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3年1月第34卷第1期Chin J Epidemiol，January2013，V01．34，No．1

童年期虐待和亲子分离与初中生
攻击行为的相关性研究

葛星胡塔静刘阳 张婉婉余婷婷汪耿夫袁珊珊方玉 苏普玉

【摘要】 目的探讨童年期母婴分离和童年期虐待经历与初中生攻击行为的关系。方法

对安徽省霍邱县3所乡镇普通初级中学1417名学生进行整群抽样调查。使用自编问卷调查研究

对象攻击行为、童年期亲子分离和遭受虐待以及其他一般情况等。结果男生躯体攻击因子分

(2．52±O．78)高于女生(2．29-4-0．79)，而女生在愤怒因子分(2．60±0．82)和敌意因子分(2．58±0．80)

高于男生(2．41±0．75、2．47±0．7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不同类型攻击行为因子

分及总分均随年级的升高而呈上升趋势(P值均<0．001)。初次与母亲分离的不同年龄段初中生，

在言语攻击因子分、敌意因子分和攻击行为总因子分中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初次

与父亲分离的不同年龄段初中生，在敌意因子分和攻击行为总因子分中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初次与父母同时分离的不同年龄段初中生，在愤怒因子分、敌意因子分和攻击行

为总因子分中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均表现为年龄越小攻击行为的各因子得分越

高。童年期遭受各种类型反复虐待的初中生其各种类型攻击行为因子分和总分均高于无相同类

型的反复虐待者，其中大部分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结论童年期亲子分离

时间较早以及遭受反复虐待是其青春期发生攻击行为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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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gressive behaviors，parent-child

separation and experience of childhood abuse among i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Methods A total of

1 4 1 7 students in ordinary{unior high schools from 3 townships in Huoshan，Anhui were involved in

this study．Selfmade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estimate aggressive behaviors．parent-child separation

in childhood，child abuse and social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the students under this study．

Results Related scores(2．52-4-0．78)onphysical aggressioninboyswashigherthaningirls(2．29±
0．79)while the scores related to anger(2．60±0．82)and hostility(2．58±O．80)in girls，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boys(2．41±0．75，2．47±0．78)，all with stasti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P<0．05)．

Scores related to different types of aggressive behaviors and the scores in total，were higher in students

from the senior class(P<O．001)．Scores 0n items as verbal aggression，hostility and in total，were

higher in those adolescents which had undergone matemal．child separation during their childhood

(P<0．05)．Scores on hostility and in total，were higher in those adolescents which had suffered from

father-child separation during their childhood(P<0．05)．Scores related to anger，hostility and in total，

were higher in those adolescents which had undergone both parent．child separation when they were

much younger(P<O．05)．Students who had suffered from various types of repeated abuse sh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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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曲er scores in various types of aggressive behaviors and in total，than those who did not have the

sanle experience．Most of the differences among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elusion Students that suffered parent．child separation in their earlier childhood and wim

repeated experiences of abuse in childhood appeared to be risk factors causing aggressive behaviors to

develop during the age ofadolescence．

【Key words】Aggressive behavior；Child abuse；Parent-child separation；Adolescent

攻击行为是一种故意伤害他人，并致其身体与

心理伤害的行为活动，同时也对个人的心理与行为

发展带来很多问题(如行为不良、反社会行为，甚至

是犯罪)⋯。攻击行为是青少年期常见的心理行为

问题之一心。1，其影响因素较为复杂乜一1。大量研究显

示，童年期受虐待行为与青少年时期的攻击行为关

系密切口。3，可能与童年期遭受虐待的个体具有较强

的攻击性经验以及相关记忆有关。有研究显示青少

年攻击行为与其童年期生活环境有关，童年期缺乏

父母的情感支持及其监督可增加初中生的攻击行

为哺]。长期以来我国家长常以“责打”儿童作为一种

“有效”的教育方式，而且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期，人

口流动量逐年增加，特别是农村地区，使得留守儿童

的数量极其庞大，有逐年上升趋势n1，因此推论童年

期不良经历与环境因素将会成为我国农村青少年攻

击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选择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3所乡

