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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校园暴力的频繁发生，研究者在考察其产

生原因时，人格方面的因素也在逐渐受到重视。Ey⁃
senck认为神经质型的羞怯个体在社交过程中会表

现出自我意识和焦虑程度的过分增强 [1]，他们对社

交情境持消极态度，试图逃避社会交往并表现出不

能恰当地适应社会情境的趋势[2，3]，任其发展可能会

表现出暴力、攻击行为[4]。Paul也认为羞怯个体回避

交往的态度反映了其对内心感受的压抑，如果不加

以引导很可能会发展出攻击等外化问题行为[5]。攻

击行为是指意图或是已经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6]，

攻击行为无论是对攻击发起个体还是对被攻击个体

的身心发展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7，8]。已有研究证实

了羞怯对攻击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9-11]。本研究进

一步探究羞怯与攻击行为的作用关系。

负性生活事件是指个体经历过的以足够强度出

现并对个体生活模式产生消极和不良影响的客观事

件[12]，王美萍、张文新的研究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可以

显著预测青少年的攻击行为[13]。韩磊、高峰强等人

的研究表明羞怯的基本人格特征表现为内向、神经

质，他们不能正确应对情境改变，且较容易产生归因

偏差，并将以上表现内化为稳定的反应模式[14]。有

研究者认为具有焦虑、压抑等神经质人格特质的个

体会更倾向于将所经历的事件评判为负性的[15]，并

将其带来的影响以消极的方式加以宣泄[16]。李文静

的研究结果直接表明个体羞怯水平越高则会导致其

经历更多的负性生活事件[17]。综上，我们提出本研

究的假设一：负性生活事件在羞怯与攻击的关系中

起中介作用。

相对剥夺感是指个体或群体通过与参照群体的

横向比较或与自身某个时期的状态进行比较，感到

处于较低地位，进而产生愤怒和不满等情绪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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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18]。已有研究发现，相对剥夺感的增加会对个

体身心产生不利影响 [19，20]，甚至会引发攻击等诸多

外化问题行为 [21]。羞怯个体在认知上表现为不自

信、自我贬损等消极自我意识，以及对成功进行外归

因，将失败进行内归因的认知特点[22]。这可能导致

羞怯个体更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二：相对剥夺感在羞怯与攻击之间起到中介作

用。

在生活中羞怯个体经常经历受欺负[10]和同伴侵

害[11]等负性生活事件，导致羞怯个体容易产生认知

偏差。有研究发现认知偏差是导致相对剥夺感的重

要个体因素[23]，高峰强等人的研究证明偏执性的认

知偏差是导致羞怯个体具有高攻击性的重要中介因

素 [24]。而且当个体面对社会不公等负性生活情境

时，会体验到更多的相对剥夺感[25，26]。综上所述，我

们提出本研究的假设三：羞怯个体因遭受到较多的

负性生活事件导致他们体验到更多的相对剥夺感，

进而表现出攻击等外化行为。

1 方 法

1.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从山东省济南市某高校选

取大学生为被试，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

413份，有效率为 91.78%。其中男生 200名，女生

213名；年龄16-21岁（M=18.70，SD=0.591）。
1.2 工具

1.2.1 羞怯量表 采用 Henderson 和 Zimbardo 编

制，王倩倩修订的中文版大学生羞怯量表[27]，其中包

括四个因子：寻求赞成、自责、对拒绝的恐惧、表达的

自我限制。在本研究中总量表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4，各分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55-0.68。
1.2.2 青少年自评生活事件量表（ASLEC） 该量

表为刘贤臣等人于 1997年编制，由人际关系、学习

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和其他6个维度27个
项目构成[28]。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为

0.87。
1.2.3 相对剥夺感问卷 该问卷由马皑编制，由 4
个项目组成。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

为 0.68。得分越高，说明个体所感受到的相对剥夺

感越强烈[29]。

1.2.4 攻击问卷（BPAQ） 使用Buss-Perry编制的

攻击性量表的中文修订版，由 29个项目组成，包括

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敌意 4个维度 [30]。本研

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84。

1.3 数据处理工具

本 研 究 采 用 SPSS19.0 与 Amos20.0 以 及 M-
plus7.0进行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1.4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对数据进行Harman单因子检验。未旋转的主

