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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攻击行为高发于青春期，不仅伤害他人，也会反噬施加攻击行为的儿童青少年自身。在个体心理发展的

社会化动因中，家庭对个体的影响往往是持续终生的。故而，本研究基于家庭系统理论和前人研究，从

配偶关系、教养方式、同胞关系三个角度展开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讨论发现，和谐有序的家庭

关系能够给与子女更充分的支持和温暖，弱化攻击行为的形成，为其家庭教育实践和干预提供了更全面

的理论基础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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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gressive behaviors are most common in adolescence, not only hurting others, but also attacking 
the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ho commit aggressive behaviors. Among the socialization motives 
of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on individuals often lasts for life. 
Therefore, based on Symbolic Experiential Family Therapy Theories and previous research,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aggressive behavior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spouse 
relationship, parenting style, and sibling relationship. It is found that a harmonious and orderly 
family relationship can give children more adequate support and warmth to weaken the forma-
tion of aggressive behavior, which can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basis and di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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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for its family education practice and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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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数据表示，2015~2017 年校园暴力案件呈逐年下降趋势，尽管如此，截止

2017 年，每年审结的校园暴力案件仍有近 800 件，意味着平均每天有 2~3 件校园暴力事件发生。调查发

现，在校园暴力案件起因中超五成是因口角等琐事引起；发生地点以宿舍和教室为主，占比分别为 35.31%
和 19.22%。需注意的是，上述数据仅体现了报案并审结的案件数据，未报案的校园暴力事件并不在其列

[1]。近年来，有研究发现青少年问题行为的总体阳性检出率达 17.6% [2]。儿童青少年的发展临近或正处

于青春期这一特殊的发展阶段，本身具有体内激素水平变化大、前额叶发育不完全、情绪敏感、冲动等

身心发展不平衡的显著特点，产生人际冲突等系列问题行为的概率较之人生其他发展阶段要更高[3]，其

中就包括攻击行为。故而，开展攻击行为的相关研究仍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 
攻击行为指的是个体有意地以暴力形式对他人造成身心伤害，是典型的问题行为之一，是个体适应

不良的主要表现形式。攻击行为违背了社会道德和行为准则，其造成的威胁和伤害并不止于被攻击对象，

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施加攻击行为的个体的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 
一方面，攻击行为的发展伴随着个体社会化的发展。个体的社会化发展过程是通过个体与社会、群

体的不断交互逐渐形成和完善并最终达到适应社会的结果；另一方面，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够为个体发展

提供有力支持，反向促进个体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社会适应的本质在于两个方面的平衡与

和谐，一是个体与外在社会环境的平衡；二是个体与自身内在心理状态的和谐；进而，社会适应的评价

标准也具有内外两个维度，外在表现主要表现为能够解决问题，能够良好的应对压力等；内在体验则主

要表现在良好的主观幸福感、自我效能感、自我控制感等方面[4]。个体社会化的发展程度决定了个体的

社会适应水平。 
另一方面，攻击行为的形成和产生还是多方面原因相互交织的结果，有家庭方面如父母夫妻关系、

父母教养方式、祖孙辈养育方式等；学校方面如同伴关系、师生关系等；社区方面如暴力暴露[5]等；以

及个体自身因素如自我控制能力等。其中，家庭是个体成长接触的第一个环境，对个体各方面的发展都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故而，本研究尝试着从家庭角度出发对攻击行为的形成影响做一论述。 

2. 家庭关系的理论基础 

2.1. 家庭系统理论 

家庭系统理论将整个家庭看作是一个情绪单位，家庭成员只是这一单位整体内的诸多要素[6]，成员

间的互动也是同时在互相影响着对方，一位家庭成员的行为变化会影响到其他家庭成员的行为、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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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等诸多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并不是简单单向的，而是多线条同时作用。在这一大系统中，进一步

细分为若干个子系统，分别是：配偶系统、亲子系统及同胞系统；不同家庭成员在这些系统之间彼此作

用、相互影响[7]。其中，亲子系统以教养方式为主要表现形式。 

2.2. 家庭功能理论 

家庭功能理论则是从家庭功能的角度出发理解家庭关系的，目前主要有两种角度：一个是以 Beavers、
Olson、Shek 为代表的结构取向，另一个则是以 Epstein、Skinner 为代表的执行过程取向理论。在对家庭

功能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与归纳中，我国学者方晓义提出了横纵不同维度的分类。横向因素中包括家庭

结构，家庭经济收入及所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关系；纵向因素包括家庭发展阶段与突发事件等[8]。 

