）存在显著正相关；

（3）道德认同和特质愤怒（r＝－0.24，p＜0.001）存在显著负相关。

表 3 各变量间的描述统计及相关矩阵

3.4 暴力环境接触与网络攻击行为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对有调节的中介进行检验步骤如下：第一步采用 SPSS 24.0 中的

PROCESS插件，通过简单中介模型 Model 4考察中介变量在自变量和因变量间

的中介效应；第二步采用Model 14考察调节变量的调节效应；第三步采用简单

斜率分析考察调节的具体模式。

3.4.1道德认同的中介效应检验

对道德认同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如表 4）显示：

暴力环境接触对网络攻击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31，t＝8.27***，p

＜0.001），加入道德认同这一中介变量后，暴力环境接触显著负向预测道德认

同（β=－0.16，p<0.001），进而显著负向预测网络攻击行为（β=－0.25，p<0.001）。

同时，暴力环境接触对网络攻击行为的预测效力减弱，但仍显著（β=0.27，

变量 M±SD 1 2 3 4 5 6

1暴力环境接触 1.78±0.73 1

2道德认同 3.85±0.70 －.15** 1

3特质愤怒 1.83±0.54 .32*** －.24*** 1

4工具性攻击 1.20±0.31 .25*** －.35*** .28*** 1

5反应性攻击 1.30±0.37 .29*** －.35*** .33*** .66*** 1

6网络攻击行为 1.25±0.31 .30*** －.38*** .34*** .89*** .9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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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说明道德认同在两变量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通过 PROCESS Model 4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图 2），发现间接效应路径 95%的置信区间为[－0.33，－0.18]，

不包含 0，验证了道德认同的中介效应。

表 4 道德认同的中介模型检验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95%CI

网络攻击 Y

道德认同M

网络攻击 Y

暴力环境接触X

暴力环境接触X

0.54

0.28

0.29

0.08

70.61***

14.65***

0.31

－0.16

8.27***

－0.38***

[0.24,0.38]

[－0.25,－0.08]

暴力环境接触X 0.59 0.35 69.30*** 0.27 7.37*** [0.20,0.34]

道德认同 M －0.25 －6.81*** [－0.33,－0.18]

图 2 中介效应模型图

3.4.2特质愤怒的调节效应检验

加入特质愤怒这一调节变量后，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如表 5）所

示，道德认同与特质愤怒的乘积项对网络攻击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β＝－0.08，

t＝－3.05***，p＜0.001），95%的置信区间为[－0.14，－0.03]不包含 0，说明特

质愤怒调节了中介模型的后半段，即调节了道德认同与网络攻击行为的关系。

道德认同

暴力环境接触 网络攻击行为

－0.16
***

－0.25
***

（0.3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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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特质愤怒在中介效应中的模型检验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95% CI

道德认同M 暴力环境 X 0.28 0.08 14.65*** －0.16 －0.38*** [－0.25,－0.08]

网络攻击 Y 暴力环境 X 0.63 0.40 56.43*** 0.21 5.65*** [0.14,0.28]

道德认同M －0.21 －5.59*** [－0.28,－0.13]

特质愤怒W 0.20 5.26*** [0.12,0.27]

M*W －0.08 －3.05*** [－0.14,－0.03]

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表明（见图 3），在高特质愤怒水平下，道德认同对网

络攻击行为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在低特质愤怒水平下，道德认同虽然也会对

网络攻击行为产生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但其预测作用比在高特质愤怒水平下要

小的多。

图 3 特质愤怒在道德认同和网络攻击行为之间关系的简单斜率检验

道 德 认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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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讨论

4.1 高中生网络攻击行为的人口学变量差异检验

4.1.1网络攻击行为在性别上的差异

本研究结果表明，男生在网络攻击行为得分上显著高于女生，这与张文清等

人[63]、蒙启宇等人[64]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由于社会所赋予的性别角色差

