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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父母教育在大学生成长历程中无疑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为减少及避免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发生，

需要对父母行为方式进行深入的研究。根据近年来有关大学生攻击行为的研究，可以得出父母教养方式、

父母心理控制、父母冲突及父母关系感知对大学生攻击行为有不同的影响。结合社会学习理论、认知脚

本模型及挫折–攻击假说，进一步认识大学生攻击行为与父母行为方式之间的关系。本文对父母行为方

式与大学生攻击行为的相关实证研究进行了述评，并对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及相关干预进行了总

结并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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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rent education undoubtedly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growth process of college 
students. Therefore, in order to reduce and avoid the aggressive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thorough study of parental behavior is needed. Based on recent studies on aggressive behavio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parenting style, parenting psychological control, 
parental conflict, and parental relationship perception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ir aggre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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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 Combining social learning theory, cognitive scripting model and frustration-attack hy-
pothesis, we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aggression and 
their parents’ behavior.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evant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parental beha-
vior and the aggressive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re-
lated interventions in this field in recent years, and puts forward the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re-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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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量研究表明，人类实施攻击的历史已经相当漫长。然而，攻击行为在正常人类生活方式中的发生

并非永远不可避免，大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趋于成熟的重要时期，其攻击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受到研究者

的关注。目前，由 Buss 和 Perry 共同主持编制与完成的美国大学生攻击问卷系统(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AQ)是已被公认的在研究及分析当代大学生攻击行为活动领域中一个最基本、最有效的工具。该量表本

身也已经过实践和验证后表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其中文版在国内被广泛地应用于测量大学生群体的攻

击水平(吕路等，2013)。近年来，暴力犯罪事件和校园暴力攻击是当代大学生出现极端心理危机导致的主

要不良影响和社会重要暴力表现的形式。在中西方各国校园新闻报道中，尤其是对美国大学校园枪击案

事件的报道常常不绝于耳。在日本，大学校园中的由网络攻击等引发出的青少年犯罪等现象近几年均有

迅速上升的趋势，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刘轩，高正亮，2013)。 
目前为止，研究者们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对攻击进行较为详细的界定。从有关人类行为和反应行

为机理的基本理论角度，研究者通常认为攻击即是攻击行为。这样的行为有如下一些重要特征：1) 攻击

行为主要具有人类许多在外在上共有的行为特征。Buss 认为，攻击概念前提下的心理行为的界定应该仅

仅是指只去关注某一种事物外在现象的心理行为状态和情绪表现。2) 攻击的表现行为是具有意图性。3) 
攻击具有伤害性。从行为情绪特征类型的分类角度，研究者多次认为攻击行为的心理表现主要具体表现

为愤怒、敌意及冲动这三种情绪特征。Bushman 等学者认为，攻击情绪通常是指人类个体对于一种内在

负面情绪即愤怒性情绪的直接表达。从进化行为学以及认知系统生物学的整体进化发展的动态角度，研

究者们还普遍认为环境攻击倾向主要是一种指当个体动物种群在其持续的对外界环境信息的所进行的错

误加工认知或与夸大加工的反应相互作用的生物学发展变化过程中，表现出了持续地对特定的环境信息

中的蕴含着的或潜在具有攻击线索信息进行着错误的加工的认知反应或对进行了夸大的加工的反应的相

互作用所造成的心理倾向(刘露，施国春，2019)。 

2. 父母的行为方式与大学生攻击行为的重要理论基础 

2.1. 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假定，攻击行为的最初特征是通过直接观察到攻击榜样或直接的经验所获得出来的，

然后才能通过自我强化而加以自我提炼并以此得到继续保持。班杜拉则认为，家庭成员是社会三种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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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榜样类型之一。所以，尽管大学生可能同时拥有多种攻击的行为模式，但是如果他没有得到机会

