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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网络社会上行比较、道德推脱及大学生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1628名大学生，采用上行

社会比较问卷、道德推脱问卷和大学生攻击行为量表开展研究。结果表明：1) 网络社会上行比较对大学

生攻击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2) 道德推脱在网络社会上行比较对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

作用。结果说明网络社会上行比较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大学生攻击行为，而且也能通过道德推脱进一步影

响大学生攻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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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upward social network comparison,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by surveying 1628 college students with 
Upward Social Network Comparison (USNC), Moral Disengagement Questionnaire (MDQ), and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Version of Buss-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BPAQ-CCSV).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Upward social network comparison had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aggressive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2) Moral disengagement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impact of upward so-
cial network comparison on aggressive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up-
ward social network comparison can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the aggressive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but also further influence aggressive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moral dis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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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校园暴力、冷暴力、语言暴力、聚众打架等导致大学生自杀或犯罪的事件频频发生。研究

表明，我国表现出有中度以上攻击倾向的大学生占 27.7% (郭梅英，魏广东，张玉英，2010)。攻击行为是

指个人主观地伤害他人，并用不同的侵害手段，使他人的权益与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异常行为(Anderson 
& Bushman, 2002)。从进化论角度来看，人类进化过程必然伴随着攻击行为，且攻击行为拥有生存等方面

的优势。人类采取攻击行为的目的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他人伤害、保卫自己的家人、捍卫所获得的

资源，甚至是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张豪，2020)。上行社会比较是指个体将自身与某一特定标准或群体中

的较高水平个体进行比较的过程，通常会导致个体产生消极感受(牛更枫等，2016)。随着社会的发展，社

交网络成为个体与他人进行比较的一个重要场所(Coyne et al., 2017)。在社交网站上，人们通常会倾向于

为自己塑造一个更完美的形象，因此在网上冲浪的大学生可能会接收到身材比自己好、生活比自己幸福、

经济实力比自己高的信息(张豪，2020)。在社交网站浏览其他人的积极表现时，个体会无意识地将自己与

优秀的人进行对比，感到自己是失败的(连帅磊等，2017)，产生嫉妒心理，引起攻击行为等(张豪，2020；
宋明华，2019)。社会比较与攻击行为的联系在相对剥夺理论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Smith et al., 2012)。
即相对剥夺感诱发敌意情绪，敌意情绪进一步诱发攻击行为，而相对剥夺感的核心机制是社会比较(Smith 
et al., 2012; 胡志琴，熊猛，2024)。 

高峰强等(2017)的研究也发现，相对剥夺感与攻击欺凌行为呈显著正相关。综上所述，可以推断出，

当个体在社交网站通过上行比较产生不满时，更容易导致现实中表现出攻击行为。据此，我们可以提出

假设 H1：网络社会上行比较对攻击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道德推脱是个体特定的认知倾向，包括个体在认知层面解读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并为这些行为寻找

道德上的理由或借口(Bandura, 2002)。Bandura (2002)认为，个体背离自己先前所制定的道德理念之后，为

了维持自己原先表现出的较好的形象和行为，个体会改变自己的想法，调整自己的态度。以往的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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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道德推脱是攻击行为的关键因素，当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上升时，其攻击行为也会随之增加(王兴超

等，2012)。同时，相关研究表明，道德推脱在同胞关系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班级欺凌规范与初中生旁

观者行为、社会支持与旁观者行为之间均起中介作用(王跃鹏，孟维杰，2022；高玲等，2021；Wu et al., 
2023)。换言之，道德推脱能避免个体不道德行为(如攻击行为)实施后产生的愧疚感和负罪感，并且将

攻击行为合理化，出现更多攻击行为(Yao et al., 2019)。也就是说，网络社会上行比较会导致个体的道

德认知水平降低，道德推脱水平升高，进而产生攻击行为(Zhao & Zhang, 2021)。因此，我们可以推断

出，个体在社交网站进行上行比较产生不满时，可能会降低自己的道德标准，从而使道德推脱水平升

高，促使攻击行为的表达。由此，我们提出假设 H2：网络社会上行比较通过道德推脱影响大学生攻击

行为。 
综上，本研究拟探讨道德推脱在网络社会上行比较与大学生攻击行为中的中介作用，以期为大学生

攻击行为情况的改善提供参考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以班级为单位，采用整群方便抽样法。从内蒙古自治区等 7 所本科院校共抽取 2000 名本科生为被