成分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共有22个因子的特征根值

大 于 1，而 且 第 一 个 因 子 解 释 的 变 异 量 只 有

14.701%，小于 40%的临界标准，说明本研究不存在

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2 结 果

2.1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羞怯、负性生活事件、相对剥夺感、攻击之间均

存在显著的两两正相关，说明变量之间关系显著。

见表1。
表1 各变量之间的描述统计结果和相关分析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2 负性生活事件和相对剥夺感在羞怯与攻击关

系中的多重中介效应

通过AMOS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其中以羞

怯为自变量，攻击为因变量，以负性生活事件和相对

剥夺感为中介变量，建立全路径模型M0并进行路径

分析。

模型M0的拟合指数如表2所示，说明模型M0拟

合良好。除负性生活事件到相对剥夺感的路径在

0.05水平上显著外（P=0.021），其他路径均在 0.001
水平上显著。

表2 中介效应模型M0和M1的拟合指标（n=413）

2.3 中介效应检验

在模型拟合良好基础上，使用偏差校正的非参

数百分位Bootstrap程序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重

复取样1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结果如表3所
示，羞怯通过负性生活事件、相对剥夺感同时作用于

攻击时效果量的置信区间包括 0，此条路径的间接

效应未达到显著水平，其他标准化的直接和间接效

变量

羞怯

相对剥夺感

负性生活事件

攻击

M±SD
45.137±9.742
9.432±3.123

35.851±9.838
60.938±13.281

羞怯

—

0.440***
0.216***
0.465***

相 对

剥夺感

—

0.224***
0.438***

负 性

生活事件

—

0.291***

攻击

—

模型

M0

M1

χ2

178.542
183.836

df
83
84

χ2/df
2.151
2.189

GFI
0.945
0.944

AGFI
0.921
0.920

RMSEA
0.053
0.054

CFI
0.954
0.952

IFI
0.955
0.953

NFI
0.919
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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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均显著，因此，删除负性生活事件到相对剥夺感的

路径，确定模型M1。经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模型M1

的各项拟合指数均达到测量学要求，模型拟合良好

（见表 2及附图），同时对中介效应模型M1的 Boot⁃
strap检验发现各间接和直接路径效应量和置信区

间无明显变化。

表3 各间接与直接路径Bootstrap
检验结果的效应量和置信区间

0.25***

负性生活事件

相对剥夺感

寻求赞成

自责

对拒绝的恐惧

表达的自我限制

丧失因子人际关系因子 学习压力因子 受惩罚因子 其他健康适应因子

攻击羞怯

身体攻击

言语攻击

愤怒

敌意

0.80
0.66 0.72 0.46 0.47 0.64

0.84

0.75

0.44

0.69

0.75

0.56

0.80

0.50

0.30***
0.26***

0.52***
0.24***

3 讨 论

羞怯对攻击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

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9-11]。这说明羞怯个体不仅

存在焦虑、低自尊等内化问题[2]，而且还会突然爆发

攻击等外化行为问题。根据Henderson和Zimbardo
提出的羞怯社会适应模型，羞怯个体之所以表现出

攻击行为，是由于羞怯个体易将退缩、回避行为引起

的自责感转化为对他人的怨恨所引起[31]。

研究结果显示羞怯可以通过相对剥夺感对攻击

行为产生正向预测，所以本研究也验证了 Cole与
Crosby等人关于相对剥夺感与攻击之间关系的研究
[20，32]。相对剥夺感的产生是上行社会比较的结果[18]，

研究发现上行比较会降低个体的自我评价[33]。所以

当羞怯个体在进行上行社会比较时会因自我评价的

下降以及特有的偏执性认知方式的存在[24]，而将其

归因于外界因素[22]，从而产生更大的心理落差和愤

怒、挫折感等不良情绪体验[18]，而这种消极的情绪感

受正是引起攻击行为的主要原因所在[34]。

研究表明羞怯个体更容易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并

导致他们攻击性的增强。根据挫折-侵犯理论，个

体在经历挫折后更多地表现出攻击侵犯行为[35]，加

之羞怯个体往往存在偏执、猜疑等认知方式[36]，因此

会引发羞怯个体的敌对倾向，久而久之则易使其表

现出攻击等侵犯行为[37]。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以

大学生为被试，样本来源较为单一，对攻击与羞怯、

相对剥夺感和负性生活事件之间复杂关系的探索结

果推论到其他年龄群体时仍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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