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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3市中学生攻击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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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攻击容易引发暴力、犯罪行为，是学校教育面临

的一个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以往研究显示青少年攻击行为

受到家庭、社会、同伴和个人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国内外研

究均显示具有攻击行为的青少年在自尊、焦虑、情绪和依恋

等方面与正常青少年相比均有显著差异。为此本研究探讨

中学生攻击行为的影响因素，为预防和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对象：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安徽省宣

城、淮北、蚌埠3个市抽取初中、高中学校各2所，再从每个样

本校选取初中或高中年级各2—3个班，排除严重心理疾病

(如抑郁、焦虑、强迫症等)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问卷调查。

共发放问卷6060份，回收问卷6032份，回收率为99．54％，有

效问卷5892份．问卷有效率为97．68％。其中男生3046名．女

生2846名，平均年龄(14．7±1．84)岁。

(2)方法：应用自编的“青少年心理行为健康状况调查问

卷”。攻击行为评定采用Buss—Warren攻击问卷中国修订版

(Buss—Warren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Revised in China，

BWAQ．RC简称AQ问卷)，AQ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按照中国城市学生攻击问卷的标准化常模，将得分在；±s以

上定义为有攻击行为。其他变量的评定包括社会人口学资

料、情绪管理能力、亲子依恋、自尊、社交焦虑。

(3)统计学分析：资料采用EpiData 3．02软件建立数据

库，应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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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2．结果：攻击行为检出率为9．9％(581／5892)，其中男生

为10．6％(322／3046)，女生为9．1％(259／2846)。男生略高于女

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3．581，P=O．058)。以攻击行为

为因变量．以人口统计学特征、情绪管理能力、亲子依恋、自

尊、社交焦虑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单因素分析结

果见表l。采用逐步法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年龄、社会焦虑、外表自评不满和父母的教育方式不一致

是攻击行为的危险因素，较强的情绪管理能力和安全的亲子

依恋是其保护因素(表2)。

表l中学生攻击行为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变量 卢 耽谢值P值 OR值(9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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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中学生攻击行为多冈素logistic回归分析

3．讨论：本研究调查显示中学生攻击行为的检出率为

9．9％，高于国内其他研究；攻击行为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与国内报道不一致。其差异一方面可能是研究对象的不

同所致。郭兰婷等⋯研究发现由于香港和成都两地父母对

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理解、态度及评定的偏差，使前者对儿童

行为问题的评分显著高于后者；另一方面还可能与不同的研

究方法有关，关于攻击行为性别差异的Meta分析结果表明，

年龄较小的研究群体中女生的攻击行为检出率高于男生，而

年龄较大群体的男生检出率却高于女生，不同测量方法可产

生相互矛盾的结果【2 J。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社交焦虑、外表自评不满、父

母教育方式不一致是攻击行为的危险因素，而较强的情绪管

理能力和安全的亲子依恋是攻击行为的保护因素。刘卓娅

等b1和余毅震等【41的研究均发现，社交焦虑程度高、自我满意

度低的学生更具有攻击性，另外还证实了父母教育方式影响

着孩子的心理、行为问题，父母教育方式不一致家庭的孩子

攻击行为发生率较高。Contreras等【5 3研究发现，情绪管理能

力较低的青少年易表现出较高的攻击性。而非安全依恋的

青少年表现出较差的社会适应性和较多的攻击行为¨】。

综上所述，中学生攻击行为的影响因素错综复杂，在其

预防和干预中应重视积极的家庭教育方式的培养，尽量减少

母婴分离，还可通过训练提升青少年情绪管理能力，减少其

青少年期出现焦虑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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