试。收回有效问卷 1628 份，有效率为 81.40%，其中男生 623 名，女生 1005 名；大一 851 名，大二 65
名，大三 659 名，大四 53 名；被试年龄范围为 17~24 岁，平均年龄(19.39 ± 1.44)岁。 

2.2. 方法 

2.2.1. 上行社会比较问卷 
由连帅磊等(2017)修订。问卷共 6 个题项，使用 5 点计分(1 = “完全不符合”至 5 = “完全符合”)，

单维结构。被试得分越高，说明在网络社交中的社会比较程度越严重。在本研究中，问卷整体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0。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χ2/df = 4.92, CFI = 0.99, GFI = 0.99, TLI = 0.98, 
RMSEA = 0.05)。 

2.2.2. 中文版道德推脱问卷 
由王兴超，杨继平(2010)修订。问卷共 26 个题目，使用 5 点计分(1 = “完全不同意”至 5 = “完全

同意”)，无反向计分。问卷分为道德辩护、委婉标签等 8 个维度。在本研究中，问卷整体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9，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在 0.60~0.75 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良

好(χ2/df = 5.77, CFI = 0.91, GFI = 0.92, TLI = 0.89, RMSEA = 0.05)。 

2.2.3. 大学生攻击行为量表 
由吕路等(2013)修订。量表共 22 个条目，使用 5 点计分(1 = “完全不符合”至 5 = “完全符合”)，

无反向计分，分为敌意认知、身体攻击等 4 个维度。在本研究中，该量表整体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8，
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在 0.72~0.87 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χ2/df = 5.62, 
CFI = 0.94, GFI = 0.95, TLI = 0.93, RMSEA = 0.05)。 

2.3. 统计学方法 

数据处理使用 SPSS 25.0 和 AMOS 21.0 软件；各问卷的效度使用 CFA 法验证；主变量间相关关系使

用 Pearson 积差相关分析法分析；共同方法偏差使用 Harman 单因素分析法检验；中介效应检验使用偏差

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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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共同方法偏差使用的是 Harman 单因素方法检验，采用未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对全部的测量项目

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有 10 个，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释度为 21.5%，低于 40%的临界

标准(周浩，龙立荣，2004)，说明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3.2. 网络社会上行比较、道德推脱和大学生攻击行为的相关分析 

采用描述统计和皮尔逊积差相关的方法对各主变量进行分析，如表 1 所示。结果显示，网络社会上

行比较与攻击行为呈正相关(r = 0.27, p < 0.01)；道德推脱与攻击行为呈正相关(r = 0.56, p < 0.01)；网络社

会上行比较与道德推脱呈正相关(r = 0.17, p < 0.01)。 
 

Table 1. Correlation matrix between upward social network comparison,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n = 1628) 
表 1. 网络社会上行比较、道德推脱和大学生攻击行为之间的相关矩阵(n = 1628)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 －               

2 0.15** －              

3 0.08** 0.51** －             

4 0.06* 0.33** 0.42** －            

5 0.10** 0.41** 0.45** 0.47** －           

6 0.09** 0.32** 0.39** 0.42** 0.59** －          

7 0.10** 0.26** 0.41** 0.45** 0.42** 0.43** －         

8 0.16** 0.35** 0.41** 0.32** 0.45** 0.43** 0.47** －        

9 0.17** 0.42** 0.36** 0.30** 0.39** 0.36** 0.37** 0.50** －       

10 0.17** 0.69** 0.70** 0.63** 0.75** 0.72** 0.65** 0.71** 0.68** －      

11 0.28** 0.35** 0.39** 0.31** 0.36** 0.31** 0.24** 0.33** 0.35** 0.48** －     

12 0.14** 0.50** 0.32** 0.30** 0.26** 0.20** 0.26** 0.28** 0.34** 0.45** 0.37** －    