来使用或者也没有被现实社会环境中的任何其他人去引导，这种暴力行为在通常情况下就不会立刻表现

出来。 
社会学习的理论也认为，生物结构可以用来限制人们对所需要习得能力的攻击与反应方式的类型，

并且遗传或禀赋状况也都会影响人类学习能力的形成速度。与此同时，生物结构不会预先设定个体所能

表现出的某一个具体的攻击行为。个体的部分攻击行为往往是能通过个体后天有意的或无意的观察所习

得起来的，并最终通过行为强化的手段得以进行修正。 

2.2. 认知脚本模型 

Huesmann 认为，一般人们的各种社会行为尤其是一些攻击行为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在日常

生活行为中习得的行为和记忆中的认知脚本的影响。攻击脚本能力的持续获得过程和保持方式是基于观

察和实施攻击行为能力的持续社会学习的过程，是一个由各种攻击行为因素和情境间交互的作用不断变

化累积而发展形成起来的。 
1) 脚本编码训练和实战演练。个体在首次尝试使用对描述他人的攻击行为脚本进行编码时，会意外

发现他们首先都必须注意观察感受他人极具攻击特质的行为，注意观察他人这种攻击行为最可能的发生

点所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定环境场景，即是什么特殊的情境场景中发生了这种攻击行为。因此，有显

示某些特殊或更显著攻击行为线索特征的他人行为攻击脚本也往往更容易有效地被编码。为了要确保个

体能长期持续地在记忆环境过程中保持使用该行为攻击脚本，个体有较大可能需要有意识地通过经常和

不间断地、反复地对该攻击行为脚本的使用以回忆、想象和角色的扮演等多种形式方法来持续地进行演

练。 
2) 脚本评估。脚本评估方法对于行为脚本结果的准确编码、保存、检索分析和推广使用均起着显著

的和非常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行为脚本效果的评估中存在这样三个相互有联系性的理论成分:个体有足够

强大的感知能力和预估判知行为脚本效果的使用与后果的能力、个体自身对攻击脚本效果和个体相关执

行能力大小的主观判断能力及对行为脚本结果的评估能力，它们最大的程度在客观上主要取决于其个体

自身内部形成的基本行为规范。 
3) 脚本检索。在个体实施脚本程序之前，并不是所有被储存在个体记忆系统中的脚本信息都会立刻

被个体检索提取出来。个体会对每个脚本程序进行自我再次检查与评估，考虑与分析当前尚未被个体检

索提取出来执行的脚本信息是否已经符合相关社会行为规范标准以及在实施该脚本信息之后可能带来怎

样的行为后果。 

2.3. 挫折–攻击假说 

JohnDollard 和其他研究者都认为，经过多次受到挫折、阻碍、激怒和威胁等过程以后的大部分人们

都将会在短期内很快就表现出这样一种攻击行为，因为他们这些攻击行为其实是个体对这种挫折情境产

生一种自然产生的、近乎完全是一种自动发生的情绪反应。一言以蔽之，攻击的行为实质是因为受到某

种挫折后导致攻击的行为结果。研究中也有人发现，挫折行为并不会总是必然地导致攻击，而攻击行为

本身也不一定总是会伴随着挫折。 
Berkowitz 认为，挫折增加了个体做出过度愤怒情绪和其他攻击情绪反应发生的潜在可能性。挫折常

常促使这种攻击行为最终得以产生，这种攻击行为可能会是一种外显的，也可能是一种内隐的，但愤怒

并不是能引发这种攻击行为的唯一负面情绪，其他包括诸如疼痛之类的厌恶的情境或者诸如性被唤起之

类的快乐状态等等都同样有可能导致攻击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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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父母行为方式与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关系研究及相关干预 

3.1. 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关系及干预 

父母教养方式通常是指由现代父母自身在关心其养育子女及其成长规律中的各种早期特殊抚养，教

育孩子过程的活动方式中所逐渐自然表现出来的长期并且具有相对比较和谐稳定特征的教育心理行为倾

向，是对现代传统父母整体的教养孩子观念过程中和他们个人具体教育培养子女行为活动过程的一个有

机和综合的体现。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教育行为与观念的综合体现，Baumrind 将父母教养方式分为四种

