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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少年攻击行为是当今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其影响广泛且深远，不仅危害攻击者和受害者的身心

健康，还可能引发诸多社会问题。文章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剖析青少年攻击行为的成因，

并探索有效的干预策略。攻击行为包括身体攻击、言语攻击和关系攻击等类型。其形成受家庭、学校、

社会和个人多方面因素影响，如不良家庭教养方式、校园不良环境、社会暴力文化、个体冲动性及认知

偏差等。针对这些成因，提出青少年攻击行为的治理需整合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多方资源，构建系统性

的预防与干预体系，旨在降低青少年攻击行为发生率，促进其健康成长，为构建全方位干预体系提供理

论与实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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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olescent aggressive behavior is a pressing social issue with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affecting 
not only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well-being of both perpetrators and victims but also contributing 
to broader societal problems. Based on a review of previous research, this study provides a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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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th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adolescent aggressive behavior and explores effectiv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ggressive behavior manifests in various forms, including physical aggression, verbal 
aggression, and relational aggression. Its development is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adverse parenting styles, unfavorable school environments, violent social cultures, individual impul-
sivity, and cognitive biases. In response to these contributing factors,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ad-
dressing adolescent aggressive behavior requir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hat mobilizes resources 
from families, schools, and society to establish a systematic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framework.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olescent aggression, promote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a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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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少年攻击行为已成为当今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其短期与长期影响均极为深远，不仅对攻击

者与受害者造成严重负面后果，还可能引发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每年约有 20 万

起暴力事件发生在 10~29 岁的青少年中，平均每 10 万人中有 12.7 人因此丧生，数百万青少年因攻击行

为导致严重伤害需接受紧急医疗救治[1]。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在 9 至 15 岁的

学生群体中，每三人中就有一人曾与同龄人发生肢体冲突，32.4%的学生在过去 12 个月内曾遭受身体攻

击[2]，这表明攻击行为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且形势严峻。研究表明，青少年攻击行为不仅是成年后

严重犯罪与暴力行为的重要预测指标[3]，还与青少年群体中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密切相关。此外，攻击

行为在校园环境中尤为突出，其频发性及危害性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4]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个体的健康

发展，甚至可能对生命安全构成直接威胁[5]。鉴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复杂性及其广泛影响，如何有效降

低攻击行为的发生率、减少其带来的社会危害，已成为学术界和教育实践领域关注的重点。国内外学者

已在此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包括家庭干预、学校教育改革、心理辅导及社会支持体系构建等多

种干预策略。然而，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对攻击行为发生机制的理解尚不够深入，跨学

科合作不足，实践干预效果有待进一步验证。因此，本文将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

青少年攻击行为的深层次成因，并探索更为高效的干预手段，以期为降低青少年攻击行为、促进其健康

成长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2. 攻击行为的定义及类型 

2.1. 攻击行为定义 

攻击行为是指个体以言语或行动方式故意对他人造成伤害或痛苦的行为。这种伤害既可以是身体上

的，也可以是心理上的[6]。 
攻击行为通常具有以下特征：1) 意图性，即行为者具有明确的伤害目的，而非意外行为；2) 针对性，

即攻击对象通常是特定的个体或群体；3) 伤害性，即行为的结果导致受害者的生理或心理受到损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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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攻击行为类型 

在青少年群体中，攻击行为可能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涵盖直接的肢体冲突、语言攻击，乃至更

为隐蔽的关系攻击。这些行为不仅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还可能对其未来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产生

深远影响。 
1) 身体攻击 
指通过身体接触或暴力手段对他人造成伤害，如殴打、推搡、踢打等[8]。青少年群体中常见的校园

暴力属于此类。 
2) 言语攻击 
指通过语言表达对他人进行攻击，如辱骂、威胁、羞辱、讽刺等[9]。虽然不涉及直接的肢体冲突，

但言语攻击可能对受害者的心理造成长期影响，甚至引发抑郁或焦虑等心理问题。 
3) 关系攻击 
也称社会性攻击，指通过操控社会关系来排斥、孤立或损害他人的社会地位，如散播谣言、排挤同

伴、操控友谊等[10]。这种攻击形式在青少年，尤其是女性群体中较为常见。 

3. 青少年攻击行为形成原因分析 

3.1. 家庭因素 

家庭环境是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关键因素之一，父母的教养方式、家庭结构以及亲子关系都可能