异造成的。在社会化过程中，男生通常被期待具有勇猛、强壮、男子气概等特质，

因此更爱模仿战斗力强、富有挑战性和竞争力的榜样行为，加之他们日常接触的

电视、电影节目、游戏等也多是动作、战争、科幻等相关的内容，因此男生更容

易受到暴力刺激的影响，更崇尚武力，在攻击中更易充当施暴者[65]；而女生通常

被期待具有温和、乖巧、通情达理等特质，其感同身受的能力更强，在与人互动

过程中，很少考虑采取武力解决矛盾。加之其日常生活接触的多是偶像爱情、古

装历史等相关内容的电视节目，或是益智、休闲等非暴力类型的游戏，因此在遇

到冲突发生时，较少使用攻击行为来处理问题，这也可能是导致男女生在网络攻

击行为上具有差异的原因[66]。我国学者李冬梅等的研究发现，由于网络的匿名性，

攻击者与被攻击者不存在力量上的差距，男女生均可以参与其中，因此，网络攻

击行为在性别上并不存在差异性[67]。可见，目前对网络攻击行为的性别差异结果

并不一致，这可能是由于各研究所选被试的年龄段不同导致的，也有可能是被试

使用的问卷不同导致的，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证明去验证。

4.1.2网络攻击行为在年级上的差异

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年级的高中生，其网络攻击行为具有显著差异性，高

二学生显著高于高一学生，这与张孟等人[68]的研究一致。有研究表明，个体的攻

击行为与其在学习上感知到的压力大小密不可分，高强度的学业压力可能导致个

体选择极端的方案来释放内心的负性能量，例如在网络上攻击与自己毫不相干的

陌生人。相较于刚踏入高一阶段学生来说，高二年级学生距离高考更近，心态更

急切，面对的学业压力也会更大一些，此时人际交往模式和质量也基本定型，当

个体感知到较大的学业压力，且无法在同伴交往中获得人际支持的情况下，就很

容易将自己卷入网络情境中。现实生活中无固定的发泄对象，很容易使个体造成

焦虑，紧张甚至抑郁倾向。为了排解负面情绪以维持自身的心理平衡，个体在使

用网络过程中会通过报复、攻击他人以释放自己心中的不满[69]。与此同时，有研

究认为这种性别上的差异有可能是因为高二年级的学生更早接触了学校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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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课程，比高一学生对互联网的运行、操作等了解的更为深入，因此更容易出

现网络攻击行为[70]。

4.1.3网络攻击行为在家庭所在地上的差异

本研究还发现，城镇学生的网络攻击行为明显低于农村学生。这可能是因为

无论是在教育资源、教育水平，还是在师资队伍、父母文化程度上，城市家庭为

孩子提供的条件质量要比农村孩子更高一些，受到的素质教育也更为深入彻底。

同时，城市父母的平均学历相对较高，收入也较高，更能够意识到家庭教育对孩

子的重要性，通常能投入较多的精力和财力用于孩子的教育上，会严格把控孩子

的上网时间及频率，将孩子的闲暇时间安排在增长知识、掌握技能、发展个人兴

趣爱好的活动上，因此城市孩子的网络攻击行为相对较少；而在农村高达 70%

的家庭教育为隔代养育模式，父母大多将精力放在事业上，而孩子由爷爷奶奶等

祖辈照顾，在这种独特模式下，祖辈们更多提供和满足的是孩子的衣食起居等问

题，在孩子人格和良好品质的教育和养成上还有一定欠缺。祖辈们对孩子有一种

天然的溺爱情结，总是不自觉地迁就孩子的不良习惯，往往对孩子的要求唯命是

从，千依百顺，甚至对一些不当的行为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无条件纵容，长此

以往孩子容易形成自我中心意识，养成不服管教、娇生惯养等个性。加之老一辈

的人对孩子攻击行为的态度通常是“别人打你，你一定要还击回去！”，在这种

缺乏引导和管控的状态下，孩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无所顾忌，在面对网络环境

中的人际互动时，很容易放纵自己的行为，从而增加网络攻击行为的可能性[71]。

4.2 暴力环境接触与高中生网络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以社会学习理论、攻击性一般模型、综合认知模型的观点为支撑，探