13 0.16** 0.36** 0.28** 0.11** 0.23** 0.19** 0.08** 0.22** 0.25** 0.33** 0.34** 0.36** －   

14 0.18** 0.34** 0.32** 0.25** 0.25** 0.23** 0.18** 0.21** 0.24** 0.37** 0.51** 0.33** 0.49** －  

15 0.27** 0.52** 0.45** 0.34** 0.38** 0.33** 0.26** 0.37** 0.41** 0.56** 0.83** 0.69** 0.69** 0.72** － 

M 2.88 2.27 2.22 1.37 1.88 2.04 1.56 2.01 1.99 1.94 2.24 1.83 3.10 2.35 2.36 

SD 0.89 0.73 0.68 0.51 0.70 0.65 0.55 0.75 0.80 0.47 0.76 0.79 0.72 0.81 0.57 

注：*p < 0.05，**p < 0.01；1：网络社会上行比较；2：道德辩护；3：委婉标签；4：有利比较；5：责任转移；6：责

任分散；7：忽视或扭曲结果；8：非人性化；9：责备归因；10：道德推脱均分；11：敌意认知；12：身体攻击；13：
责备归因；14：攻击行为均分。 

3.3. 道德推脱在网络社会上行比较对大学生攻击行为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验证道德推脱在网络社会上行比较对大学生攻击行为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本研究使用潜变量结

构方程法进行检验。根据拟合结果，模型的各个指标良好(χ2/df = 5.42, IFI = 0.96, TLI = 0.95, GFI = 0.96, 
CFI = 0.96, RMSEA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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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ediating model diagram of moral disengagement between upward social network comparison and aggressive be-
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图 1. 道德推脱在网络社会上行比较与大学生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模型图 

 
运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进行道德推脱中介效应的检验(温忠麟，叶宝娟，2014)，

重复抽样 5000 次。检验结果发现：模型中的各预测系数均显著(β 网络社会上行比较→大学生攻击行为 = 0.18, p < 0.001, 95% 
CI 为[0.12, 0.24], β 网络社会上行比较→道德推脱 = 0.19, p < 0.001, 95% CI 为[0.13, 0.25], β 道德推脱→大学生攻击行为 = 0.79, p < 0.001, 
95% CI 为[0.71, 0.86])，如图 1 所示，依据上述结果可以阐明，道德推脱起部分中介作用。继而对道德推

脱的中介效应使用了 Bootstrap 法进行检验后得出道德推脱的间接效应为 0.06，其 95%的置信区间为[0.04, 
0.08]，0 不在该置信区间内，证明道德推脱的中介效应具有可信度。在中介效应里，道德推脱的中介效应

占总效应的 35.29%。 

4. 讨论 

4.1. 网络社会上行比较对大学生攻击行为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证明了网络社会上行比较对大学生攻击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支持了假设 H1。进化心理学很

好地解释了这一现象(何幸，崔丽莹，2016)，在资源有限的地球上，形成了“物竞天择”的基本规律，这

也导致了人类更倾向于进行上行比较，关注自己的相对位置。随着生活水平和认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

自己和身边人的要求越来越高，进行上行社会比较的形式也越来越丰富，互联网普及率的持续增长使人

们开始无意识地将自己和网络上的人进行比较对比(李维姿等，2023)，希望自己越来越优秀，从而来提升

自己。步入大学后，大学生接触网络的时间相对来说更充裕，社交圈也越来越广泛，更容易进行网络上

行比较。当在与他人进行网络社会上行比较时，若大学生对自己的现状满足，情绪往往是积极乐观的，

但大学生若不满意自己现在的状态，会感到不满和嫉妒，这可能会导致负面情绪和不健康的竞争心态，

而大学生本身社会阅历还不够丰富，可能会采取攻击他人(如语言暴力、暴力威胁)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情

