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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高职学生开展的结构化访谈，本文深入地了解了高职学生的攻击行为情况，同时分析了高职生校

园氛围感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基于20名高职学生的正式访谈结果，采用Nvivo软件对访谈内容进行三级

编码、词频分析及其项目分析图的质化分析。对校园内各种现象以及规定等的感受、社会支持和攻击行

为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该研究为高职院校教育管理提供了管理策略方面的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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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learned about the ag-
gressive behavior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nd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mpus at-
mosphere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 formal interview was con-
ducted with 20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nd Nvivo qualitative analysis software was u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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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uct Three-level coding of content,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item 
analysis graph. There wa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elings of various phenomena and regula-
tions on campus, social support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This study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management strategy of education management fo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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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攻击行为是指经常性的、有意伤害或挑衅别人的行为[1]。对于攻击行为的定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阐述。第一种是基于研究动物的攻击性提出的，该研究认为人和动物的攻击是与生俱来的。这种

观点认为行为造成了一定的伤害或者逃避远离的冲动，才可以称之为攻击行为。第二种是挫折—攻击理

论，挫折是攻击行为产生的重要来源。第三种是从行为结果出发的界定，只要在结果上让他人受到伤害

的行为，即界定为攻击行为。最后一种是基于意图的分析，只要施加行为的人属于有意并且不被社会认

可的行为，即可视为攻击行为。根据攻击产生的不同形式可以分为敌意、愤怒、身体攻击和语言攻击四

个方面。有研究者将语言攻击变成了替代攻击，也有学者根据个体网络行为编制了网络攻击行为问卷[2] 
[3]。 

学校是孩子离开家庭之后成长的第二摇篮，也是其成长过程中接触最多的地方，作为孩子成长的关

键期，处于青春期的个体具有心智不成熟、意志不坚定等特点，使得这一阶段的孩子很容易受到外界环

境的影响。良好的学校氛围譬如优秀的校园文化、融洽的师生关系、有序的教学制度、和谐的同伴交往

无疑会给学生营造健康的心理环境，而在职高、技校等校园内，其学校氛围不够完善充盈，导致部分心

理健康问题的产生：出现厌学情绪等；自律意识不够，攻击行为事件发生较多；学生具有严重的自卑心

理，意志消沉；对大学学习生活的不适应[4]。 
引发个体产生攻击行为的因素主要分为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两类。依据一般攻击模型，早期攻击行

为的形成会受到个体、家庭、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5]-[7]。首先，情绪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预测攻击

行为的预测源主要包括个体对情绪的控制能力以及个体的应对机制，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就是重要的变

量[8]。因此，提高个体情绪管理能力和心理弹性，可有效防止其攻击行为的发生[9] [10]。领悟社会支持

作为个体重要的弹性资源，对其心理健康有着重要作用。当个体感知到可利用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就

越能够促进积极人格的发展，并最终减少攻击行为水平[11]。社会学习理论认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

个体的心理功能起到预测作用，可以直接影响行为，同时还可以通过影响认知、情感等因素间接影响行

为，对个体的行为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12]。其次，对于儿童来说，主要社会环境涉及家庭和学校。家庭

经济状况、亲子关系、父母社会地位等也是重要影响变量[13] [14]。有关高职学生攻击行为的多因素分析

研究表明，不良饮食行为、自尊和父母教养方式等因素是高职学生产生攻击行为的主要原因[15]。而学校

层面，前人的研究发现，班级氛围和优秀的心理品质有助于改善学生对暴力行为的态度，最终减少暴力

行为[16]；此外，学生或老师对整个班级社会心理氛围以及对校园道德氛围的感知(即对校园内各种现象

以及规定等的感受)也是致使个体攻击行为产生的因素[17] [18]。学生对学校氛围的感知情况可以导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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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心理问题的产生，我们不能低估校园环境对学生行为的影响力。因此，探讨个体攻击行为在校园环境

变量影响下个体心理特征所起的作用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此类研究可为高职院校教育管理提供管理策略

方面的借鉴。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被试 

本研究对前期研究的攻击行为问卷(采用由 Buss 和 Perry 编制的，国内研究人员修订后的攻击行为量

表[19] [20])得分较高的被试进行了筛选。共选取 23 名攻击行为测评得分高于 55 分的学生进行访谈。3 名

高职学生作为预访谈对象，其余 20 名高职学生进行正式访谈。该研究中所有研究对象身体健康，无精神

方面的疾病。 

2.2. 研究工具 

访谈提纲：访谈所使用的工具为自编的访谈提纲，共设置了 11 个访谈问题。例如，您觉得目前所处

学校带给您的感受如何？比如学校里的老师、班级同学以及学校的规章制度等等，可以举例谈谈吗？ 
NVivo11.0 软件：该软件属于质性分析软件的一种。基于定性研究方法，软件可对文字、图像、音频