讨了暴力环境接触对高中生网络攻击行为的影响及道德认同和特质愤怒的作用

机制问题。

本研究结果表明，暴力环境接触与高中生网络攻击行为具有显著正相关，即

个体的暴力环境接触程度越高，其出现网络攻击行为的可能性越大，验证了假设

2。研究结果与金童林等人[72]、王玉龙等人[73]、张晶[74]的研究一致。同时，该研

究结果也符合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75]，该观点认为，个体主要通过观察模

仿，习得攻击图式，并将其内化，从而转化为攻击行为。对高中生来说，无论是

在家庭、校园等的日常生活环境中，还是在线上虚拟的媒体环境中，他们接触到

暴力事件的概率都很大。当高中生长时间处于具有暴力性刺激的环境下，会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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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化地通过观察学习习得攻击性行为的图式，并且这些暴力刺激会不断改变其原

有的认知结构，接受攻击行为的图式，然后储存在个体的记忆中，在适当的情景

刺激下，攻击行为的图式被激活，就会导致网络攻击行为的产生[76]。在实施这一

攻击行为过程中，高中生内化的网络攻击图式得以巩固和强化，循环往复，从而

可能导致更多攻击行为的产生。

此外，累积效应理论的观点也可以验证了这一结果。该理论认为个体问题行

为的危险因素具有累积效应，在一定数量内，个体问题行为是随危险因素的增多

而逐步稳定地增长，但随着其数量的不断叠加，不同种类的危险因素就能够强化

彼此的危险程度，个体不良行为后果的发生率大大增强[77]。即较少的暴力环境接

触，可能会引起个体为数不多的网络攻击行为，但随着暴力接触的数量范围及程

度越来越深，其对网络攻击行为就会起到加速累计的作用。可见，暴力环境接触

是高中生网络攻击行为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

4.2.1道德认同的中介机制

中介分析数据结果表明，暴力环境接触除了直接对高中生网络攻击行为产生

影响外，还会通过道德认同的部分中介作用来影响其网络攻击行为，验证了假设

3。研究结果与郑清[78]等人的研究一致。

Anderson 的一般攻击模型认为，暴力环境接触作为一种重要的环境变量，

一般是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变化，进而促成个体网络攻击等不道德行为的产生。

当个体接触的暴力刺激过多时，其道德观念和道德自我认同会受到各种暴力内容

和情景的冲击，降低个体的道德判断，认可“以暴制暴”的错误观念，使他们难以

形成与社会规范一致的道德认同，最终导致攻击行为的产生。因此，如果个体暴

力环境接触的程度越高，就容易提高对暴力的容忍度，降低对道德的认可度，将

不道德的认知观念转化为不良行为。

这对于解释高中生的攻击行为极具说服力。高中生的学习生活中常常伴随着

各种暴力刺激和线索，近年来网络媒体对信息的过度渲染，使其接触暴力信息的

机会越来越多。高中阶段的学生生理和心理都正处于成长阶段，还未形成完善的

认知能力和道德判断，难以辨别各种形形色色的信息，很难与生活和学习中的各

种暴力刺激和线索划清界限，甚至对网络视频中的一些“榜样式”暴力行为进行美

化，贴上正当化的标签，长此以往，会提高对暴力的麻木感和容忍度，影响他们

对生活中的是非善恶形成正确判断力和价值观念，从而降低自身的道德认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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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认同作为促使个体在道德上保持知行一致的积极特质，一旦降低或者丧失，

道德调节功能就无法发挥作用，使其在道德感上知行分离，个体免除因不道德行

为产生的罪恶感和自我惩罚，个体网络攻击行为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

4.2.2特质愤怒的调节机制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在高中生实施网络攻击行为的过程中，特质愤怒发挥着