镇普通初级中学进行整群抽样，共调查1417名初

中生，男生756人(53．4％)，女生661人(46．6％)。其

中独生子女364人(25．7％)，非独生子女1053人

(74．3％)；初中一年级408人(28．8％)，初中二年级

452人(31．9％)，初中三年级557人(39．3％)；年龄

11—18岁，平均(14．34±1．26)岁。

2．研究方法：使用自编的“童年期经历与青少年

健康行为调查表”。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童年期

亲子分离情况、童年期虐待经历和攻击行为(采用相

应问卷和量表)。

(1)攻击行为量表：采用Buss—Perry编制的攻击

行为量表随]。共29个条目，分为躯体攻击(9项)、言

语攻击(5项)、愤怒(7项)和敌意(8项)4个维度。该

量表采用5级评分，其中1为“完全不符合”，2为“有

点不符合”，3为“部分符合部分不符合”，4为“有点

符合”，5为“完全符合”，选择其中一个与实际行为

最相符的选项。合计每个维度的总分，再计算各维

度的因子分。因子得分越高，表明攻击性越强。此

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口1。本研究对86名初一至三

年级学生间隔1周进行复测，两次调查各维度

Cronbach’s系数均>O．750。

(2)童年期虐待经历问卷：包括童年期重度躯体

虐待、情感虐待和性虐待。童年期躯体虐待与情感

虐待经历参照亲子冲突量表(Parent．Child Conflict

Tactics Scales，CTSPC)条目，并结合我国国情，设计

9项重度躯体虐待、8项中度躯体虐待和7项情感虐

待n叫；童年期性虐待参考文献[11]设计8个性虐待

项目(身体接触性性虐待和非身体接触性性虐待各

4项)。回顾性调查在小学阶段平均每年受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身体虐待、情感虐待和性虐待的次数。

以小学年龄阶段，每种虐待行为中至少l项平均1年

发生3次以上，或有3项虐待发生1次，或有l项虐待

发生1次+1项发生2次，界定为童年期反复虐待；

分别计算童年期反复重度躯体虐待、中度躯体虐待、

情感虐待、接触性性虐待和非接触性性虐待的报告

率。该问卷既往研究中也具有良好信效度n2c。本研

究对86名初一至三年级学生间隔1周进行复测，两次

调查重度躯体虐待、中度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接触性

性虐待和非接触性性虐待各维度的Cronbach’s系数

为0．700～0．850。

(3)童年期亲子分离情况：本研究中与父母分离

的定义为因各种原因导致亲子持续分离至少3个月

以上。使用自编调查问卷调查研究对象初次与父母

分离时的年龄，分别调查了初次与母亲、父亲、父母

同时分离时的年龄段(1=没有，2=5周岁前，3=5

周岁后)。

(4)质量控制：根据自愿调查的原则进行无记名

调查。避免相互干扰，所有参加学生按照考试的形

式独立就座，班主任老师不巡视，鼓励参加者完整地

填写调查表，约需20 min。完成后由学生将调查表

投入一个密封箱内，并由调研员当场收回。

3．统计学分析：资料采用EpiData 3．0软件由专

人录入，录人时针对各项目设置核对文件。使用

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两组间计量资料比较

使用t检验，多组间计量资料比较使用方差分析。

结 果

1．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初中生攻击行为比较：

表1显示，男生躯体攻击因子分高于女生，而女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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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愤怒和敌意两个因子分方面高于男生，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不同类型攻击行为因

子分及总分在不同年级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

均<0．001)，且随年级的升高各种攻击行为的因子

分均呈现上升趋势。除躯体攻击行为因子分外，其

他3种类型的攻击行为因子分和攻击行为总分均表

现为非独生子女高于独生子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值均<0．05)。

2．初次与父母分离时的年龄与攻击行为的关

系：表2显示，躯体攻击因子分、言语攻击因子分、愤

怒因子分、敌意因子分和攻击行为总因子分均表现

为在5岁以内初次与母亲、父亲、父母同时分离的初

中生得分均最高，其中初次与母亲分离处于不同年

· 7 ·

龄段的初中生在言语攻击因子分、敌意因子分和攻

击行为总因子分中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0．05)；初次与父亲分离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初中生在

