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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初中生攻击行为的关系，并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方法：通过对545名初中生的问卷调查以检验社会比较在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初中生攻击行为关系之间的

中介效应，公正世界信念在社会比较与初中生攻击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1) 放入中介变量后，自

我概念清晰性对初中生攻击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43, p < 0.001)；2) 自我概念清晰性对社会比较

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17, p < 0.001)，社会比较对攻击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15, p < 0.001)；3) 
将公正世界信念放入模型后，社会比较与公正世界信念的乘积对攻击行为的预测显著(β = −0.06, p < 
0.05)。结论：社会比较在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初中生攻击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公正世界信念在社会

比较对初中生攻击行为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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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oncept clar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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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gressive behavior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o construct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
el. Methods: We examine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comparis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oncept clarity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rough a question-
naire survey of 545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just world belief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omparison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
dents was investigated. Results: 1) After the addition of mediating variables, self-concept clarity 
had a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aggression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β = −0.43, p 
< 0.001). 2) Self-concept clarity had a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social comparison (β = −0.17, 
p < 0.001), and social comparison had a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aggressive behavior (β = 
0.15, p < 0.001). 3) After adding just world belief into the model, the product of social comparison 
and just world belief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aggressive behavior (β = −0.06, p < 0.05). Conclusion: 
Social comparison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oncept clarity and ag-
gressive behavior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just world belief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omparison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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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攻击行为是指意图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Crick et al., 1997)，是儿童和青少年最常见的行为问题之一

(Ortega-Escobar & Alcazar-Córcoles, 2016)。研究发现青春期是攻击行为的频发时期，51%的青少年在初中阶

段表现出高水平的攻击行为(Sarah et al., 2011)。青少年时期的攻击行为对受害者和施暴者都有着直接和长期

的负面影响，研究发现受欺负者在成年后会比未受欺负者表现出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而施暴者更有可能

出现焦虑、抑郁等症状，并且在成年之后做出违法犯罪行为(Arseneault, 2017)。初中生这一阶段身体和心理

都处于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这一阶段存在情绪两极化、以自我为中心、自我同一性混乱、易发生极端行

为等特点，这可能是导致初中生攻击行为增高，发生校园欺凌和暴力行为的重要原因(Tao et al., 2021)。由

此可见，如果在这一时期没有对初中生进行一个很好的引导，他们会很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和行为问

题。因此有必要对初中生的攻击行为进行调查以及探究背后的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的教育对策。 
Anderson 提出的一般攻击模型(General Aggressive Model)对攻击行为进行了全面的解释，该模型认为

攻击行为不是单一因素所导致，而是环境因素和人格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Anderson & Bushman, 2002)。
但以往研究更多集中在环境因素，如挫折情境等，较少对引起攻击行为的人格因素进行探究(Gavine et al., 
2016)。在人格因素中，自我概念清晰性是指个体对自我存在清晰性的认识、自我认识内部的一致性、自

我认识在时间上的稳定程度(Campbell et al., 1996)。研究发现，表现出攻击行为的青少年的自我概念清晰

性要比未表现出的青少年的水平低(Baumeister et al., 2018)。根据一般压力理论(General Strain Theory)，自

我概念清晰性低的个体，缺乏对自我清晰的认识，对于自我价值目标不明确，个体的行为模式以及人际

关系模式不稳定，表现出较多的负面情绪，导致人际关系问题和社会适应困难，从而面临巨大的压力，

更倾向采取攻击行为去发泄自身的负面情绪(宋静静等，2020)。基于此，本研究认为自我概念清晰性可能

是攻击行为的预测因素。 
社会比较理论认为，对自我感觉不确定的人会更倾向于与他人进行比较，从而对自我产生清晰的定位，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412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淇 
 

 

DOI: 10.12677/ap.2022.124120 1007 心理学进展 
 

适应社会的发展(Bethany & Nicholas, 2006)。支持这一假说的研究发现，自我概念清晰性低的个体在决策时

更加依赖外部信息，由于缺乏稳定、明确的自我认知，低自我概念清晰性个体更倾向于借助或参照外部信息

进行自我评价，有着更高的社会比较倾向(Vartanian & Dey, 2013)。其次，低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个体更容易产

生负面的社会比较，倾向于以消极的方式对社会比较的信息进行解释和归因。相关研究结果表明社交网络中

存在的社会比较信息会诱发低自我概念清晰性个体的消极情绪并且产生消极影响，表现出更高的攻击行为

(吴漾等，2020)。因此，本研究认为社会比较可能在自我概念清晰性与攻击行为中起中介作用。 
公正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是指个体相信其自身所处的世界是公正的，即人们通常会得到他们