3. 家庭关系对攻击行为的影响机制 

无论是家庭系统理论还是家庭功能理论，都强调家庭关系对个体发展的重要影响。通过对理论梳理

发现，家庭关系是相较于其他因素影响更为深远、也是相对人为可调节的因素之一，如亲子关系中教养

方式可通过有效的亲子沟通、父母学习等途径获得改善与提高，而家庭结构、家庭经济收入等都是相对

稳定的。 
因此，为了更为立体、全面地梳理家庭对攻击行为的影响研究，笔者尝试基于家庭系统理论，从配

偶关系、亲子关系(主要以教养方式为表征)及同胞关系三个方面的角度展开论述，以期能够为青少年攻击

行为的改善提供一定解释与思路。 

3.1. 配偶关系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配偶系统指的是夫妻二人的关系系统，作为家庭系统中最基础的子系统，夫妻婚姻质量的好坏对青

少年的攻击行为有着显著的预测作用。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个体的行为是通过观察学习习得的，

当个体处于负性的父母冲突情境中时，通过观察父母冲突行为而习得了冲突与攻击能够作为问题解决的

途径之一这一认知，从而导致了攻击行为的发生[9]。夏天生等人在一项研究中验证了这一理论，研究者

认为父母冲突行为的示范促进了青少年攻击信念的形成，进一步促进了攻击行为的形成，且攻击信念转

变为攻击行为这一关系受到了亲子关系的调节，当亲子关系良好时，父母能够对青少年提供更温暖，更

稳定的情绪支持，有助于缓解家庭冲突造成的紧张，弱化攻击信念的形成和转化[10]。另一方面，有研究

者从情绪的角度对攻击行为的产生展开了探究。李菁菁等人基于班杜拉提出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理论，

发现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密切相关[11]，并对攻击行为产生影响[12]。陈婷等人在

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其作用机制，发现父母冲突不仅在行为层面对儿童青少年攻击行为产生直接作

用，还通过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与情绪不安全感间接影响攻击行为[13]。 
在影响时程方面，王学思等人在一篇综述中提出，父母冲突不仅当下影响儿童青少年的问题行为，

还具有长时影响，能够正向预测若干年后儿童青少年的问题行为，且这一影响还可能随着父母冲突的增

加产生更多的问题行为[14]。无独有偶，有研究表明原生家庭父母的关系模式会延续影响到子女的夫妻关

系模式，二者存在代际传递现象[15]。 

3.2. 教养方式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教养方式指的是父母在日常养育子女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具有稳定特征的态度和行为倾向，包

括有：父母拒绝、父母情感温暖以及父母过度保护。其中，父母情感温暖指的是父母关心爱护孩子，在

情感和物质上为孩子提供支持，属于积极教养方式；父母拒绝指父母排斥孩子，经常性指责、批评孩子；

父母过度保护则表现为父母过多干涉孩子的生活和选择，二者均属于消极教养方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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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研究明确了父母教养方式，尤其是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青少年攻击行为具有正向预测

作用[17] [18]。宋明华等人进一步探究了家庭教养方式对于攻击行为的具体机制发现，不良的家庭环境因

素(如父母离异)对攻击行为有重要影响，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通过越轨同伴交往的中介作用对攻击行为的

形成产生影响[19]。在其基础上，根据家庭系统理论的外溢假说(The spillover hypothesis)，吴莹婷等人采

用多主体报告的纵向设计开展研究，发现父母婚姻质量的高低会外溢到教养方式上，使得父母教养方式

发生变化。若父母婚姻质量高，彼此满意度高，则更常采用积极教养方式，能够负向预测青少年外化问

题；反之，若父母婚姻质量低，则更常采用严厉教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外化问题产生[20]。 
另一方面，隔代教养已成为当下家庭教养的主要方式，是亲代教养的重要补充形式[21]，其教养对象

多为婴幼儿及低龄儿童，随着孙辈的年龄增长及其自我意识发展，祖辈的教养影响逐渐弱化，父母教养

方式及个体自我意识的话语权占据主导，但祖辈对孙辈生命早期的教养影响及其共同居住的交互影响仍

在发挥作用。一方面，祖辈作为家庭中的缓冲器，为孙辈提供了替代性的情感支持，从而有效减弱父母

严厉教养方式对儿童攻击行为的影响[22]，另一方面，祖孙间的依恋关系能够直接影响问题行为：安全型

的祖孙依恋能够弱化、减少问题行为产生，而不安全型的祖孙依恋则会导致更多的问题行为[23]。 

3.3. 同胞关系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早年受到我国计划生育国策的影响，国内多数为独生子女家庭，关于同胞关系的研究较为有限。自

