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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读生攻击行为在父母养育方式及人格问的中介作用 

李青青 邹 枫 孙丽君 杨世昌 高红丽 闫春平 

【摘要】目的 探讨工读生攻击行为、父母养育方式及人格特质之问的关系，探析攻击行为在父母养育方 

式及人格形成间的中介作用。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抽取河南省 2所工读学校 74名男生为研究对象， 

并用攻击性问卷(AQ)、父母养育方式评定量表(PBI)、艾森克人格问卷(儿童)(EPQ)对其进行测量。结果 

言语攻击 、攻击愤怒、母亲关爱及母亲鼓励因子对人格内外向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0．37～1．89，P<0．05或 

0．01)，对内外向的贡献率分别为18．3％、3．8％、2．8％、12．7％。结构模型显示母亲关爱因子通过攻击愤怒和 

言语攻击因子的部分中介作用对内外向有间接影响，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1．30％和 57．58％；而母亲鼓励因子 

通过攻击愤怒因子的部分中介作用对内外向有间接影响，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11．05％。结论 父母养育方 

式对人格形成有直接影响外，还通过攻击性行为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人格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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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ng role of parental rearing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in reform school students u Q g—qing ZOU Feng．SUN 

Li一 n，et a1．Department ofPsychology，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gressive behaviors，parental rearing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in reform students，to probe into the mediating role of aggressive behaviors between parental rearing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Methods By cluster sampling，particiants were 74 males from two reform schools in Henan Provience．They were surveyed with 

th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AQ)，the 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PBI)and the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Re- 

suits The reform of the introversion—extroversion was affected directly by verbal attack ，attack anger，mothers care and mothers 

encouragement =0．37—1．89，P<0．05 or P<0．O1)，all have reached the significance level，the contribution rates were 18． 

3％ ，3．8％ ，2．8％ and 12．7％ ．SEM indicated that mothers care had indirect effect via attack anger and verbal attack on the in— 

troversion—extroversion．furthermore．the indirect effect demonstrated 1．3％ and 57．58％ of the total effect respectively．The 

mothers eneouragment had indirect effect Off the introversion—extroversion，the indirect effect demonstrated 1 1，05％ of the total 

effect．Conclusion The study suggest that the personality have directly effect by parental rearing behavior，and the aggressive be— 

havior may medi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parental rearing style and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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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性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特性，有研究显示 

13岁时表现出较多的攻击行为和太过活跃的少 

年，长大后出现酗酒或犯罪行为的几率是行为控 

制良好的5倍 。因此，个体行为问题的产生应 

追溯NJL童早期，它们和孩子一同“成长”，并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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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展阶段中的种种问题相关联。对许多中小学 

生攻击行为的研究表明，男女生的攻击行为和父 

母养育方式关系密切。父母采用身体惩罚或言语 

训斥等教养方式将会导致青少年高水平的攻击行 

为，父母不一致的惩罚是形成攻击、过失行为的重 

要影响因素 J。另外，攻击性行为和人格的形 

成也密不可分，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一 。 

那么，父母养育方式对儿童攻击行为和人格 

形成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它们之间到底是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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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介机制，国内研究较少。本研究特别探讨工 

读生的攻击行为及可能的中介机制，以期针对性 

的帮助这类特殊群体。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郑州市和 

洛阳市2所工读学校进行调查研究，本次调查共 

发放问卷 88份，筛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 74 

份，有效率为 84．1％。均为男生；初二学生 39名 

(52．7％)，初三学生35名(47．3％)；年龄 l3—15 

岁，平均年龄(14．22±0．67)岁。 

1．2 方法 

1．2．1 测评工具 ①攻击性问卷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AQ)。采用 Buss等编制的攻击性问 

卷，共29道题目，分属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 

和敌意四个因子。问卷采用五点计分，其中第 9 

和16题为反向计分。4个因子分的总和为外显攻 

击性，得分越高，攻击倾向越严重。该量表在我国 

已证实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 -lo]。②父母养育 

方式评定量表(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PBI)。 

此量表由Parker等人编制，杨红君等 修订，是 

评估个体儿童时期(16岁以前)父母养育方式的 

自陈量表，分为母亲版和父亲版，各有23个条目， 

分为关爱、鼓励 自主和控制三个因子。采用里克 

特4点计分形式，“0”代表“非常不符合”，“1”代 

表“比较不符合”，“2”代表“比较符合”，“3”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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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符合”。同质性信度为0．75～0．86，分半信 

度为0．66—0．84，重测信度为0．75～0．94，说明 

修订后的中文版PBI具有较好的信效度。③艾森 

克个性问卷(儿童)(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 

naire，EPQ)。由 H．J．Eysenck编制，龚耀先等修 

订，主要测量 7～15岁儿童的个性类型，含 88个 

条目，分属精神质(P)、神经质(N)、内外向(E)、 

掩饰性(L)4个维度。每一项有是、否两个答案， 

分别计 1、0分，部分条目反向计分。 

1．2．2 测评方法 将攻击性问卷、艾森克个性问 

卷(儿童)、父母养育方式评定量表等装订成册，以 

班级为单位团体施测。由研究者担任主试，统一 

指导语，强调保密原则，被试在 3O～4O分钟内独 

立完成问卷，填写后当场回收。均知情同意。 

1．2．3 统计学分析 利用 SPSS17．0软件对数据 

进行描述和分析，分别以人格中E、P、N三个因子 

为因变量，以父母教养方式和攻击行为各因子为 

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采用 AMOS17．0对数据进 

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2 结 果 

2．1 PBI、AQ对 EPQ影响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分别以人格特质的 E、P、N三个因子为因变 