等内容进行质性分析，更加直观地构建相关问题。 

2.3. 研究程序 

首先，开展预访谈。基于研究目的，在文献查阅基础上编制结构性访谈提纲，进行预访谈，为后期

正式访谈做准备。其次，进行正式访谈。以电话访谈形式开展研究。本研究进行了一对一访谈，单次访

谈约 15 分钟。访谈前对注意事项、保密协议、录音许可问题予以了详细说明，并征得同意。有些项目进

行必要的追问，以深入收集更多资料。 

2.4. 数据处理 

将访谈录音材料进行文字转录，采用 Nvivo11.0 软件对研究被试的回答情况进行三级编码、词频分

析，并绘制项目分析图。 

3. 结果 

3.1. 编码结果 

首先，将转录后的文本输入 NVivo11.0，对文本进行编码最终形成 32 个开放式编码节点(见表 1)。对

开放式编码进行整理，建构主轴编码(见表 2)。进一步归纳整合主轴编码，建构核心编码(见表 3)，涉及校

园氛围感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领悟社会支持和攻击行为。 
 

Table 1. Examples of open coding 
表 1. 开放式编码示例 

序号 原始文本 初级编码 

1 整体学校，我感觉是比较好的，因为它能够满足学生们的需求，老师也挺好的，

有不懂的问题他们会耐心地解决问题。 
校园氛围感知较好 

2 目前我是 22 航海学院，航海一班的同学，我们导员对我们班特别好，为我们做

了很多便利事。 
教师支持 

3 同学、舍友之间也挺好的，她们都经常帮助我。 同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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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感觉挺合理的，比如学校的课程安排，会让我们参与制定，一周有合理时间的

课，也有许多空余的课余时间，学习和娱乐两者不冲突。 
自主性机会 

5 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应该没什么影响。 校园氛围感知不影响领

悟社会支持 

6 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正向的影响吧，如果个体所处的校园环境舒适和谐，那么个体

会形成更加积极的认知，也能更好地识别来自他人的帮助和支持。 
校园氛围感知与领悟社

会支持的正向关系 

7 可能是一种负向的影响，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校园氛围感知与领悟社

会支持的负向关系 

8 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过我很有自信，比如文化方面，但是在这个环境下真不

好改变。 
校园氛围感知影响攻击

行为 

9 没有什么影响，平时和他们打交道少，我们专业男生少，也就是平时在路上会碰

到一些男生，从他们的谈话讨论之中我就觉得不怎么样。 
校园氛围感知不影响攻

击行为 

10 
… 

我觉得不怎么样，学生被学校排除在一切活动之外，老师上课敷衍了事，同学之

间漠不关心，所以我基本上都是独来独往的。 
… 

校园氛围感知较差 
… 

 
Table 2. Spindle coding results 
表 2. 主轴编码结果 

编号 参考点 初级编码 所在主题 

J4、J9、J16、J17 5 校园氛围感知较高 校园氛围感知高 

J10、J11、J13 4 教师支持 校园氛围感知高 

J9、J11、J18、J20 6 同学支持 校园氛围感知高 

J9、J19 3 自主性机会 校园氛围感知高 

J4、J9、J11、J13 5 校园氛围感知不影响领悟社会支持 校园氛围感知对领悟社会支持的

影响 

J1、J7、J10、J12、J14、J17、
J18、J19、J20 

11 校园氛围感知与领悟社会支持的正

向关系 
校园氛围感知对领悟社会支持的

影响 

J7 1 校园氛围感知与领悟社会支持的负

向关系 
校园氛围感知对领悟社会支持的

影响 

J2、J3、J5、J6、J7、J8、J13、
J15、J17、J18、J19、 

14 校园氛围感知影响攻击行为 校园氛围感知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J1、J11、J16 3 校园氛围感知不影响攻击行为 校园氛围感知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J1、J2、J3、J5、J6、J7、J8、
J12、J14、J15 

15 校园氛围感知较差 校园氛围感知低 

J1、J3、J5、J6、J7、J10 8 表达快乐/自豪效能感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表现 

J4、J5、J8、J11、J15 6 调节生气/愤怒效能感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表现 

J9、J17 5 调节痛苦/沮丧效能感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表现 

J2、J8、J13、J18 4 管理内疚/羞耻效能感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表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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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re coding results 
表 3. 核心编码结果 

核心编码 主轴编码 

校园氛围感知 校园氛围感知低 

校园氛围感知高 

校园氛围感知对领悟社会支持的影响 

校园氛围感知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表现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调节 

