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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农村留守青少年自尊、社会赞许性与攻击之间的关系，采用整群从抽样法对695名青少年进行问

卷调查。结果发现，自尊负向预测身体攻击、关系攻击；社会赞许性在自尊与身体攻击之间起完全中介

作用，在自尊与关系攻击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因此，通过实施情感支持、社交培训等，提高农村留守青

少年的自尊水平和社会赞许性，对于降低其攻击水平，促进其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发现不仅对

学术研究具有理论价值，还为制定相关政策和实际干预提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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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social desirability, and aggression in 
rural left-behind adolescents, a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employed to conduct a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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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ire survey among 695 adolescent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lower self-esteem negatively pre-
dicts both physical and relational aggression. Moreover, social desirability plays a complete me-
diating role between self-esteem and physical aggression, as well as between self-esteem and rela-
tional aggression. Hence, implementing emotional support and social training to elevate the self- 
esteem and social desirability of rural left-behind adolescents is crucial for reducing their aggres-
sion levels and promoting healthy development. These findings hold not only theoretical value for 
academic research but also offer substanti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policies and 
practical interv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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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社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转型期，农村地区的

留守青少年问题引发广泛关切。农村留守儿童是指外出务工连续三个月以上的农民托留在户籍所在地家

乡，由父、母单方或其他亲属监护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1]。这一特殊群体常常承受着心理、社

会和情感方面的压力，攻击行为可能是其心理健康问题的表现之一。因此，了解和研究他们的攻击行为

是理解和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一步。此外，留守青少年在父母缺席的情况下，往往容易陷入自卑情感，

导致自尊心下降。这种自尊降低可能会引发攻击性行为的出现，作为一种自我防御机制，青少年可能采

取攻击性来应对挫折和压力。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自尊与攻击间的关系，并探讨其中间机制，以更

好地理解和关注农村留守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为其提供更为有效的支持和干预。 

2. 问题提出 

2.1. 自尊与攻击 

自尊是个体对自身态度和自我价值的评估[2]。大量的研究表明，高自尊的个体通常表现出更良好的

社会适应性，而低自尊的个体则常常伴随着不利的社会适应结果[3] [4] [5] [6]。 
攻击一直是学术研究中备受关注的焦点，研究者不仅仅关注攻击水平的高低，还关注攻击行为存在

多种不同的形式。攻击行为可以分为身体攻击和关系攻击两种形式。身体攻击指通过身体力量来伤害或

威胁他人的行为，例如推、打、挤、以及威胁打击等[7]。而关系攻击则指通过破坏或威胁破坏人际关系(包
括友谊、接纳感和群体归属感等)来有意伤害他人的行为，如散布谣言、背后诽谤、故意使他人离开社交

群体或威胁终止友谊等[8]。 
自尊与攻击间的关系一直被研究者们争论不休。虽然有许多研究已经进行，但仍然存在许多不确定

性和争议：一方面，一些研究认为自尊与攻击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9]。这意味着，自尊水平较高的个体

可能更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应对策略，而不太容易表现出攻击性行为。这种观点强调了自尊在情感调节和

冲突解决中的积极作用，提出了通过提高自尊水平来降低攻击行为的建议。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发现自

尊与攻击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10]。一些情况下，自尊可能与攻击性行为呈正相关，尤其是当自尊过高或

是虚假自尊时[11]。这可能是因为过高的自尊导致自大和敌对的态度，从而促使攻击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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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青少年这一群体有其特殊性。首先，这一群体通常饱受家庭分离之苦，由于父母外出务工，

缺乏关爱和支持，因此自尊水平相对脆弱。再者，他们在教育和社会资源方面面临匮乏，导致在教育和

社交领域的限制，进一步助长了自卑感。第三，社会孤立和排斥的情境，也使他们更有可能采用攻击性

行为来获取认可或自我保护。低自尊的留守青少年常常缺乏有效的情感调节策略，更容易受到负面情感

的冲击，因此攻击性行为可能成为他们情感宣泄的出口。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设 1，低自尊容易导

致农村留守青少年的攻击行为。 

2.2. 社会赞许性的中介作用 

社会赞许性是一种为了给他人留下好印象以获取别人赞许和接纳的心理倾向[11]。这种心理倾向常常

涉及到展示出符合社会期望的行为和特质，以及在社交环境中寻求认可和接受。 
研究表明，社会赞许性与自尊之间存在紧密联系[12] [13]。个体倾向于表现出社会赞许性，以期望他