应得的(Lerner & Miller, 1978)。与他人比较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但有的学生即使感知到自身处于不利地

位也不会表现出较强的攻击行为，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公平世界信念与青少年的个人发展密切相关，

个人公正世界信念的水平越高，在与他人比较的过程中，会调节消极情绪，降低不公正感，因此青少年侵

犯他人利益的可能性就越小，也就越不容易做出好斗、恃强凌弱的攻击行为。研究发现，在引发愤怒的情

况下，与那些对公平世界信念较低的人相比，那些对公平世界信念较高的人更不容易生气，自尊心也更不

容易下降(Bègue & Muller, 2006)。同样，与对公平世界信念较低的青少年相比，对公平世界信念较高的青

少年也倾向于在挫折情境中表现出较少的敌意归因偏见和攻击行为(Gu et al., 2020)。因此，本研究认为公正

社会信念可能在社会比较与攻击行为中起调节作用。 
根据上述的研究假设，本研究初步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具体如图 1 所示：同时考察自我

概念清晰性、社会比较、公正世界信念与攻击行为的关系。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comparison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just world belief 
图 1. 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及公正世界信念的调节作用模型图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在某中学抽取初一、初二学生为被试，使用《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

《社会比较倾向量表》《公正世界信念量表》和《青少年攻击行为问卷》对初中生攻击行为基本情况、

自我概念清晰性、社会比较以及公正世界信念进行问卷调查，剔除无效问卷 20 份，回收有效问卷 545 份。

有效率为 96.46%，被试分布见下表 1： 
 
Table 1. Basic situ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 1. 初中生基本情况调查表 

变量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270 49.50% 

女 275 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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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是否班干 
是 257 47.20% 

否 288 52.80% 

是否独生子女 
是 265 48.60% 

否 280 51.40% 

家庭背景 
农村 424 77.80% 

城镇 121 22.20% 

父母是否离异 
是 500 91.70% 

否 45 8.30% 

是否在外务工 
是 475 87.20% 

否 70 12.80% 

母亲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108 19.80% 

高中/中专 168 30.80% 

大专 99 18.20% 

本科 141 25.90% 

硕士及以上 29 5.30% 

父亲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84 15.40% 

高中/中专 175 32.10% 

大专 106 19.40% 

本科 137 25.10% 

硕士及以上 43 7.90% 

月收入 

低于 3000 元 120 22.00% 

3000~5000 元 209 38.30% 

5000~1 万元 139 25.50% 

1 万元以上 77 14.10% 

2.2. 研究工具 

青少年攻击行为量表(刘俊升，周颖，顾文瑜，2009)，采用刘俊升等人(2009)年重新修订 Buss 和 Perry 
(1992)编制的攻击行为量表(Buss & Perry, 1992)。量表共包含 20 个项目，分为替代攻击、身体攻击、愤

怒和敌意四个维度。采用 5 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攻击行为越高。本研究中的 α 系数为 0.90。 
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牛更枫等，2016)，采用牛更枫等人(2016)年翻译 Campbell 等人(1996)编制的自

我概念清晰性量表(Campbell et al., 1996)。量表包含 12 个项目，采用 5 点计分，分数越高说明自我概念

清晰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的 α 系数为 0.80。 
社会比较量表(王明姬，王垒，施俊琦，2006)，采用王明姬等人(2006)年翻译 Gibbons 和 Gerrard (1997)

年编制的社会比较倾向量表(Gibbons & Gerrard, 1997)。量表包含 11 个项目，采用 5 点计分，分数越高说

明社会比较倾向程度越高。本研究中的 α 系数为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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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世界信念量表(苏志强，张大均，王鑫强，2012)，采用苏志强等人(2012)年翻译修订 Dalbert (1999)
年编制的公正世界信念量表(Dalbert, 1999)。量表包含 13 个项目，分为个人公正世界信念和一般公正世界

信念两个维度。采用 6 点计分，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的公正世界信念越强。本研究中的 α 系数为 0.89。 

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23.0 对收集的问卷进行整理，选择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矩阵、回归分析和 PROCESS 中

介效应检验，探讨初中生自我概念清晰性、社会比较、公正世界信念和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选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本次研究中所采用的问卷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对所有条目进行因

素分析，数据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 1 的公共因子数有 12 个，第一公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 19.88%，显著

小于 40%的临界值，因此本研究无共同方法偏差效应存在(周浩，龙立荣，2004)。 

3.2.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表 2)表明，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公正世界信念呈显著正相关，与社会比较、攻