量，以 PBI、AQ各因子为 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 

见表 1。 

表1 PBI、AQ对 EPQ影响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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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显示，在攻击性行为各因子中，言语攻击 

和攻击愤怒因子对 EPQ—E直接贡献率分别为 

18．3％和3．8％；在父母教养方式中，母亲鼓励和母 

亲关爱因子对 EPQ—E的贡献率分别为 12．7％和 

2．8％；母亲控制和关爱因子对 EPQ—P有直接影 

响，占总贡献率的33．2％，其中母亲控制和父亲关 

爱因子对 EPQ—P贡献率分别为23．6％和8．0％。 

0．36 

l69 

2．2 攻击行为在父母教养方式与人格内外向之 

间的中介作用及路径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攻击 

行为因子在教养方式及人格形成之间的中介作 

用，结合上述 回归分析的结果，构建父母教养方 

式、攻击行：为及人格关系的结构模型，采用修正指 

数进行修正，见图1。模型的各拟合指数见表2。 

0．06 

注：1，2，3，4，5为误差项，图中所标数字为标准化路径系数 

图 1 父母教养方式、攻击行为与人格内外向的路径分析 

表 2 攻击行为因子对父母教养方式及人格 E形成影响的结构模型备拟合指数 

注：GFI、AGFI：拟合优度指数；NFI：规范拟合指数；IFI：增值指数；TLI：Tucker—Lewis指数；CFI：比较拟合指数；RMSEA：近似误差的均方根。 

图 1显示，母亲关爱因子对 EPQ—E形成有 

直接影响外 ，还通过部分中介作用存在间接影响， 

主要有两条线索：①通过攻击愤怒因子的部分中 

介作用对 EPQ—E有间接影响，间接效应占总效 

应的 1．30％；②通过言语攻击因子的部分中介作 

用对EPQ—E有间接影响，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57．58％；母亲鼓励因子对 EPQ—E有直接影响， 

还通过攻击愤怒因子的部分中介作用对 E有间接 

影响，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11．05％。见表 3。 

表 3 攻击行为因子对父母教养方式及人格 E因子形成影响模型的分解效应 

注： 表示攻击愤怒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示言语攻击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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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初中生正处于由童年向成年过渡的时期，这 

期间的发展是非常复杂、充满矛盾的，情绪变化强 

烈，带有冲动性，且不善于用理智来控制自己的情 

绪，若无积极正确的引导，容易出现攻击行为。而 

工读生属特殊群体，与普通生相比，攻击性情绪和 

消极抑郁性情绪都比较强烈 。 

有研究表明，有效的养育方式与提高心理弹 

性，塑造良好的人格密切相关  ̈，父母养育方式 

对青少年人格有显著影响 141。在本研究中，回归 

分析结果也显示不同的教养方式对工读生的人格 

形成的影响不同，父亲关爱对神经质(N)有正向 

预测作用；母亲控制对精神质(P)有正向预测作 

用，而母亲关爱对精神质(P)有负向预测作用；母 

亲关爱、母亲鼓励、父亲控制对阿外向(E)有正向 

预测作用，而母亲控制和父亲关爱对内外向(E) 

有负向预测作用。此外，除了父亲鼓励以外，所有 

因子均对内外向(E)有预测作用，母亲控制和关 

爱对精神质(P)有预测作用，父亲关爱对于神经 

质(N)有预测作用。提示对于“缺陷家庭”，有效 

评估父母养育方式因子的缺失及不足对人格形成 

的影响，对于调节心理问题有指导性意义。 

就攻击性和人格的关系而言，国内研究发现 

攻击性高的中小学生的人格特征主要是高精神质 

和高神经质l ，国外 Slee则发现攻击行为儿童在 

神经质维度上的得分远高于其他儿童_6 J，其结果 

相一致。而在本研究中结构方程结果显示攻击行 

为影响人格内外向的形成，如言语攻击和攻击愤 

怒对内外向(E)的形成有正向预测作用，攻击敌 

意对内外向(E)的形成有负向预测作用，但并没 

有显示攻击性对精神质和神经质的影响，这可能 

与被试特殊性及研究量表采用有关。 

有研究表明初中生父母教养方式会影响个体 

内隐攻击性，父母经常惩罚或干涉子女的学习和 

生活，会增加子女的内隐攻击性  ̈，人格和攻击 

性也密切相关，国内关于攻击性在教养方式和人 

格形成间的中介作用的研究较少，本研究结构方 

程明确提示父母教养方式除了直接影响人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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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可以通过攻击行为来影响人格的形成，且大 

部分是通过言语攻击的中介作用来影响人格形成 

的。在生活中可能还存在其他的中介变量或调节 

变量 ，后续研究中可以考虑扩增被试量和样本类 

别做进一步研究。因为本研究仅选取河南省(注： 

目前河南省就此两所工读学校)某两所工读学校 

学生为研究对象，使得结论推广存在一定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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