主要类型，即民主型、专制型、放任型与溺爱型。 
已有研究证据表明，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往往与预测大学生攻击行为倾向呈显著相关，父母的积极教

养方式更可能帮助降低其攻击行为倾向，父母情感温暖与理解在这前后两个重要维度之间可作负反向关

系预测大学生攻击行为(刘湍丽，赵宇飞，2020)。父母提供的一些情感温暖、理解等维度也从一定的程度

意义上为具有攻击行为的子女提供到了较为正向和有效的外部心理支持，有效地降低某些外界环境会对

其言行造成伤害的直接危害，缓解了他们自身内心产生的一些恐惧心理与焦躁不安。在这些父母行为潜

移默化式的心理影响作用中，子女可以逐步开始形成一种情感和同理心，这能够对攻击行为的产生起到

一定的缓冲作用。与之相反，父母采取的消极的教养方式又极其容易导致子女产生攻击行为。父母教养

中的惩罚、严厉、拒绝和否认这四个维度均可正向地预测子女的攻击行为，这些消极的教养方式往往不

仅损害其子女的身心健康，使他们产生对亲生父母强烈的负面情感及依恋，影响到子女们对这个家庭生

活的良好归属感，也会大大打击孩子对生活学习的正确积极的应对态度，降低自尊感。根据现代社会行

为学习的理论，父母们的消极教养方式会在某种重要程度上为其子女们塑造出攻击榜样，他们甚至会随

意将已经习得的这种消极行为直接应用到与同伴交流互动交往中，严重影响同伴之间的交往质量。此外，

父亲的过度干涉倾向和母亲的过分地干涉和保护这两个心理维度上也可以正向地预测攻击行为，过分干

涉容易造成限制其子女健康的自我个性心理发展进程和自主认知心理发展，过分保护也容易造成导致其

子女出现过分自我依恋，不利于培养发展子女的自主性精神和独立性。 
在日常生活中，父母应采用相对积极的教养方式，在面对子女出现损伤其责任感与担当的事件后，

以正向的引导帮助其改正，给予他们更多鼓励性的言语与行为，体现出父母对于他们的包容与接纳。父

母足够的尊重、理解与支持可以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满足个体对尊重、归属、安全等需要，

能够恰当地面对、处理自己所面临的生活事件，减少攻击行为的发生。 

3.2. 父母心理控制与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关系及干预 

父母心理控制是指父母通过给孩子内心世界中施加一系列负面情感影响以达到有效控制孩子的各种

行为的目的，包括父母强制干涉、内疚感和爱的收回等(施露露等，2015)。父母可以通过对大学生的异常

行为进行早期心理控制，能够逐渐改变其行为不合理的认知方式，实现其心理控制与早期行为控制效果

双赢的成功局面。 
已有研究表明，母亲在对其子女的行为心理及控制程度中远远高于父亲，说明了在家庭伦理中，母

亲在养育与管教子女一方上承担出了更重要的教育责任，这显然与我国的传统家庭教育思想中所谓"男主

内、女主外"有关。在我国女性传统观念中，承担各种细碎繁杂的家务、养育出一个好孩子从来都是作为

每个母亲与生俱来的一个家庭天职，父亲却又似乎只能够在家务和育儿这其中扮演着一个辅助妈妈们的

角色，甚至在其中缺席，出现“丧偶式育儿”。虽然，后来随着家庭社会观念的逐步更新，这种父母责

任之间的心理差异已经逐渐开始弱化，但在现今大部分中国的原生家庭观念里，由于母亲更加细心、勤

劳，是为子女日常生活照料的一种主要社会服务者，相应地，子女在平常所体验感受到一种更多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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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来自于其母亲的一种心理控制。与此同时，父亲的心理控制与大学生攻击行为程度之间也会有十分