人赞赏他们的行为，这反映在他们的自尊感上。当个体感受到他人的肯定和赞赏时，自尊感增强。相反，

当他们感受到社会排斥或拒绝时，自尊感可能受损，导致攻击行为的出现。 
农村留守青少年通常面临着家庭分离和缺乏家庭支持的情境，自尊的发展可能受到负面影响[14]。这

可能导致他们在社交互动中寻求他人的认可和社会赞许。也就是说，自尊水平的降低进一步激发了社会

赞许性的需求，因为这一群体通常希望通过社会互动来建立积极的自我认同。他们可能在社会中感到孤

立和排斥，因为他们的身份与同伴群体有所不同，这加深了对社会赞许性的追求。因此，社会赞许性可

能作为自尊预测攻击行为的中介变量。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2：社会赞许性在自尊与攻击间发挥中介

作用。 

3. 对象与方法 

3.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以班级为单位选择了山东省泰安市的三所小学(五、六年级)和两所初中(初一、

初二)的学生，总计 695 名青少年。其中，小学部分包括 375 名学生(其中男生 219 人，女生 156 人)，
初中部分包括 320 名学生(其中男生 172 人，女生 148 人)。这些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 12.77 岁，标准差

为 1.13 岁。此外，382 名学生为独生子女，占总样本的 54.96%，而非独生子女有 313 名，占总样本的

45.04%。 

3.2. 研究工具 

3.2.1. 罗森博格自尊量表 
采用罗森博格自尊量表[14]，测量青少年的自尊水平。该量表采用四级评分，其中 1 代表“非常不符

合”，2 代表“比较不符合”，3 代表“比较符合”，4 代表“非常符合”。这一自尊量表包含 10 个项

目，其中第 3、5、9 和 10 题需要反向计分。在统计数据时，我们对青少年在这四个题目上的得分进行了

反转处理。得分越高自尊水平越高。罗森博格自尊量表在国内外的多项研究中广泛应用，并展现出可靠

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82。 

3.2.2. 社会赞许性量表 
采用汪向东等修订[15]的儿童社会赞许性问卷，专门用于评估儿童的认可需求。该问卷包括了 48 个

陈述句，要求被调查者以“是–否”的形式进行回答，其中“是”得 1 分，“否”得 0 分。此外，22 个

项目需要反向计分。因此，儿童在这一问卷上的得分范围从 0 到 48 分不等，得分越高，代表社会赞许性

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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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身体攻击问卷 
采用 Buss 和 Perry 编制的攻击量表[16]来衡量身体攻击。该问卷包含了四个维度：身体攻击、言语

攻击、愤怒和敌意。我们在本研究中选取了身体攻击这个维度，以评估身体攻击水平。问卷使用 1 到 5
级评分，其中 1 表示“完全不符合”，2 表示“有点符合”，3 表示“中等符合”，4 表示“很符合”，

5 表示“完全符合”。参与者被要求在这五个数字中选择一个最能反映他们与问卷描述的身体攻击行为

的相符程度的数字。得分越高，身体攻击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77。 

3.2.4. 关系攻击问卷 
关系攻击的自我报告问卷是由 Werner 和 Crick 的同伴评分问卷进行改编[17]，因为 Werner 和 Crick

认为某些关系攻击行为只有关系攻击者自己更能准确理解，所以将其改成了自我报告的形式。这一问卷

已经在多项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已证明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问卷采用了 1 到 5 级的评分，其中

1 表示“完全不符合”，2 表示“有点符合”，3 表示“中等符合”，4 表示“很符合”，5 表示“完全

符合”。得分越高，表明关系攻击水平越高。被试需要从 1 到 5 这五个数字中选择最能反映他们与问卷

中描述的关系攻击行为符合程度的数字。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80。 

3.3. 施测程序与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取了班级为单位的集体施测方法，每个班级由两位接受了严格培训、在施测经验方面具有

丰富背景的心理学本科生充当主试。在施测过程中，主试向被试提供了问卷解释和指导，以及回答他们

可能出现的疑问。施测结束后，主试立即收回了问卷。在正式研究开始前，获得了泰山学院科研处的批

准，并取得了教师、家长以及学生本人的同意。使用 SPSS 26.0 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分

析。 

4. 结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多种控制措施来减少共同方法偏差的潜在影响：包括平衡量表顺序，反向计分，匿名测

评等。Harman 单因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有 18 个，其中第一个因子

解释为 14.98%，小于 40%的临界值[18]，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4.2. 自尊、社会赞许性与攻击的关系 