击行为呈显著负相关；社会比较与攻击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公正世界信念与攻击行为呈显著负相关；社

会比较与公正世界信念相关不显著。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elf-concept clarity, social comparison, just world belief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表 2. 初中生自我概念清晰性、社会比较、公正世界信念和攻击行为上的相关分析 

 M ± SD 1 2 3 4 

1) 自我概念清晰性 3.07 ± 0.69 1    

2) 社会比较 3.33 ± 0.65 −0.14** 1   

3) 公正世界信念 3.99 ± 0.98 0.38** 0.06 1  

4) 攻击行为 2.49 ± 0.77 −0.56** 0.18** −0.39**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下同。 

3.3. 自我概念清晰性与攻击行为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使用 PROCESS Model 14 来检验自变量为自我概念清晰性，中介变量为社会比较，调节变量为公

正世界信念，控制变量为性别、是否班干部、是否独生子女、家庭背景、是否离异、是否在外务工、

母亲受教育程度、父亲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因变量为攻击行为。检验公正世界信念的调节效应，结

果如表 3 所示，社会比较与公正世界信念的交互项 LLCI 下限和 ULCI 上限均不含 0，且 Process 会输

出判定指标 INDEX。INDEX 显著，说明在调节变量的不同水平上中介效应的差异显著。如图 2 所示，

自我概念清晰性可以显著预测社会比较(β = −0.17, p < 0.001)，社会比较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攻击行为(β = 
0.15, p < 0.001)，自我概念清晰性对攻击行为的作用显著(β = −0.43, p < 0.001)，公正世界信念可以显著

负向预测攻击行为(β = −0.24, p < 0.001)，公正世界信念与社会比较的交互作用可以显著负向预测攻击

行为(β = −0.06, p < 0.05)。上述模型的 INDEX 为 0.01，置信区间为[0.001, 0.022]，置信区间不包含 0，
再次说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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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est 
表 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² F p B t LLCL ULCL 

社会比较 自我概念清晰性 0.24 0.06 3.13*** 0.000 −0.17 −3.95*** −0.26 −0.09 

攻击行为 

自我概念清晰性 

0.62 0.38 25.41*** 0.000 

−0.43 −10.96*** −0.50 −0.35 

社会比较 0.15 4.10*** 0.08 0.21 

公正世界信念 −0.24 −6.32*** −0.31 −0.16 

社会比较 ×  
公正世界信念 

−0.06 −2.12* −0.12 −0.00 

 

 
Figure 2.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comparison preference under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just world belief  
图 2. 公正世界信念调节作用下的社会比较倾向中介效应 

 

为了更完整验证有调节的中介作用，间接效应检验程序对整合模型进行了再次检验。结果如表 3 所

示，公正世界信念处于低、中、高水平时，自我概念清晰性经社会比较到攻击行为的间接效应均显著。 
根据简单斜率分析，将公正世界信念分为低、中、高水平，绘制交互作用表和图。如表 4 和图 3 所

示：公正世界信念低水平时，随着社会比较的增加，攻击行为呈现上升趋势(β = 0.21, t = 5.53, p < 0.001)；
公正世界信念中等水平时，随着社会比较的增加，攻击行为呈现上升趋势(β = 0.15, t = 4.48, p < 0.001)；
公正世界信念高水平时，调节效应不成立。 

 
Table 4. Effect values of just world belief adjustment level 
表 4. 公正世界信念调节水平下的效应值 

 Z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低：M − SD −1.01 0.21 0.05 0.12 0.30 

中：M + SD −0.07 0.15 0.04 0.08 0.22 

高：M + SD 1.03 0.08 0.05 −0.01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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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ocial comparison under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just world belief 
图 3. 公正世界信念调节作用下的社会比较 

4. 讨论 

4.1. 自我概念清晰性对初中生攻击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自我概念清晰性对初中生攻击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且放入中介变量后，自我概念清晰

性对初中生攻击行为的预测作用依然显著。已有研究发现产生欺凌或攻击行为这可能是自我概念不清晰

的个体为了保护自我认知而做出的冲动或过激行为(Baumeister et al., 2018)。根据埃里克森的心理发展阶

段，处于青年期(12~18)岁的个体正面临着自我同一性与角色混乱的冲突，需要对于“我是谁”等问题进

行自我认识和整合。而初中这一阶段个体由懵懂的童年期开始向成熟的青年期过渡，对于自我没有形成

清晰的认识、心理发展不成熟、辨别是非能力弱、易冲动等特点，倾向于采取攻击行为解决矛盾与冲突。 
此外，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越高，其攻击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小。这是因为自我概念清晰性高的个