重要的调节作用，验证了假设 4。这与罗小漫等人[79]的研究一致。具体而言，在

长期的暴力环境接触下，低特质愤怒水平的个体，随着道德认同水平的降低，其

对高中生网络攻击行为的影响也在小幅度增加；而对于高特质愤怒水平的个体来

说，随着其道德认同水平的降低，其网络攻击行为发生的概率明显大幅度增加。

可见，高中生道德认同能影响其网络攻击行为的产生，而特质愤怒则会对这种影

响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Wilkowski等人的综合认知模型的认为，当敌意情境出现时，个体认知会自

动对情境进行加工与评估，如果该情境被个体知觉为敌意的，则会出现愤怒体验，

降低个体的道德认知，强化个体的攻击性信念并促成攻击行为。但要注意的是，

不同个体的认知加工过程是有所差别的，低特质愤怒的个体面对出现的情景刺激

虽然也有愤怒的体验，但能在这一过程中保持自己的理智，启动自己的道德认同

机制，相对理性地对出现的情境刺激进行评估，将其理解为中性刺激，从而对情

景刺激做出较弱的反应。而高特质愤怒的个体通常对感知含混不清的刺激有着更

强的生理唤醒，更善于发现别人身上的问题，将其曲解为恶意的、侵犯的，任由

愤怒情绪爆发，从而形成混乱的道德判断，降低自己的道德认同，由于缺乏可行

的处理方案去应对刺激，从而在愤怒的支配下进一步催化了攻击行为的发生[80]。

这也很好地解释不同特质愤怒水平下的调节作用大小不同。在使用网络的过

程中，高特质愤怒的高中生在面对侮辱、谩骂等刺激时通常知觉为消极、对抗的

事件，产生火冒三丈、怒不可遏等情绪体验，造成思维混乱、认知失控，干扰自

身的道德认同机制，对情景刺激做出强烈的反应，从而采取以暴制暴的应对方式，

催生攻击行为的发生。面对同样的情境，低特质愤怒的个体虽然也有愤怒的体验，

但并不至于影响其思维和认知失控，因此能相对理性地对出现的情境刺激进行评

估，将其解释为中性刺激，致使自己的道德认同机制正常运行，从而对情景刺激

做出较弱的反应[81]。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暴力环境接触情境下，特质愤怒

这一特质能调节个体的道德认同水平，加深对高中生网络攻击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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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5.1研究结论

（1）在高中生群体中，男生的网络攻击行为显著高于女生；高二学生的网

络攻击水平显著高于高一学生；城镇学生的网络攻击行为显著低于农村的学生。

（2）高中生的暴力环境接触可以正向预测其网络攻击行为，即个体的暴力

环境接触程度越高，其出现网络攻击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3）暴力环境接触可以通过道德认同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高中生的网络攻

击行为，中介效应率为 11.2%。

（4）特质愤怒可以加深暴力环境接触和道德认同对高中生网络攻击行为的

消极影响，即对于高特质愤怒水平的个体，随着暴力环境接触程度的加深会削弱

道德认同水平，从而增加网络攻击行为。而对于低特质愤怒水平的个体，暴力环

境接触对道德认同水平的影响降低，从而对高中生网络攻击行为的影响减弱。

5.2教育对策及建议

本研究探讨了暴力环境接触及其通过道德认同对高中生网络攻击行为的影

响，其中特质愤怒起调节作用。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5.2.1降低高中生暴力环境接触，防范不良行为的滋生