对青少年的攻击倾向产生深远影响。家庭暴力或父母对孩子的身体惩罚会显著增加青少年的攻击行为，

长期处于高冲突家庭环境的青少年往往习得攻击性解决问题的方式，认为暴力是一种可接受的行为策略。

此外，缺乏温暖和支持的亲子关系也可能导致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能力较差，从而在面对冲突时更容易采

取攻击性行为[11]。 
不同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亦有所不同。专制型教养方式，即父母对孩子采取高控制、

低支持的教育模式，往往会促使青少年形成较高的攻击倾向，而放任型教养方式可能导致孩子缺乏行为

规范，攻击行为亦较为普遍。相比之下，民主型教养方式，即在提供情感支持的同时设定合理的行为规

范，有助于降低青少年的攻击倾向[12]。家庭结构的变化，如单亲家庭或重组家庭，也可能成为青少年攻

击行为的诱因。成长于单亲或冲突频繁家庭的青少年比在完整、和谐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个体更容易表

现出攻击性。这可能是由于家庭破裂带来的情感不稳定性，或监护人的关注度减少，使青少年缺乏适当

的行为引导。此外，父母的不良榜样作用，如父母自身具有攻击行为，或对孩子的攻击行为缺乏有效监

管，也可能强化青少年的攻击性。因此，改善家庭环境、提升父母教育方式的科学性，以及加强亲子关

系建设，均是减少青少年攻击行为的重要途径。 

3.2. 学校因素 

学校环境作为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场域，对其行为模式和心理发展具有直接影响。一般攻击模型认

为，特定情境下的刺激(如被欺凌、竞争压力)会激活个体的攻击性认知，并通过情绪唤起增强攻击倾向。

校园欺凌、师生关系、学校管理制度及同伴关系均可能影响青少年的攻击倾向。研究表明，长期遭受欺

凌的青少年不仅可能发展出攻击性防御行为，还可能以暴制暴，形成攻击性人格[13]。此外，在缺乏有效

监管的校园环境中，攻击行为更容易被强化，形成恶性循环。 
师生关系在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如果学生在学校中感受到公平、尊重和关爱，

他们更倾向于采用积极的社会行为；反之，如果教师采取专制管理方式，或忽视学生的情感需求，青少

年的不满情绪可能转化为攻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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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群体也是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的重要因素。处于攻击性同伴群体中的个体更容易受到社会学习

机制的影响，模仿并习得攻击性行为。尤其在青春期，青少年对同伴关系的重视程度较高，他们可能为

了获得群体认可而表现出攻击性行为。此外，社会排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被排斥的青少年可能会以攻

击行为作为应对策略，从而导致更严重的社会适应问题[14]。 

3.3. 社会因素 

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发生不仅受家庭和学校的影响，也深受社会环境的制约。社会文化、媒体暴力、

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社区环境等因素，都可能对青少年的攻击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

攻击行为不仅受到个体和直接环境的影响，还受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政策法规及媒介环境的塑造。例如，

社会对暴力行为的宽容度、法律对校园欺凌的监管力度以及主流媒体对攻击行为的描绘方式，都会在更

深层次上影响青少年的攻击倾向。 
在某些文化中，暴力被视为解决问题的可接受方式，例如，在强调“面子文化”的社会环境中，青少

年可能认为以暴制暴是一种维护尊严的必要手段，一些地区长期存在的社会暴力、犯罪率高企，可能使

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习得攻击性行为，形成更高的暴力容忍度。 
媒体暴力的广泛传播也可能导致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增加。研究表明，长期接触暴力影视、电子游戏

及社交媒体上的攻击性内容，会降低青少年对暴力行为的敏感性，使其更容易模仿攻击行为。此外，社

交媒体的匿名性和传播速度加快了网络欺凌现象，使得青少年更容易实施或成为攻击行为的受害者[15]。 

3.4. 个人因素 

心理特征方面，个体的冲动性、自我控制能力、共情能力等因素均影响其攻击行为。在 I³理论的框

架下，敌意归因偏差可以被视为一种促成因素，而情绪调节能力的缺乏则削弱了抑制因素。冲动性较高

的个体往往在情绪激动时难以抑制攻击行为，而自我控制能力较低的青少年难以权衡攻击行为的后果。

相反，共情能力较强的个体通常能理解他人的情感，并减少攻击性[16]。 
2022 年的一项元分析现实显示，高水平的情商可以作为青少年攻击性行为的缓冲器，让受害者和攻

