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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独生子女攻击行为与家庭环境的相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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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摘要】目的 了解初中生独生子女攻击行为与家庭环境的相关性，为初中生独生子女攻击行为的干预提 

供依据。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从新乡市某中学初一至初三年级抽取 500名学生作为被试。采用青 

少年攻击性问卷(AAQ)和家庭环境量表 (FES)进行施测 ，回收有效问：卷46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3．4％。 

结果 独生子女在家庭环境量表中亲密度、知识性 、独立性、娱乐性等维度上的得分均高于非独生子女，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t=2．17～3．81，尸均 <0。05)。亲密性、情感表达、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均与独 

生子女攻击总分呈负相关(r=一0．47～一0．27，P均 <0．05)，矛盾性与独生子女攻击总分呈正相关(r=0．50， 

P<0．01)。家庭环境量表中的矛盾性、成功性二因子对初中生独生子女的攻击性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P 

均 <0．05)；组织性对初中生独生子女的攻击行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P<0．01)。结论 家庭亲密度、情感 

表达、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能降低独生子女初中生的攻击行为，矛盾性可能增加其攻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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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only—child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ggressive behaviors and their family envi- 

ronment LI Jun，CHEN Hong—yan，YANG Shi—chang，et a1．Department ofPsychology，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Xinx— 

iang 453003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nly—child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ggressive behav— 

iors and their family environment，an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intervention．Methods 500 students were selected from a mid· 

dle school of Xinxiang by cluster sampling method．They were tested by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and adolescent aggressiveness 

questionnaire．And 467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were gotten．Results Only—child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cores of intima- 

cy，knowledge，independence，entertainment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non—only child．(P<0．05)Intimacy，emotional 

expression，knowledge，independence，entertainment，religious concepts and organization had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total scores of aggressive behavior(P <0．05)．Contradiction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aggres- 

sive behavior(P <0．01)．Contradiction and success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on toward aggressive behavior，organization 

had significant negative prediction toward aggressive behavior．Conclusion Family intimacy，emotional expression，knowledge， 

entertainment，moral and religious concepts and organization can reduce aggressive behavior of only—child in middle school，yet 

contradiction can increas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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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社会能力，而且阻碍其注意力和同伴关系的 

发展 J。同时，攻击行为是影响初中生心理发展 

的重要因素之一 。目前，国内关于攻击行为的 

研究多以普通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 。而对于 

独生子女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不多。本研究旨在 

探讨初中生独生子女攻击行为与家庭环境的关 

系，以期对其攻击行为的干预提供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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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于2011年9 

月 ～10月抽取新乡市某中学初一至初三年级学 

生 500名，回收有效问卷46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93．4％。其中男生206名，女生 261名；独生子女 

170名，非独生子女 297名，平均年龄(14．26± 

0．47)岁。 

1．2 工具 

1．2．1 青少年攻击性 问卷(Adolescent Aggres— 

siveness Questionnaire，AAQ) 由潘绮敏等 编 

制，共65个项 目组成。总量表分为攻击性行为、 

攻击性认知和攻击性情绪 3个分量表。其中攻击 

性行为分量表由口头攻击、身体攻击、自我发泄 3 

个维度构成；攻击性认知分量表由敌对、恶意、报 

复心理 3个维度构成；攻击性情绪分量表由易怒 

性、冲动、缺乏 自我控制能力 3个维度构成。量表 

采用李克特 4点记分法，得分越高，表明攻击性越 

强。经检验，量表的信度良好，总量表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为0．91，各维度与分量表、总分以及分量表 

与总分的相关系数达到显著水平，量表的内容效 

度、结构效度、实证效度较高。 

1．2．2 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 (Family En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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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ment Scale，FES) FES系 Moss等于 1981年 

编制，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由邹定辉等人修订， 

共 9O条是非题，分为 10个分量表，分别评价 10 

个不同的家庭社会和环境特征。FES的家庭特征 

包括：①亲密度，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支持、帮助和 

承诺的程度；②情感表达，鼓励家庭成员公开活 

动，直接表达其情感的程度；③矛盾性，也就是家 

庭成员之间公开表露矛盾、攻击和愤怒的程度；④ 

独立性，家庭成员的自主、自信和自尊程度；⑤成 

功性，指将一般性活动如上学和工作变为成就性 

或竞争性活动的程度；⑥知识性，对文化活动、智 

力、社会和政治的兴趣大小；⑦娱乐性，参与社交 

和娱乐活动的程度；⑧道德宗教观，对伦理、宗教 

和价值的重视程度；⑨组织性，指安排家庭活动和 

责任时有明确的组织和结构的程度；⑩控制性，使 

用固定家规和程序来安排家庭生活的程度。 

1．3 施测方法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 

由研究者担任主试，统一指导语，强调保密原则， 

现场匿名，独立填写，当场收回。 

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7．0进行统计学处 

理，对独生和非独生初中生家庭环境的差异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对独生子女的攻击行为与 