绪，让内心的不满和压力得到释放。也就是说，网络社会上行比较是产生攻击行为的原因之一(胡志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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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猛，2024)。以往的研究表明，个体在与比自己更优秀的人进行比较后，可能会诱发愤恨等敌意情绪，

敌意情绪则进一步导致攻击行为(Smith et al., 2012)。与此同时，网上冲浪的大学生还会与网上的群体进行

比较，基于网络特性，大学生受到的冲击更大，这种冲击可能会引起不满情绪与消极体验，可能进一步

导致攻击行为的产生。总而言之，网络社会上行比较对大学生攻击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即大学生的网

络社会上行比较程度越低，越不容易引起攻击行为的发生。 

4.2. 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证明了道德推脱在网络社会上行比较对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假

设 H2。认知–链接模型认为(Berkowitz, 1988)，个体进行网络社会上行比较后，可能会受到打击，容易产

生负性情绪体验，并且个体会反复地关注这些体验，再次面临相同场景(如与他人进行比较使自己处于不

利地位)时，个体往往会更加地关注以上负面信息，并且促使道德推脱水平升高(Bandura, 1999)，进而产

生攻击行为。以往研究表明，在消极情绪的影响下，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升高，容易出现攻击行为(Bandura, 
1999)，这支持了本研究的结果。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个体在网络上会注意到比自己优秀的人，容易陷

入竞争和攀比的心态中，从而诱发道德推脱水平升高，进而产生攻击行为(Smith et al., 2012)。换言之，在

网络社会交往活动中，大学生可能会遇到比自己更优秀的人，会不自觉地产生攀比和竞争心理，出现不

良的情绪，若对方的行为冒犯到了自己或重要他人，从而在道德推脱的作用下，个体会为自己的行为寻

找“合理化”的解释，并将原因归结到他人身上，他们可能会产生攻击行为。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提升大

学生的道德感，激活他们的道德自我调节过程，使他们的道德推脱水平降低，从而有效地减少大学生的

攻击行为，并改善学校存在的校园霸凌、聚众斗殴等问题。 

4.3.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有两方面不足。一方面，横断研究无法揭示长期变化趋势及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用纵向追

踪的方式探讨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动态变化。另一方面，本研究均采用自我报告法，易受到测量误差和被

试社会赞许效应的影响。因此，未来相关的研究可以与其他研究范式相结合来减少偏差的影响。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健康社会学视角下青少年网络攻击行为发生的累积生态风险机制研究”

(22XSH002)；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3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内蒙古地区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发展

轨迹和异质性研究”(S202310135039)。 

参考文献 
高峰强, 杨华勇, 耿靖宇, 韩磊(2017). 相对剥夺感、负性生活事件在羞怯与攻击关系中的多重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
理学杂志, 25(2), 347-350. 

高玲, 花苏晴, 李沛沛, 杨继平, 王兴超(2021). 同胞关系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 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和共情的调节作

用. 心理与行为研究, 19(2), 216-222. 

郭梅英, 魏广东, 张玉英(2010). 大学生攻击行为倾向与原生家庭特质焦虑及心理健康的关系. 中国学校卫生, 31(3), 
289-290. 

何幸, 崔丽莹(2016). 他人财富情绪: 妒忌的社会评估比较与认知加工分析. 心理科学进展, 24(9), 1485-1495. 

胡志琴, 熊猛(2024). 相对剥夺感与大学生网络欺凌的关系: 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与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 心理发展
与教育, 40(3), 346-356. 

李维姿, 吕晴, 佘瑞琴, 韩磊(2023). 微信使用强度与网络购物成瘾的关系: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中国临床心理学
杂志, 31(3), 578-582.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12898


尚小银 等 
 

 

DOI: 10.12677/ap.2024.1412898 392 心理学进展 
 

连帅磊, 孙晓军, 牛更枫, 周宗奎(2017). 社交网站中的上行社会比较与抑郁的关系: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及性别

差异. 心理学报, 49(7), 941-952. 

吕路, 高见和至, 董冬, Wong, L. R., 王翕(2013). 中文大学生版 Buss-Perry 攻击性量表的修订与信效度分析. 中国心

理卫生杂志, 27(5), 378-383. 