暴力环境是青少年滋生不良行为的助推器，目睹或经历家庭暴力除了会给青

少年带来躯体折磨和心灵创伤，还可能促使青少年把网络作为负面情绪的宣泄

口，将这种错误的示范作用转化为不良的网络攻击行为，进而伤害他人。因此，

可以通过降低高中生的暴力环境接触，防范其不良行为的发生。

（1）提供温暖接纳的养育环境。正确的家庭管理及教育对青少年身心健康

成长、良好个性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能对防范网络攻击行为起到有效的

作用。因此，家长要给予高中生群体温暖、接纳的养育环境。首先，要加强自身

道德素质与修养，避免与家人之间产生争吵、打骂，甚至是厮打、恶意攻击的举

动，觉察和管控好自身情绪，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家庭冲突，摈弃过去简单粗暴

的说教教育，根据孩子的成长需求循循诱导、悉心教导，促进孩子正确的亲社会

行为。同时，环境是通过影响个体的道德认同，进而影响个体的攻击倾向。这就

要求父母要时刻关注孩子道德品质的成长和发展，适当干涉孩子的学习与生活，

帮助和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增强其道德对自我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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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在攻击行为面前守住自己的底线。

（2）创设安全和谐的校园氛围。友爱的校园是学生的乐园，暴力的校园是

学生的噩梦，校园氛围对个体的影响不言而喻。所以尽可能降低校园暴力环境对

学生的消极影响，创设和谐友爱的学校环境，任重而道远。首先，学校要充分发

挥家校合作的作用，经常就孩子的教育问题与家长良性互动，主动反映孩子在学

校的生活学习状态，引导家长关注孩子的身心动态变化，协助学校进行正确的教

育管理，防范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其次，教师要倾注更多精力和关注去保证学

生的良性发展，要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个体，以平等的姿态进行师生对话，

真诚爱护学生，避免通过暴力语言侮辱学生，更不能对学生做出体罚、虐待等行

为，做学生的良师益友。同时，教师还要引导高中生提高交友质量，选择性交友，

自觉远离暴力同伴，提高是非观念，自觉抵制不法行为，以避免受到不良同伴影

响。

（3）提供健康有益的网络信息。这些年，随着信息的畅通，我们随处可知

网络恶意伤人事件，网络暴力致人死亡等事件，可见，网络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

毒害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因此，促使高中生群体远离暴力媒体，形成健康有益的

生活方式成为当下最重要的任务。首先，政府要出台相关的政策来整治当前的媒

体环境，利用法律法规严格控制网络媒体暴力程度，严格审核和约束暴力、搏斗、

杀戮等低俗内容在媒体上的播出，限制游戏中的暴力画面和血腥场景，鼓励更多

积极向上的、有意义的节目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其次，要引导高中生观看和欣赏

适合他们心理发育的高雅的电视、电影，自觉控制上网时间，丰富自己的闲暇生

活，多参与积极向上的文体活动，发挥自身的兴趣特长，来减少与网络暴力接触

的机会，促使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发展。

5.2.2提升道德认同水平，弱化道德推脱机制

道德认同作为暴力环境接触与网络攻击的中介变量，既可以助推个体亲社会

行为的产生，也可以抑制个体不道德行为的出现。因此，可以对高中生的道德认

同水平进行干预。

一方面，学校要通过设置道德品质教育相关的课程，提高高中生的道德素质

和修养，让学生意识到道德对自我的重要性，通过讲明道理、榜样示范、情感陶

冶等多种形式内化网络道德准则，提升高中生的道德认同水平，弱化自身的责任

分散、转移、辩护等推脱机制，争做文明上网好主人。另一方面，通过专家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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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等形式帮高中生厘清认识上的误区，使其认识到网络攻击给他人带来的