表 1 相关矩阵显示：自尊与社会赞许性成显著正相关，与身体攻击和关系攻击呈显著负相关；社会

赞许性与身体攻击、关系攻击呈显著负相关。即自尊水平的提升伴随着社会赞许性水平的增加，同时也

伴随着身体攻击和关系攻击水平的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在控制了性别和是否独生的差异之后，各个变

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依然保持稳定。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s 
表 1.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M SD 性别 是否独生 自尊 社会赞许性 身体攻击 关系攻击 

性别 1.440 0.497 1      

是否独生 1.450 0.498 0.085* 1     

自尊 3.080 0.418 0.034 −0.02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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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社会赞许性 0.552 0.164 0.000 0.015 0.273*** 1   

身体攻击 2.061 0.691 −0.026 −0.026 −0.075* −0.497*** 1  

关系攻击 1.774 0.588 −0.058 −0.058 −0.079* −0.467*** 0.517***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对性别和是否独生分别进行虚拟化处理。其中，男生编码为 1，女生编码为

2；独生编码为 1，非独生编码为 2。 

4.3. 社会赞许性的中介作用 

为考察社会赞许性在自尊与攻击(身体攻击、关系攻击)间的中介作用，将性别和是否独生作为控制变

量，运用宏程序 PROCESS 模型 4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重复抽样 5000 次。 
结果显示(见表 2、表 3)，自尊对社会赞许性的效应显著(β = 0.107, 95% CI [0.079, 0.135])，社会赞许

性对身体攻击的效应显著(β = −2.170, 95% CI [−2.453, −1.887])，自尊通过社会赞许性对身体攻击的效应显

著(β = −0.233, 95% CI [−0.306, −0.167])，但自尊对身体攻击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 = 0.104, 95% CI [−0.007, 
0.215])。由此确定，社会赞许性在自尊与身体攻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Table 2. Mediation analysis of physical aggression 
表 2. 身体攻击的中介效应分析 

结果变量 自变量 β SE t 95% CI 

身体攻击 

常数 2.646 0.224 11.821*** [2.206, 3.085] 

性别 −0.101 0.053 −1.911 [−0.205, 0.003] 

是否独生 −0.030 0.053 −0.573 [−0.134, 0.073] 

自尊 −0.129 0.063 −2.055* [−0.252, −0.006] 

社会赞许性 

常数 0.209 0.051 4.064*** [0.108, 0.309] 

性别 0.002 0.012 0.200 [−0.021, 0.026] 

是否独生 0.007 0.012 0.588 [−0.017, 0.031] 

自尊 0.107 0.014 7.468*** [0.079, 0.135] 

身体攻击 

常数 3.098 0.197 15.758*** [2.712, 3.484] 

性别 −0.096 0.046 −2.086* [−0.186, −0.006] 

是否独生 −0.015 0.046 −0.322 [−0.105, 0.075] 

自尊 0.104 0.057 1.839 [−0.007, 0.215] 

社会赞许性 −2.170 0.144 −15.061*** [−2.453, −1.887] 

注：β为非标准化系数。下同。 

 
Table 3. Total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indirect effect of physical aggression 
表 3. 身体攻击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效应类型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直接效应 0.104 0.057 −0.007 0.215 
间接效应 −0.233 0.035 −0.306 −0.167 

总效应 −0.129 0.063 −0.252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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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自尊对社会赞许性的效应显著(β = 0.107, 95% CI [0.079, 0.135])，社会赞许性对关系攻击的

效应显著(β = −1.725, 95% CI [−1.971, −1.479])，自尊通过社会赞许性对关系攻击的效应显著(β = −0.185, 
95% CI [−0.243, −0.131])，但自尊对关系攻击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 = 0.069, 95% CI [−0.027, 0.166])。由此

确定，社会赞许性在自尊与关系攻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见表 4、表 5)。 
 
Table 4. Mediation analysis of relational aggression 
表 4. 关系攻击的中介效应分析 

结果变量 自变量 β SE t 95% CI 

关系攻击 

常数 2.315 0.191 12.143*** [1.940, 2.689] 

性别 −0.062 0.045 −1.377 [−0.150, 0.026] 

是否独生 −0.066 0.045 −1.464 [−0.154, 0.022] 

自尊 −0.116 0.053 −2.171* [−0.220, −0.011] 

社会赞许性 

常数 0.209 0.051 4.064*** [0.108, 0.309] 

