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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读学生是指因情绪或行为问题，不能在普通

学校继续完成学业的学生，或是违法或轻微犯罪，对

社会产生危害的中小学生[1]。他们的行为表达方式

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具有较高的攻击性[2]。

家庭环境对攻击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3]。研

究表明，在消极家庭环境下成长的孩子的攻击性水

平较高，单亲家庭、亲子冲突与青少年早期的问题行

为、犯罪、吸毒、性行为、学习不良等存在明显的关系
[4]。教养行为和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作用对儿童反社

会行为的解释力达30%-40%[5]。家庭的完整与否和

家庭生活质量的高低对青少年今后犯罪的可能性有

很好的预测作用[6]。总之，在充满矛盾、关系不和谐

的家庭中成长的子女攻击性水平更高，犯罪的可能

性越大[7]。

一般攻击模型（General Aggression Model，GAM）
认为攻击性受文化结构的影响 [8]，文化结构指导个

体在社会和物理环境作出适当的行为。同时，攻击

性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9]，而心理安全感

被认为是攻击性形成的重要的个体内在因素。心理

安全感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解脱出来的信心、安

全和自由的感觉, 特别是关于满足一个人现在(和将

来) 各种需要的感觉”[10]，它与个体或群体所生活的

客观情境密切相关，当客观情境满足个体或群体的

内在需要或体验时，就表现为一种心理安全感。Cyr
等的研究表明和睦家庭亲子互动能增加孩子的安全

感水平，心理安全依恋可以缓冲协调严厉的家教对

孩子的侵害[11]，可见，和睦家庭良好的亲子互动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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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心理安全感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将综合考察心理安全感和家庭

矛盾环境以及攻击性的关系，探讨心理安全感的中

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研究对象来自长沙市工读学校、邵阳工读学校、

武警行为训练学校、青少年成长营学校、长沙县田汉

中学、衡阳市一中、湘潭市二中。工读生年龄12-16
岁；发放问卷400份，收回有效问卷324份，问卷有效

率为81%。其中男生290人，女生34人；来自离异家

庭 150人，来自正常家庭的 174人。普通学生年龄

12-16岁，发放问卷400份，收回有效问卷361份，问

卷有效率为 90.2%。其中男生 152人，女生 209人；

来自离异家庭31人，来自普通家庭的330人。

1.2 研究工具

1.2.1 攻击性问卷 攻击性问卷采用北京回龙观

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修订的青少年攻击性量

表，共 30个条目，由躯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敌

意、自我攻击五个维度构成，每个条目从不符合到完

全符合计 1-5分 [12]。将躯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

敌意整合成为针对他人攻击。

1.2.2 心理安全感量表 采用曹中平等人修订的

马斯洛心理安全感-不安全感量表 [13]，共计 43个题

目，由情绪安全感、人际安全感、自我安全感三个维

度构成，也可以记心理安全感的总分。

1.2.3 家庭环境量表 采用费立鹏等人修订的家

庭环境量表 [14]。该量表共 90项题目，由亲密度、情

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道

德宗教观、组织性和控制性10个维度构成。本研究

中选取了家庭环境中矛盾性维度。

1.3 数据处理

使用 SPSS17.0和AMOS20.0两个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统计和分析。

2 结 果

2.1 工读学生与普通学生的攻击性差异比较

工读学生与普通学生在他人攻击和自我攻击方

面都差异显著（P<0.01）。结果见表1。
表1 工读学生与普通学生攻击性差异比较

2.2 工读学生攻击性与家庭矛盾性、心理安全感

的关系

工读学生的他人攻击和自我攻击与安全感呈负

相关，与家庭矛盾性呈正相关。心理安全感与矛盾

性呈负相关。结果见表2。
表2 工读学生攻击性与心理安

全感和家庭矛盾环境的相关分析

2.3 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检验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对心理安全感在家

庭矛盾性与攻击性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采

用最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发现，家庭矛盾

性与心理安全感（β=-0.32，P<0.001）、家庭矛盾性与

他人攻击（β=0.15，P<0.001）、心理安全感与他人攻

击（β=-0.29，P<0.001）、心理安全感与自我攻击

（β=-0.43，P<0.001）之间的路径系数均显著。

安全感在家庭矛盾性和自我攻击间起完全中介

作用；安全感在家庭矛盾性和他人攻击间起部分中

介作用，直接效应大小为0.154，间接效应大小为0.094，
中介效应比率为 37.9%。模型拟合良好（χ2/df=
3.668，RMSEA=0.091，CFI=0.990，GFI=0.994，NFI=
0.986，IFI=0.990）。
3 讨 论

研究结果表明，工读学生在他人攻击和自我攻

击两个方面都显著高于普通学生，这一结果与前人

的研究一致 [15]。这是因为工读学生生活中冲突更

多，久而久之形成充满敌意的“文化结构”[9]。Dodge
认为攻击性儿童常常表现出有偏差的心理表征模式，

假设他人有敌意，这种归因方式导致攻击行为[16]。

相关分析表明，攻击性中的他人攻击和自我攻

击均与心理安全感存在显著负相关。安全感是一种

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

觉，是个体或群体在心理上所具有的一种不受威胁

的现实状态[10]。心理健康的个体往往倾向于采用积

极的应对方式，也就不会出现攻击行为了。心理安

全感与家庭矛盾环境中的矛盾度存在着显著负相

关。这与崔亚平的研究结果一致 [17]。在一个家庭

里，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经常表达情

感，具有明确的家庭活动及责任组织结构都有助于

他人攻击

自我攻击

工读学生(n=324)
67.81±16.64
12.31±4.20

普通学生(n=361)
64.34±16.60
11.17±4.30

t
2.653**
3.504**

他人攻击

自我攻击

心理安全感

家庭矛盾性

他人攻击

1
0.598**

-0.432**
0.311**

自我攻击

1
-0.339**
0.240**

心理安全感

1
-0.355**

家庭矛盾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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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整体安全感的建立[18]，反之，则心理安全感降

低。他人攻击、自我攻击与家庭矛盾环境中的矛盾

度存在显著正相关。亲子关系是儿童情绪和社会性

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和睦、融洽的亲子关系有助于

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而敌意、拒绝的亲子关系则

会导致反社会行为[19]，例如，Minuchin认为冲突环境

中的亲子关系更容易让儿童卷入犯罪事件 [20]。

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家庭矛盾度与攻击性之间

的联系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心理安全感在家庭

矛盾度与攻击性之间起着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家

庭矛盾度高的个体，其心理安全感水平较低，也就越

容易产生攻击性。一方面家庭矛盾环境直接对他人

攻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家庭矛盾环境通过心理

安全感对他人攻击和自我攻击产生影响。根据一般

攻击性模型的观点，在总是充满矛盾、敌意的家庭环

境之中，容易形成敌意的“文化结构”[8]，从而导致个

体更容易将他人行为视为敌意的，因此，个体表现出

的攻击性较高。反之，若是个体生活在矛盾度较低

的家庭之中，其形成的“文化结构”也就更加善意，攻

击性表现就会变得更低。本研究较好的证实了一般

攻击性模型，表明了心理安全感的重要作用，为今后

工读学生攻击性的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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