危害，对于网络上一些没有事实依据的评论，要帮助学生及时澄清观点，引导其

不传谣不造谣，明辨是非，提高认识，在思想上筑起一座“防火墙”，从根本上杜

绝网络攻击行为的发生。

5.2.3合理表达愤怒情绪，掌握解决冲突的方法

特质愤怒在暴力环境接触和道德认同对高中生网络攻击行为的影响中发挥

着调节作用。本研究发现，特质愤怒越高的个体，对刺激有着更强烈的愤怒反应，

在冲突情境里易冲动激惹，人际关系紧张，攻击性倾向明显。因此，在学习和生

活中，对高特质愤怒的高中生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减少不良情绪可能带来

的威胁。

首先，学校可以设置与情绪相关的课程，开展情绪认识、觉察、接纳、管理、

共处等一系列主题活动，传授学生专业的释放和宣泄情绪的方法，例如通过深呼

吸熄灭愤怒的小火苗、离开愤怒源转移注意力、换位思考体会别人的处境等；还

可以通过创设冲突情境，让学生觉察自己当下的情绪反应，并引导学生选择符合

道德行为规范的宣泄方式。其次，高特质愤怒的高中生在面对刺激情境时往往缺

乏建设性的应对方式，会产生攻击、冒犯等冲动性行为。针对这种情况，家长和

教师不能一味责怪，要及时对其行为进行纠正，并以包容的态度教给正确解决问

题和冲突的技巧、方法，鼓励其正确地表达愤怒情绪。

5.3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不足，有待于未来研究进行补充。

第一，本研究工具使用的均为自陈量表，研究中涉及的变量大部分为消极的

环境与个体心理成分，这可能会使被试在作答时出现一定的社会称许效应，由于

统计方法的局限性，本研究对社会赞许效应无法有效地分离出来。因此，未来研

究结合其他研究范式， 降低其给研究带来的影响。

第二，在暴力环境接触对高中生网络攻击行为的影响机制中，除了本研究探

讨的道德认同的中介作用和特质愤怒的调节作用外，是否还存在其他中介和调节

路径未进行深入探究，值得以后研究继续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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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未来的自己，你好！”

2018年 4月复试成绩出来那天，我带着期待和梦想开始了自己的研究生之旅，

开始寻找更好的自己。恍然如昨日，2020毕业季已开始向我们招手，加之突如而来

的新冠疫情，研究生时光显得更加弥足珍贵。在这段旅途中我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

因为可爱的你们，我的研究生生涯充满温暖与感动。

首先，我最感谢的就是我的导师——梁晓燕老师。从复试时的一面之缘到成为

指引我人生方向的恩师简直是我最幸运的事情。在我心目中，她是一位博学多才、

严慈并济的好老师，无论是学术上还是生活上，对我们的关心总是面面俱到。从论

文的开题、写作、修改、定稿，每一部分都离不开老师的句句督促和次次指导。在

开题过程中，导师提供给我大量的素材和建议，使得我找到合适的研究方向；在论

文写作遇到瓶颈时，她耐心反复地为我答疑解惑，帮我捋清思路，一遍又一遍地给

予我修改意见，直至论文日趋完善。在生活中导师更像是一位给予我陪伴和温暖的

亲人，她会很细心地照顾到我的感受，也会时不时激励我在人生道路上更加自信和

坚定...您就是我心里最敬重的老师，是我的榜样！

其次，我要感谢我们院所有的老师们风雨无阻地传授给我知识的力量，不耐其

烦地为我提供指导与帮助，为我的成长提供了充足的阳光及养分，促使我不断进步；

感谢我的同门师兄师姐们，感谢你们的无私分享和倾心帮助，使我迅速地解决了数

据分析上的困难和疑惑，让我的论文得以顺利完成；感谢我同住一宿舍的五小只，

给予我的温暖和陪伴让我更加活泼开朗，让我的研究生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你们对我的无条件支持和鼓励，为我照耀前

进的路，在黑暗中指引我前行。是你们给予了我莫大的勇气，永远为我敞开拥抱，

让我勇敢地向前追寻自己的梦想。感谢我的男朋友给予我无限的包容与感动，漫漫

长路，幸得有你陪我闯荡风雨，感谢我的贴身小助手让我在成长的路上越挫越勇！

今后唯有加倍的努力才能答谢你们的爱！

毕业并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个崭新的起点，带着所有人的帮助与鼓励，我定将

在未来不负韶华，遇到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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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个人简况：

姓名：李帆帆

性别：女

籍贯：山西晋城

学习经历：

2013 年 9 月-2017 年 6 月 晋中学院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8 年 9 月-2020 年 6 月 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个人联系方式：18404974562

邮箱：98263953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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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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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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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