性别 0.002 0.012 0.200 [−0.021, 0.026] 

是否独生 0.007 0.012 0.588 [−0.017, 0.031] 

自尊 0.107 0.014 7.468*** [0.079, 0.135] 

关系攻击 

常数 2.674 0.171 15.645** [2.339, 3.010] 

性别 −0.058 0.040 −1.448 [−0.136, 0.021] 

是否独生 −0.053 0.040 −1.343 [−0.132, 0.025] 

自尊 0.069 0.049 1.408 [−0.027, 0.166] 

社会赞许性 −1.725 0.125 −13.775*** [−1.971, −1.479] 

注：β为非标准化系数。下同。 

 
Table 5. Total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indirect effect of relational aggression 
表 5. 关系攻击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效应类型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直接效应 0.069 0.049 −0.027 0.166 

间接效应 −0.185 0.029 −0.243 −0.131 

总效应 −0.116 0.053 −0.220 −0.011 

5. 讨论 

5.1. 自尊与攻击的关系 

与以往研究一致[9]，本研究发现，自尊负向预测身体攻击、关系攻击。这种负向关系暗示着自尊水

平较低的个体更容易表现出身体攻击和关系攻击的行为，而自尊水平较高的个体则相对不太容易表现出

这种攻击性行为。 
自尊水平较低的个体可能更容易受到自尊威胁，因此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采取攻击性行为来应对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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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感。攻击行为可能成为他们维护自尊的一种手段，因为通过攻击他人，他们可能试图减轻自己的焦

虑和不安感。相反，自尊水平较高的个体通常拥有更强的自我价值感和自信，因此不太需要通过攻击他

人来弥补或维护自尊。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以解决冲突或挑战[19]。 
农村留守青少年通常面临着与亲人分离和孤独感的挑战，缺乏亲情支持。在这种情境下，自尊对于

维持心理健康和适应力至关重要。较低的自尊可能会加剧他们的孤独感和社交隔离，因此，他们可能更

容易表现出攻击性行为来应对这些挑战。 

5.2. 社会赞许性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社会赞许性在自尊与身体攻击、关系攻击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这意味着个体可能通

过寻求他人的认可和接纳来调节或减轻自尊感的威胁，而不是直接表现出攻击性。这一研究结果还强调

了自尊和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不应仅仅被视为直接的单一联系，而是需要综合考虑个体的社会赞许性及

其他潜在因素，以更全面地理解和干预攻击性行为[9]。 
农村留守青少年可能更渴望他人的认可和接纳，因为他们在家庭中可能感到被忽视或缺乏支持。因

此，他们可能更加依赖社会赞许性来满足他们的社交需求。当自尊感受到威胁时，他们可能会更积极地

寻求社会赞许，而不是表现出直接的攻击性行为。 
此外，社会赞许性作为中介变量还可以帮助解释自尊与不同类型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农村留守青

少年可能通过关系攻击来试图获得亲密关系，而通过身体攻击来应对自尊威胁或社交冲突。 
基于以上分析，为降低农村留守青少年的攻击水平，促进其健康发展，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考虑：首

先，强调积极自尊的培养。这包括帮助他们建立基于实际成就和积极自我评价的自尊感，从而减轻自尊

威胁，降低攻击性行为的发生。再者，社会赞许性的培养同样至关重要。通过鼓励建立亲密友情、积极

参与社交活动，以及学会与他人合作和分享。这有助于满足他们的社交需求，减轻自尊威胁，同时有助

于降低攻击性行为的发生。 
具体可通过以下路径：首先，着重提供情感支持和社交技能培训，有助于减轻孤独感和自尊受到的

威胁，同时提高他们的社交适应性。积极鼓励社交互动，包括组织社交活动和合作项目，有助于他们建

立亲密友情，融入社交群体。其次，为农村留守青少年提供心理支持和咨询服务至关重要，特别是在他

们与家人分离和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教育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可以提供这种支持，协助他们处理自尊

问题和情感困扰，提高心理健康和适应性。 

6. 结论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农村留守青少年自尊、社会赞许性与攻击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自尊负向预测

身体攻击和关系攻击，揭示了留守青少年自尊水平与攻击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的负向关联。此外，社会赞

许性在这一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既在自尊与身体攻击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又在自尊与关

系攻击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因此，提升农村留守青少年的自尊水平和社会赞许性，有望有效减少身

体攻击和关系攻击行为的发生，促进其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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