密切的因果关系，即父亲的言语控制手段和强制观念水平越高，大学生攻击行为程度就相应越高；父亲

给予的爱的收回度越高，大学生的愤怒和敌对情绪程度就越高；父亲的人身攻击程度越高，大学生身体

行为攻击行为和言语攻击的程度就越高。此外，母亲的心理控制与大学生攻击行为也同样是联系紧密，

母亲的爱的收回和强制观念同样也会大大地增加大学生的攻击行为。 
由此，大学生通常会感受到来自父母双方的一种强制性观念，这说明父母本身对孩子的不同观点意

见和表达方式的包容度都较小，缺乏足够的灵活性，这种被迫去接受对方的某种强制的观念的处境可能

会导致孩子的自我防御的增强。父亲更善于尝试采用言语控制这种更为直接更明了有效的控制方式去对

孩子们进行一些心理控制，相比之下，母亲似乎更倾向于通过使用爱的收回这种更为间接有效的沟通方

式来控制孩子，然而，这两种沟通方式实际上都会有一定可能地增强孩子的攻击行为。 
大学生群体的心智相对成熟，对于父母而言，应适当减少对他们的心理控制行为，尊重子女是一个

独立的客体，具有独立的个体思想与行为意识，在家庭教育中主要以引导的方式来改变他们信息加工中

不合理的认知，而非将父母自己固有的思维模式施加于自己的子女身上，这样的心理控制不利反弊。 

3.3. 父母冲突与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关系及干预 

父母冲突主要是一种关于父母双方由于各自或者某些子女自身等原因而导致的言语态度问题或行为

问题上的争执与攻击，可具体为根据可能导致发生的冲突的主要事件的频率、强度、内容及冲突在最后

是否得到有效解决、子女的应对效能及冲突双方的自我归因等特征或理论角度对具体的问题来加以明确

界定(缪绿青等，2021)。父母冲突对大学生的攻击行为都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子女感知父母双方之间出现

的冲突的频率越大，强度越高，则孩子越容易出现攻击行为。 
已有研究表明，父母冲突发生频率、强度如何以及最终冲突事件是否可以解决将会显著影响大学生

的攻击行为。在高程度的父母冲突环境下的大学生往往会出现相比于同龄人更多的紧张及焦虑情绪，对

冲突行为的负面认知或评价更敏感，认为父母冲突引发的暴力后果的威胁更大，在攻击心理上则更容易

产生各种外显的攻击行为，如身体接触攻击、言语攻击行为等，其内隐的攻击行为强度也因此会出现显

著的增加，表现为产生对有潜在威胁的他人的高度愤怒和高度敌意;相比之下，在低程度的父母冲突环境

下的大学生们的人际关系较为友好和谐，更善于交流沟通与交友，攻击行为相对较少。 
父母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会影响整个亲子关系，使得现在大多数父母常常忽视对于子女这种特殊行

为的一些道德情感需求，忽略自己对子女的自我约束行为规范，导致孩子越来越难以去独立地进行一些

道德自我约束，进而也就逐渐出现了攻击行为。长期处在父母双亲关系不协调不平衡的家庭环境中，子

女自身在学习成长发展过程中难以独立形成正确高效的生活应对方式，应对效能极低，学习成长和独立

生活都更倾向于用更具攻击性的方式进行处理，人际交往能力方面应对的能力较同龄人弱，在独立人际

交往生活中则容易体验到更多潜在的社会负性情绪，人际关系较差。对于大学生而言，不健康的原生家

庭背景，家庭成员之间常常出现的种种矛盾纠纷或是冲突，会导致部分大学生内心偏执、敌意感及社交

焦虑水平逐渐升高，在自我成长发展过程中难以获得安全感，人际安全感水平较他人低，这对促进大学

生个体的情感社会化进程和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进一步的提高来说是极其不利的。 
对于父母双方而言，冲突的存在于日常家庭生活而言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情况出现时，如何