牛更枫, 孙晓军, 周宗奎, 孔繁昌, 田媛(2016). 基于 QQ 空间的社交网站使用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 上行社会比较和

自尊的序列中介作用. 心理学报, 48(10), 1282-1291. 

宋明华(2019). 社会比较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自我效能和自我肯定的作用. 硕士学位论文, 宁波: 宁波大学. 

王兴超, 杨继平(2010). 中文版道德推脱问卷的信效度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8(2), 177-179. 

王兴超, 杨继平, 刘丽, 高玲, 李霞(2012). 道德推脱对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影响: 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
育, 28(5), 532-538. 

王跃鹏, 孟维杰(2022). 班级欺凌规范对初中生旁观者行为的影响: 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4), 
522-528. 

温忠麟, 叶宝娟(2014).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22(5), 731-745. 

张豪(2020). 社交网络中的社会比较与攻击.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周浩, 龙立荣(2004).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12(6), 942-950. 
Anderson, C. A., & Bushman, B. J. (2002). Human Aggress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3, 27-51.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53.100901.135231 
Bandura, A. (1999).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Perpetration of Inhumaniti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3, 

193-209. https://doi.org/10.1207/s15327957pspr0303_3 
Bandura, A. (2002). Selective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Exercise of Moral Agency.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31, 101-119.  

https://doi.org/10.1080/0305724022014322 
Berkowitz, L. (1988). Frustrations, Appraisals, and Aversively Stimulated Aggression. Aggressive Behavior, 14, 3-11.  

https://doi.org/10.1002/1098-2337(1988)14:1<3::aid-ab2480140103>3.0.co;2-f 
Coyne, S. M., McDaniel, B. T., & Stockdale, L. A. (2017). “Do You Dare to Compare?” Associations between Maternal Social 

Comparisons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and Parenting, Mental Health, and Romantic Relationship Outcome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70, 335-340.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6.12.081 

Smith, H. J., Pettigrew, T. F., Pippin, G. M., & Bialosiewicz, S. (2012). Relative Deprivation: A Theoretical and Meta-Analytic 
Review.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6, 203-232. https://doi.org/10.1177/1088868311430825 

Wu, Y., Zhou, Y., & Shi, L. (2023). Defender Self-Efficacy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on Social Support and Bystander Behav-
iors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 Multilevel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Psicologia: Reflexão e Crítica, 36, Article 
No. 11. https://doi.org/10.1186/s41155-023-00253-3 

Yao, M., Zhou, Y., Li, J., & Gao, X. (2019). Violent Video Games Exposure and Aggression: The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nger, Hostility, and Disinhibition. Aggressive Behavior, 45, 662-670. https://doi.org/10.1002/ab.21860 

Zhao, H., & Zhang, H. (2021). How Pers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 Influences Moral Disengagement: The Role of Malicious Envy 
and Honesty-Humility.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63, 246-255. https://doi.org/10.1111/sjop.12791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12898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53.100901.135231
https://doi.org/10.1207/s15327957pspr0303_3
https://doi.org/10.1080/0305724022014322
https://doi.org/10.1002/1098-2337(1988)14:1%3c3::aid-ab2480140103%3e3.0.co;2-f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6.12.081
https://doi.org/10.1177/1088868311430825
https://doi.org/10.1186/s41155-023-00253-3
https://doi.org/10.1002/ab.21860
https://doi.org/10.1111/sjop.12791

	网络社会上行比较对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影响：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
	摘  要
	关键词
	The Effect of Upward Social Network Comparison on Aggressive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2.2. 方法
	2.2.1. 上行社会比较问卷
	2.2.2. 中文版道德推脱问卷
	2.2.3. 大学生攻击行为量表

	2.3. 统计学方法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3.2. 网络社会上行比较、道德推脱和大学生攻击行为的相关分析
	3.3. 道德推脱在网络社会上行比较对大学生攻击行为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4. 讨论
	4.1. 网络社会上行比较对大学生攻击行为的预测作用
	4.2. 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
	4.3. 不足与展望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