击者都参与较少的攻击性行为[17]，同样从发展的角度看，情商低的青少年会比情商高的青少年拥有更多

的语言和人际方面的攻击行为[18]。 
同时，认知偏差也是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的重要因素。例如，具有敌意归因偏差的青少年更容易误

解他人的意图，将中性甚至友好的行为解释为敌意，从而采取攻击性应对策略[19]。 

4. 解决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对策 

4.1. 加强家校合作 

家庭是青少年社会化的最初场域，父母的教养方式、亲子互动质量以及家庭氛围对青少年攻击行为

的发生有深远影响。高冲突家庭环境、不当的教养方式(如过度惩罚或忽视)、家庭功能失调等因素均可能

促使青少年表现出更高的攻击倾向[20]。因此，加强家庭作用是减少青少年攻击行为的重要路径。 
首先，父母应优化家庭教养方式，减少消极管教行为。研究发现，专制型教养容易激发青少年的叛

逆心理，而过度溺爱则可能导致他们缺乏行为约束。因此，父母应采用民主型教养方式，既提供情感支

持，又设定合理的行为规范，引导孩子建立适当的情绪调节和冲突解决策略。例如，可实施家长教育计

划，每月举办线上线下结合的民主型教养讲座，并开发家校互动 APP 实现教师–家长实时沟通，在面对

孩子的冲动行为时，父母应以冷静、理性的态度进行沟通，而非简单地责骂或体罚，以减少青少年通过

攻击性行为寻求关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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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改善亲子沟通质量，增强家庭情感联结。青少年阶段是个体独立意识逐渐增强的关键时期，

如果亲子关系紧张、缺乏有效沟通，孩子可能会通过攻击行为表达不满或寻求控制感。因此，父母需创造

良好的家庭沟通氛围，倾听孩子的想法，关注其情绪状态，以理解和尊重的态度与孩子探讨问题。例如，

设立家庭会议制度，让孩子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定期组织亲子合作活动(如户外拓展、手工制

作)，强化家庭情感联结，从而降低因情绪积压而导致的攻击性反应。 
最后，建立和谐稳定的家庭氛围，减少家庭冲突。父母间的冲突不仅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情绪状态，

还可能成为其攻击性行为的榜样学习来源。因此，家庭成员之间应学会有效的冲突解决策略，如非暴力

沟通、协商式讨论等，避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过激的言语或肢体冲突。针对家长参与度低的问题，可通

过提供交通补贴、灵活参与时间(如周末录播课程)及“和谐家庭”证书奖励机制提升积极性；针对沟通平

台使用率不足，可结合积分奖励(如兑换文具)和定期重要通知推送，增强家庭凝聚力，降低孩子因孤独或

压力而产生的攻击性倾向。 

4.2. 发挥学校教育的重要作用 

学校作为青少年社会化的主要场域，对其行为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教育机构不仅需要教授学科知识，

更应承担起培养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和情绪管理能力的责任。研究表明，校园暴力、学业压力、人际冲突

等均可能成为青少年攻击行为的诱因。因此，学校教育在预防和干预青少年攻击行为方面发挥着不可或

缺的作用。 
首先，学校应加强品德教育，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共情能力。学校可以通过课程设置、主题班

会、社会实践等多种方式，引导学生理解攻击行为的危害，提高他们的道德认知水平。例如，学校可以

组织“模拟冲突解决”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情境模拟中学习如何运用非暴力方式处理冲突。此外，教师

应加强对学生日常行为的观察，及时发现并纠正攻击性倾向，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行为规范。 
其次，构建友善的校园环境，减少攻击行为的外部刺激。研究发现，竞争压力过大、师生关系冷漠、