领悟社会支持 领悟社会支持的表现 

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领悟社会支持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攻击行为 攻击行为高 

攻击行为低 

3.2. 词频分析结果 

对研究内容的编码结果进行词频分析，制作词云图(见图 1)。根据词频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氛围”

一词提的最多，“学校”、“老师”、“同学”、“环境”等词出现频率也较多，体现出青春期的青少年

由于心智不稳定等特点，更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导致心理健康水平降低。“积极”、“消极”、“不

好”等词出现的数量也较多。“情绪”“支持”出现的次数大于 10 次，且“情绪”出现次数更多，一方

面表明学生的回答切合所问的情绪相关问题，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情绪调节的重要性。 
 

 
Figure 1. Word cloud image 
图 1. 词云图 

3.3. 项目分析图 

根据研究中设置的编码建立的节点，运用项目图建构变量之间的项目模型图。结果发现，校园氛围

感知会影响领悟社会支持和攻击行为；领悟社会支持影响攻击行为并在校园氛围感知与攻击行为的关系

中起间接作用。具体结果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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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Project analysis diagram 
图 2. 项目分析图 

4. 讨论 

4.1. 高职学生校园氛围感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领悟社会支持和攻击行为的现状 

在 20 名访谈对象中，有 10 名受访者表示自己感知到的校园氛围较好，可以感受到老师的关爱和同

学的关心，10 名访谈对象表示自己感知到的校园氛围较差。其中很多受访者表示个体与老师、同学的关

系是氛围感知的直接体现。在领悟社会支持方面，领悟社会支持中的各因子在不同受访者的回答中均有

出现，其中出现最多的是家人支持、朋友支持。在攻击行为上，9 名受访者表示自己攻击行为较低或者不

认为存在攻击行为，11 名受访者表示最近有破坏、敌对、愤怒、言语攻击等现象。由于本次的访谈对象

是高等职业学校学生，属于年轻的成年人群体，这类群体在面对问题进行宣泄时通常以与别人减少正面

冲突为主，即较少进行身体攻击。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方面，17 名受访者表示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

情绪调节对于个体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上所带来的帮助和价值。在面对各种情境时，更多的受访者表

示自己有信心去表达快乐和自豪，调节自己的生气与愤怒情绪，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保持乐观

积极的心态，这样才能在各种情境之中保持较为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 

4.2. 高职学生校园氛围感知、领悟社会支持、攻击行为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关系 

本研究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在校园氛围感知和攻击行为的关系问题上，有 12 名

受访者认为校园氛围感知对攻击行为产生影响。受访者认为，如果感知到的校园氛围不友好、不和睦会

使个体产生愤怒、敌对等攻击行为，而好的校园氛围可以让个体感到更加的舒适和惬意，从而维持其较

好的心理健康水平。有的受访者称“感觉挺合理的，比如学校的课程安排，一周有合适时间的课，也有

许多空余的课余时间，学习和娱乐两者不冲突，不会让学生厌烦学习。”“同学们都不愿和你接近，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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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自己一直闷闷不乐，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学校”。这类观点和前人的研究结论一致，校园氛围感知会

负向预测攻击行为[21]。在校园氛围感知和领悟社会支持的关系方面，有 69%的人认为，校园氛围感知对

领悟社会支持有正向影响，有受访者认为“如果在我所处的校园环境中，老师工作勤勤恳恳、上课认真

负责、同学之间相互帮助，那么我会觉得身心舒适、舒畅，会变成一个活泼开朗的人，由此我也能更好

地识别父母朋友对我实施的帮助”。有受访者在回答中表示，校园氛围感知可能在短时间内对领悟社会

支持产生正面影响，一旦个体接受了这样的校园环境，个体的领悟社会支持能力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因

此，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如果个体能从中反省并提升相关能力会带来持续稳定的积极影响，这也为情绪

调节自我效能感在二者的关系中起调节支持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未来进一步开展校园氛围感知对领悟

社会支持的影响机制研究提供了借鉴。在领悟社会支持和攻击行为的关系方面，如果领悟社会支持能力

得到了较好的培养，会表现出较少的攻击行为[22]。例如“当我脱离校园不好的环境时，父母朋友的关心

和支持也会让我变得开心积极，不会产生想要攻击他人的冲动”、“当所处环境不友好时，我们会尽可

能地去改变一些不合理认知，进而来降低自己的攻击行为”。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方面，

较高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下，校园氛围感知对领悟社会支持的正向影响会增强，例如“当我有能力对

自己的负面情绪进行调节时，我肯定更能感受到家人和朋友的帮助，那么不良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就会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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