家庭环境的关系分析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以独 

“2013年灾后本土化心理干预理论与实践培训班"圆满结束 

7月5日至7日，由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主办、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承办、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协办的第一届 

“灾后本土化心理干预理论与实践培训班”在绵阳举行 ， 

来 自全国各地的 80多位精神科医护人员及心理咨询师参 

加培训。 

由来 自四川、北京 、上海、湖南等地参与灾后本土化心 

理干预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全国知名精神病学、心理学教授 

授课，以“灾后本土化心理干预指南”为基础，就灾后本土 

化心理干预的原则和要素、心理创伤与哀伤干预技术、儿 

童的灾后心理干预、灾后心理救援的本土化模式、特殊人 

群的心理干预技术、应激与成瘾的理论与实践等问题进行 

了深入探讨及现场互动。 

此次培训班的成功举办，将对灾后本土化心理干预有 

重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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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女攻击行为总分为因变量，以家庭环境各因 

子为 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0．05，均为双侧检验。 

2 结 果 

2．1 独生与非独生初中生家庭环境差异比较 

l65 

独生初中生组在家庭环境量表中的亲密度、 

知识性、独：芷性和娱乐性评分高于非独生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t=2．17—2．53，P <0．05或 

0．01)。见表 1。 

表 1 独生与非独生初中生家庭环境差异比较(分。百±s) 

2．2 独生子女攻击行为与家庭环境的相关分析 

家庭环境量表中的亲密性、情感表达、知识 

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均与独生子女攻 

击总分呈负相关 (r=一0．47—0．27，P均 < 

0．05)，矛盾性与独生子女攻击总分呈正相关(r= 

0．50，P<0．01)。见表 2。 

表2 独生子女攻击行为与家庭环境的相关分析(r值) 

注： P<0．05，一 P<0．01，⋯ P<0．001。 

2．3 家庭环境与独生子女攻击行为总分的回归 

分析 回归分析显示，矛盾性、组织性、成功性依 

次进入回归方程 (F=25．24，P<0．01，AR = 

31．30％) 见表 3。 

表3 家庭环境与独生子女攻击行为总分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注： P<0．05，⋯ P<0．001。 

3 讨 论 

本研究显示，独生初中生组在家庭环境量表 

中的亲密度、知识性、独立性、娱乐性评分高于非 

独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 0．01)。 

刘苓等 采用家庭环境量表对芜湖地区初中生 

1918人进行调查，结果也显示，独生子女家庭的 

亲密度、独立性、知识性、娱乐性因子得分均高于 

非独生子女家庭(P<0．05)，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究其原因，相比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感受到的家 

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可能更为亲密，有更多的、智力 

的文化活动；独生子女家庭成员的自尊、自信和自 

主程度更高，有更多的社交和娱乐活动。 

独生子女攻击性行为与家庭环境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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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亲密性、情感表达、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 

教观、组织性评分越高，独生子女初中生的攻击行 

为越低；矛盾性分越高，攻击行为分也越高。国内 

外相关研究显示，青少年犯罪与家庭环境不良，如 

矛盾冲突多、知识品味差等有密切关系  ̈。本研 

究结果与其类似。由此提示，家庭关系和谐、互相 

支持，民主、畅所欲言，对社会、智力和文化活动有 

较大兴趣，减少矛盾冲突有助于减少独生子女的 

攻击行为，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回归分析显示，家庭环境中矛盾性、组织性、 

成功性对独生子女攻击行为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其中，矛盾性、成功性对独生子女攻击行为有显著 

的正向预测作用，组织性对独生子女攻击行为有 

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余毅震等  ̈研究显示，亲 

密度高、矛盾性小的家庭，孩子的攻击性较小，林 

勇等 。̈ 研究显示，违法犯罪青少年的家庭环境存 

在一定缺陷，与正常家庭相比矛盾性、控制性高， 

亲密度、知识性、组织性低。这与本研究结果一 

致。提示，家庭成员关系融洽、摩擦少会给孩子创 

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情感氛围，从而有利于促进孩 

子的心理健康。因此，在日常的生活中，父母应注 

意给孩子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关系，尽量避免在 

子女面前争吵甚至打架；同时要引导孩子正确看 

待成就和竞争，不要过分追求成功；再者就是有意 

识地引导孩子做事有计划性，勇于承担责任，这都 

有助于降低独生子女的攻击行为。 

本研究对独生子女的攻击性行为只进行了横 

断的研究，研究对象也只取 自一个城市的某个中 

学，在今后的研究中将会增加对独生子女攻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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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纵向研究，同时对跨地域性的因素加以考 

虑，扩大被试的选取范围，增加样本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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