同伴关系紧张等因素可能会加剧青少年的攻击行为。因此，学校应倡导合作式学习，减少过度竞争带来

的焦虑和挫败感，同时鼓励学生在团队合作中培养同理心和沟通能力。此外，学校应建立健全的校园欺

凌预防机制，设立心理咨询中心，设立匿名举报通道与学生自治委员会，开展“友善校园周”活动，鼓励

教师定期参与“非暴力沟通”培训，提升冲突管理能力。让学生在面对情绪困扰时有合理的宣泄渠道，

而非通过攻击性行为进行表达。 
最后，教师应掌握有效的课堂管理和行为干预策略。教师的管理风格对学生的行为模式具有重要影

响。研究表明，民主型管理方式能够减少学生的攻击性行为，而专制型或放任型管理则可能导致攻击性

增加。针对教师资源短缺，可引入外部机构合作分担课程设计；针对学生抵触新课程，采用游戏化教学

(如角色扮演)增强趣味性。此外，建立“学长导师”计划与同伴调解小组，通过高年级学生示范积极行为，

引导学生自主化解矛盾。教师应在课堂管理中保持公平、公正，避免体罚或羞辱性批评，同时对表现出

攻击倾向的学生进行个别辅导，引导其学习更健康的情绪管理和冲突解决方式。 

4.3. 对个体行为进行矫正和干预 

青少年的攻击行为往往受个体心理特质、情绪调节能力和社会认知水平的影响。因此，从个体层面

进行针对性干预，能够有效减少攻击行为的发生，提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 
首先，培养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能力，减少冲动性攻击行为。研究发现，情绪调节能力较弱的青少年

更容易以攻击性方式应对挫折[21]。基于此，可以针对不同风险等级学生实施分级干预：全体学生进行心

理健康普测，中高风险个体分别接受团体辅导(如认知行为疗法小组)或一对一心理咨询。推广“情绪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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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与“5-4-3-2-1 冷静法”工具包，并在体育课中融入团队合作游戏，培养挫折耐受力。家长、教师及

心理工作者可以通过情绪管理训练，如深呼吸、正念冥想、自我对话等方法，帮助青少年学会调节负面

情绪。此外，学校和家庭可以提供心理教育课程，让青少年认识到愤怒等情绪的合理性，并学习如何用

适当的方式表达情绪，而非诉诸攻击行为。 
其次，针对有较强攻击倾向的个体，可采取认知行为疗法(CBT)进行干预。CBT 是一种科学有效的心

理干预手段，能够帮助青少年识别和调整攻击性思维模式。例如，青少年可能会因为误解他人意图而产

生敌意性归因，从而表现出攻击行为。CBT 可以通过角色扮演、认知重构等方法，引导青少年客观分析

社会情境，减少敌对认知，从而降低攻击性反应。 
此外，建立支持性社会网络，提供更多积极的行为示范。青少年往往会模仿身边人的行为，因此，可

以鼓励他们参与体育运动、志愿服务等积极社交活动，此外为缓解心理咨询师短缺，可招募高校心理学实

习生并培训班主任掌握基础疏导技能；针对学生排斥心理服务，将咨询更名为“成长辅导”，结合沙盘游

戏等趣味活动降低抵触感。同时，邀请名人分享非暴力应对经验，选拔“情绪管理模范生”作为校园大使，

通过短视频传播正向行为模式。从而使青少年在集体环境中学习合作与共情，减少攻击性行为的发生。 

4.4. 营造良好和善的社会风气 

社会文化环境对青少年的行为习惯具有重要影响。社会风气的恶化，如网络暴力、媒体暴力、社会

不公等，可能会强化青少年的攻击性认知。因此，社会应承担起责任，共同营造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 
首先，加强媒体监管，减少暴力内容的传播。长期接触暴力影视、游戏或网络内容可能会增强青少

年的攻击性倾向。因此，政府和社会应加强对暴力内容的监管，鼓励媒体传播正能量的内容。 
其次，推动社会公益活动，倡导友善文化。可以通过社区活动、志愿者服务等方式，鼓励青少年参

与合作性活动，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同理心，减少攻击性行为的发生。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政府应设

立专项基金支持反暴力项目，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定期评估效果。针对社会资源分散问题，可成立

区域青少年心理健康联盟整合资源；针对短期效果难维持，可制定五年分阶段行动计划，定期发布社会

影响力报告增强公众信心，形成长效干预机制。构建和谐、尊重、互助的社会环境，从根本上减少青少

年攻击行为的发生。 

5. 结语 

青少年攻击行为问题已成为社会亟待解决的重大挑战，它不仅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发展，还可能加

剧校园暴力、家庭冲突及社会不稳定因素。攻击行为的形成涉及家庭、学校、社会及个体心理等多重因

素，其复杂性要求多方协同应对。为有效降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发生率，亟需构建全方位的干预体系，

包括优化家庭教育方式、完善校园管理制度、加强心理干预措施以及倡导积极的社会文化氛围。未来，

政府、学校、家庭及社会各界应通力合作，通过科学研究、政策引导和实践探索，为青少年营造一个安

全、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共同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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