敌意因子分和攻击行为总因子分中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值均<0．05)；初次与父母同时分离处于不同年

龄段的初中生在愤怒因子分、敌意因子分和攻击行

为总因子分中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O．05)。攻击行为4个维度因子分及总因子在5岁以

后初次与母亲、父亲、父母同时分离与未分离组间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3．童年期反复遭受虐待与攻击行为的关系：表

3显示，童年期有反复严重躯体虐待、反复中度躯体

虐待、反复情感虐待、反复接触性性虐待和反复非接

表1安徽省3所乡镇普通初级中学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初中生攻击行为得分(i±s)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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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童年期遭受反复虐待与初中生攻击行为的关系G+s)

触性性性虐待的初中生其躯体攻击因子分、言语攻

击因子分、愤怒因子分、敌意因子分和攻击行为总因

子分均高于无相同类型的反复虐待者。其中除言语

攻击因子分在有无反复严重躯体虐待和反复接触性

性虐待初中生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各组间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O．05)。

讨 论

初中生的攻击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本次调查

显示，男生的躯体攻击高于女生，相反女生在愤怒和

敌意两个维度的因子分却高于男生。与相关研究结

果一致¨“。可能与男女生本身的生理和心理特征有

关[1“。研究中发现非独生子女言语攻击、愤怒和敌

意显著高于独生子女，可能与非独生子女在日常

生活中有较多机会与他人(兄弟姐妹)发生矛盾和

冲突，从而培养了此类攻击行为，但亦有相反的结

论[1“。本次调查还显示随着初中生年级的升高，各

种攻击行为因子得分均呈现上升趋势，～方面可能

因为初中生逐步进入青春发育早期，身心发育尚未

成熟，情绪易波动；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初中阶段学业

较繁重，课程变化和升学压

力较大，易于使其出现攻击

行为⋯1。

本研究对初中生与父

母分离的情况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躯体攻击因子分、

言语攻击因子分、愤怒因子

分、敌意因子分和攻击行为

总因子分均表现为初次与

母亲、父亲、父母同时分离

时年龄<5岁的初中生得分

最高，而攻击行为各因子分

及总因子分在≥5岁时与母

亲、父亲、父母同时初次分

离与未分离两组间比较的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这

可能因为5岁以前是儿童与

父母建立亲子关系以及亲

子教育的关键时期，而该段

时间缺少父母的情感支持

和道德教育可能增加儿童

青少年的攻击行为H“。相

关研究也表明家庭情况与

攻击行为有关，与父母双方

或者一方不在一起生活的青少年，缺乏父母的监

督，无倾诉对象以及感情缺失，增加攻击行为的风

险[6]。5岁以后儿童心理与行为已形成，因而与父母

的分离可能对其影响并不明显。冯霞和白雪萍n引的

研究表明学龄前期是个人心理行为发育的关键时

期，病态人格和行为可在该时期形成，学龄前儿童主

要生活场所在家庭内，这与本次调查结果表明的家

庭环境对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发育起到极为重要的

作用相一致。

本研究还表明，童年期遭受任何类型反复虐待

与初中生各种类型攻击行为均有密切关系，表现为遭

受反复虐待者高于无反复虐待者，结果与国内外相关

研究一致口^”3。Julie等乜们的研究显示，童年期遭受

性虐待者将使其行为和童年性经历或遭遇相联系，

并通过攻击、愤怒、情绪不稳定等行为表现出来。

Windom乜¨发现情感忽视可对个人产生行为、情绪、

认知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并增加个人的高攻击性

和低自尊水平，引发攻击行为；杨世昌等[221探讨了湘

潭地区某中学受虐儿童的个性特征，受虐儿童的情

绪不稳定分值较非受虐儿童的高，且差异有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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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提示儿童期遭受虐待易导致发生攻击行为。

本研究结论：童年期亲子分离时间越早，其青春

期发生攻击行为危险性就越大；童年期遭受各种类

型的反复虐待大都是其青春期发生攻击行为的危险

信号，因此加强童年期的保护对儿童的未来具有积

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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