2016 年开放二胎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了生育二孩，同胞关系成为了儿童个体及其家庭需要面对

的新命题，其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 
同胞关系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兄弟姐妹从意识到对方存在的那一刻起，通过身体的、言语的和非

言语的交流来分享与彼此有关的知识、观点、态度、信念和感受的所有互动(Cicirelli, 1995) [24]，有研究

者将其划分为积极同胞关系与消极同胞关系(Padilla-Walker et al., 2010) [25]，积极同胞关系表现为同胞间

亲密、友爱，消极同胞关系则表示为冲突、敌对和竞争。无独有偶，有研究提出同胞关系类型除了温暖

和谐型及敌意冲突型之外，还存在有和谐与冲突并存型，且并存型占比 40.8% [26]，是同胞关系的常见

类型。 
在其相关研究中，赵凤青等人发现，积极的同胞关系能够为处于不利发展环境中的儿童提供决策辅

助和情感支持，有利于促进其人际关系发展，缓冲其社会适应问题，减少其内外化问题行为。反之，消

极的同胞关系如同胞冲突、同胞间的界限侵犯等能够显著预测儿童的内外化问题[27]。近几年来，人们加

深了同胞关系对攻击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除同胞关系直接影响攻击行为这一路径之外，同胞关系还可

能通过民主型教养方式和放任型教养方式间接影响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攻击行为) [28]；另外，同胞冲突还

可能使得共情能力高的个体更容易结交不良同伴，进而促进攻击行为的产生[29]。 
在其影响机制方面，主要有：1) 依恋作用机制：孩子除与父母形成依恋关系之外，也会和同胞形成

依恋，并作为父母依恋的情感支持补充，安全的同胞依恋关系具有保护性的作用；2) 社会学习作用机制：

儿童通过与同胞之间的相互支持和互惠利他或者观察同胞的积极行为来习得社会适应性的行为，另一方

面，儿童通过与同胞之间的冲突和争斗或者观察同胞的不良行为来习得问题行为；3) 社会比较作用机制：

同胞比较的一个重要内容即个体感知到父母对自己和同胞在养育投入上的差别对待，进而影响同胞自身

的心理和行为[30]。 

4. 讨论 

本研究基于家庭系统理论，从配偶关系、教养方式、同胞关系三个角度，讨论其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和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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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关系因家庭成员个人、家庭整体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态的影响而不断变化。

故而个体行为不应当孤立地解读和看待，而是要将其放在家庭这一整体中进行考量。从系统的角度来看，

家庭内部各个子系统是嵌入家庭这个大系统的，家庭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是动态且相互依存的关系。 
配偶关系、亲子关系(教养方式)、同胞关系这三个子系统的负性表现(如父母冲突、严厉教养、同胞

冲突等)均能独立影响攻击行为的形成，增加其发生概率。然而夫–妻，父母–子女，同胞这三者作为家

庭系统的子系统，无法完全割裂，其对于攻击行为的影响在现实意义上应是相互交织的。从目前的研究

来看，其可能原因是：负性的关系系统更易使个体形成不安全性依恋关系，增加了其情绪不稳定性等心

理特点，同时冲突行为为个体的行为习得提供了模仿范例和交往练习，促进了攻击行为的向外转化。但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其辩证的一面：当夫妻婚姻关系稳定、亲子关系温暖、同胞关系友爱，孩子更易形成

安全性依恋，从父母处得到充分的支持与温暖，在面对冲突等负性事件时，更偏向从积极的角度进行应

对，从而缓冲甚至避免了攻击行为的产生。 
结合上述分析，在家庭教育实践中家庭成员要有意识的维护好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祖辈关系等，

和睦亲密的关系有助于形成安全性依恋，能够保护、减少子女攻击行为产生，多采用积极、支持型教养

方式，给与孩子充分的温暖和情感依赖。另一方面，在攻击行为的攻击方面也具有指导意义。可考虑父

母从个体咨询、团体辅导、家庭治疗等方式手段调整成员关系、教养方式，缓解孩子攻击行为问题。 
在研究方面，当前研究大多以城市普通家庭为研究对象，未来研究中可考虑以贫困地区、离异家庭、

留守儿童等群体为研究对象，扩展、补充现有研究成果；另外，家庭作为一个单元整体，各关系元素彼

此作用互相影响，其机制较为复杂，目前尚未有完整且成熟的模型能够用来解释攻击行为，这也将是未

来研究努力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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