体，能够识别他人的情绪，理解他人的做法(孙小越等，2020)。在社会交往方面更和谐，当遇到问题时清

楚自己应采取合理的途径，调动外部力量解决问题。相反，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越低，发生攻击行为的

可能性会增大。低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个体更多以自我为中心，难以站在他人角度理解他人观点，并且容

易产生冲动情绪。因此在出现冲突或矛盾时，倾向于采用暴力或攻击行为解决问题。 

4.2. 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社会比较在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初中生攻击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已有研究发现自我概念

清晰能够负性预测社会比较(Saadat et al., 2017)，研究中对女高中生身材焦虑和不合理饮食进行探究，发

现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低的个体，倾向于与他人所谓的“完美身材”进行社会比较，从而产生身材焦虑

等自卑心理。为了身体形象而不合理控制饮食，造成严重后果。由此可见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与社会比

较呈负相关。 
最早研究通过给儿童分发不同数量的代币来模拟社会比较情境，结果发现，相比于向下比较和对照

组，向上比较条件下的儿童表现出更多的身体攻击和言语攻击(Hafer & Olson, 1993)。跟比自己强的人比

(向上比较)会跟不如自己的人比(向下比较)产生一种压迫感，而为了消除这种压迫感，人们会倾向于采用

攻击他人的方式来寻求心理安慰。更重要的是在与他人比较时，个体会倾向于负面的社会比较，从而产

生了一些消极的情绪体验。这些不公平感以及挫败感等消极情绪，便是个体采取攻击行为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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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结果也支持了一般攻击行为模型，即个体的攻击行为受到外界环境和人格因素的相互作用。

在我们的生活中，由于缺乏稳定、明确的自我认知，低自我概念清晰性个体更倾向于通过与他人对比从

而获得自我评价。其次，低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个体在社会比较情景下中更容易受到社会比较的消极影响。

往往都是将他人的优点与自己的缺点进行比较，从而产生挫败感等一系列消极情绪，更容易产生攻击行

为。以此发泄自己的情绪，寻找平衡感。因此，社会比较在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初中生攻击行为之间起中

介作用。 

4.3. 公正世界信念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公正世界信念调节“自我概念清晰性–社会比较–初中生攻击行为”这条路径的后半段，

即调节社会比较对攻击行为的影响。简单斜率分析发现公正世界信念水平的高低调节社会比较对攻击行

为的影响，公正世界信念低的个体，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表现出较多的攻击行为。这是由于公正世界信

念水平低的人，在面对外部信息时往往进行消极的评价，并且难以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消极事件。研究

表明公正世界信念能够缓解不公正经历和焦虑、愤怒等消极情绪的影响，调节生活中的负性事件对攻击

行为的影响(牛更枫，史晓涵，孙晓军，2021)。所以当初中生与他人进行社会比较并产生了不公平感或挫

败感等消极情绪后，公正世界信念水平低的学生，并不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调节自身的消极情绪，并

以一个积极的角度去对外部事件进行评价、很容易进行敌意归因偏差，以及采用攻击行为去解决问题。

因此，公正世界信念调节社会比较对初中生攻击行为的影响。 

5. 教育建议 

本研究结果对于减少初中生攻击行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首先作为教师可以通过开展团体心理辅

导等活动提升学生的自我概念清晰性以及自我的公正世界信念，对自我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整合，同

时加深公正理念，相信公正的存在。同时要引导学生正确地看待社会比较的结果，在比较的过程中要理

性正确地看待社会比较的结果，学会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板，不要盲

目地将自己的缺点和他人的优势做比较。此外，教师在课程中，应该经常性地将社会上的热点问题引入

课堂之中与学生一起分析和探讨，帮助学生去了解社会，并且以公平公正的心态去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问

题，学会用积极的态度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其次，学校要做到给学生营

造一个相对公平的校园–班级环境。对于一些学生事务，学校要做到公开和公正。对信息进行公开，让

每一位同学都能充分地了解对他们有利的信息。了解学生的需求和诉求，并对学生的需求给予积极的回

应。学校要加强管理，对于学校周边的安全治理要格外重视，对于严重恶劣的行为要给予一定的批评和

处分，避免同学因他人做出攻击行为却没有受到处罚，从而产生盲从行为。 

6. 结论 

1) 自我概念清晰性与社攻击行为呈显著负相关。 
2) 社会比较在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初中生攻击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3) 公正世界信念在社会比较与初中生攻击行为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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