恰当地化解对于夫妻关系及与子女之间色亲子关系所带来的影响至关重要。父母之间矛盾冲突的正向化

解能够为孩子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让他们意识到冲突并非只是一个消极且无法用合理方式解决的存在，

它也能够被适当的沟通和人际交往方法所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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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父母关系感知与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关系及干预 

父母关系又可被称作父母婚姻关系，是从子女的角度来出发，子女对父母夫妻关系的感知。父母如

果互相能够理解，沟通顺畅，会真正形成一种和谐美满的父母关系(张娥，訾非，2012)。同时，冲突也是

父母关系失衡的典型表现，会进一步对子女造成极为广泛的影响。尽管绝大多数家庭内部都存在着某种

形式上的家庭冲突，但当家庭冲突逐步上升为敌意、暴力、未解决的问题或冷漠时，便会形成有害的环

境，导致子女攻击行为的产生。 
已有研究表明，父母关系的感知程度与子女攻击行为程度呈负相关，子女最早对于亲密关系的自我

认识主要是通过以他们自己的父母关系作为一个参照或者模板得来的，当作为孩子主要的家庭成员一方

的父母对自己后代展现出一种长久持续的矛盾冲突，会无形中对自己后代产生潜移默化的心理影响，使

得子女误以为夫妻吵架是解决矛盾的唯一方式，影响其以后面对和重要他人亲密交往时，行为表现上也

呈现出消极行为甚至是过激行为，导致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更容易采用攻击行为作为处理问题的方式

(段熙明等，2021)。此外，父母以前产生的频繁的冲突会让子女缺少对来自于家庭温暖的体验，可能导致

子女在人际交流方面的自我封闭，不再与外界有信息联系，在这样的环境下，其在人际交往中难以找到

适合自己的正确的应对方式，并且在这其中将会感受到不可预计的负面情绪，以至于更容易用具有攻击

性的方式处理问题。 
因此，良好健康的父母关系是子女行为正确发展的重要前提，良好的父母关系可以增加子女的安全

感，避免让攻击行为成为其保护其不受伤害的一种方式，减少这种自我防御机制的出现。同时，父母也

要学会怎样以合理的方式管理自己的情绪，学会主动和子女进行良性的情感沟通，营造温馨健康的家庭

环境，在发展早期满足子女生活中的心理需求。冲突及矛盾在家庭生活中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但如何以

恰当的方式去进行化解也颇为重要，合理的处理方式不仅能够解决已有的家庭问题，而且还能够进一步

巩固家庭成员彼此之间和谐的生活关系，增强子女对于良好的父母关系的感知，减少攻击行为的出现。 

4. 总结与展望 

攻击行为的历史由来已久，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攻击行为与心理健康水平密切相关。近年来，研

究聚焦于父母、家庭等因素对大学生攻击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父母行为方式与大

学生攻击行为密切相关，研究者通过文献研究法及问卷法获得资料与数据，从而探究不同的父母行为方

式对大学生攻击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及原因。 
在现有学者的调查研究过程中，影响大学生攻击行为方式的影响因素不仅仅局限在父母教养方式、

父母心理控制、父母冲突和父母关系感知这四种父母行为方式，但相比于其他因素，这四者均为有代表

性的影响因素。在近年来展开的相关研究项目中，研究者采用文献研究法及问卷调查法，对大学生攻击

行为做出深入的探究与分析，得出其影响机制及干预方式。父母行为方式的差异及其他各种影响大学生

攻击行为特点的主要因素之间还可能存在某些中介效应或调节效应，在未来的研究中还有待进一步的探

讨与证实。父母对于大学生未来的社会成长有着不容忽视的社会教育意义，二者之间形成的良好夫妻关

系及这三者之间建立的健康家庭关系会相互产生影响、相辅相成，为塑造子女的行为举止等各方面起到

示范作用。关于大学生攻击行为的研究不仅能够让人们了解到父母对不良行为的潜在影响，也让人们更

加直观地感受到家庭教育带给孩子后天成长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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