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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行为指个体有意去伤害他人躯体或心理的

行为[1]。据统计，大约有51%的青少年在中学时期表

现出较高水平的攻击性，并且青少年的攻击倾向在

整个青春期呈现显著增长趋势[2]。攻击行为是影响

青少年社会交往、心理适应以及人格发展的重要危

险因素。在青少年阶段，同伴群体成为青少年寻求

接纳和归属感的关键环境，友谊在其个性和社会性

的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鉴于此，本研究

将尝试从友谊的视角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前因及其

中潜在的中介机制进行探究。

青少年的友谊处于亲密的共享阶段，他们很重

视友谊关系中的承诺，并具有占有性和排他性的特

点[3]。当青少年感知到外人介入且威胁到他们的友

谊质量时，友谊嫉妒就会产生。友谊嫉妒是青少年

认为有局外人威胁着自己与同伴之间的友谊而产生

的消极情绪[4]，包括紧张、愤怒、沮丧、不安等成分，严

重影响个体的身心发展 [5]。基于广义紧张理论，个

体所经历的紧张以及压力可能会导致其产生攻击等

非适应性行为[6]。友谊嫉妒是一种紧张不安的压力

情绪状态，因此，友谊嫉妒可能是青少年表现出非适

应性攻击行为的原因。已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

了我们的这一推理。具体而言，友谊嫉妒可以正向

预测朋友间的消极行为 [7]，在同伴关系中产生友谊

嫉妒的青少年往往会做出关系攻击、身体攻击，表现

出更多的攻击倾向 [8，9]。据此，本研究假设：青少年

的友谊嫉妒与攻击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H1)。
自尊是指个体对自我的态度，也就是个体对自

我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反映了个体知觉到的自我的

现实状态与理想状态的差异[10]。自尊的社会计量器

理论认为，对个体或其社会纽带造成破坏的自我威

胁事件会降低个体自尊，经历过真实或想象中的自

我威胁事件的个体，会具有较低的自尊特质[11]。友

谊嫉妒的产生根源就在于青少年感知到自己与同伴

的友谊关系受到了他人的威胁，因此友谊嫉妒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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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青少年自尊降低。实证研究也显示友谊嫉妒

水平高的青少年，其自尊水平较低[12]。关于自尊与

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社会连接理论认为低自尊会

削弱青少年的社会连接，从而减少其行为与社会规

范的一致性，增加其犯罪行为[13]。已有研究也表明，

青少年的低自尊会对其攻击行为产生影响[14，15]。国

内研究也发现自尊在青少年友谊嫉妒与攻击行为间

起中介效应[16]。据此，本研究假设：自尊在友谊嫉妒

与青少年攻击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H2)。
自我控制是指个体有意识地控制自己冲动性的

能力，从而使自己的冲动反应转换为符合道德和社

会期待的行为[17]。大量研究发现，自我控制能力与

攻击行为存在显著负相关[18，19]。根据自我控制的资

源模型，自我控制的实现需要消耗心理资源，而个体

的认知资源又是有限的，所以自我控制能否成功实

现，主要是由可用于自我控制的认知资源的多少来

决定的。已有研究发现，消极情绪会因为消耗更多

的认知资源而削弱自我控制的力量[20]。因此，作为

一种典型的消极情绪，友谊嫉妒会导致自我认知资

源的损耗程度增加[21]，使个体的自我控制力量减弱，

进而产生更多的攻击行为[19]。据此，本研究假设：自

我控制在友谊嫉妒与青少年攻击行为之间发挥中介

作用(H3)。
研究表明，自尊与自我控制存在正相关[22]，且自

尊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自我控制[23]。高自尊的个体在

自我控制方面表现得更好；而自尊水平越低的个体，

其自我控制能力也较差[24]。此外，自尊还可以通过

自我控制间接影响青少年的攻击行为，自我控制在

自尊与攻击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13]。据此，本

研究假设，青少年自尊和自我控制在友谊嫉妒与攻

击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H4)。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通过问卷星线上收集数据，对来自广西、

四川、山西、河南四省的 664名青少年进行了调查。

经整理后剔除无效数据60份，最终得到有效数据604
份，有效率为91.0%。其中男性270人（占44.70%），

女性334人（占55.30%）；初一学生176人（29.14%），

初 二 学 生 313 人（51.82%），初 三 学 生 115 人

（19.04%）；生源地为城市的有 173人（占 28.64%），

农村的有431（占71.36%）。

1.2 研究工具

1.2.1 友谊嫉妒 为了测量青少年的友谊嫉妒倾

向，采用吴莉娟、王佳宁与齐晓栋修订的友谊嫉妒问

卷[25]。该问卷由10个题项组成，采用5点计分方式，

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本研究

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1.2.2 自尊 选取Rosenberg编制，季益富和于欣

修订的自尊量表来测量青少年的自尊水平[26]。该量

表由 10个题项组成，采用 4点计分方式，1表示“非

常同意”，4表示“非常不同意”。该量表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27]，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80。
1.2.3 自我控制 采用 Tangney等人编制，由谭树

华、郭永玉修订的自我控制量表来测量青少年的自

我控制水平[28]。该量表由 19个题项组成，采用 5点
计分方式，1 表示“完全不符合”，5 表示“非常符

合”。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9]，本研究中，该量

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
1.2.4 攻击行为 选取 Buss和 Perry编制，由罗贵

明修订的攻击问卷来测量青少年的攻击水平[30]。该

问卷由 29个题项组成，采用 5点计分方式，1表示

“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该问卷具有良

好的信效度[31]，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
数为0.89。
1.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5.0以及Hayes开发的 SPSS宏程序

PROCESS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和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来考察共同方法偏

差。根据未旋转的因子分析结果，共提取出14个特

征根大于 1 的因子，最大因子的解释变异量为

21.09%(小于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

方法偏差。

2.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见表 1)，友谊嫉妒与自尊、自我

控制显著负相关，与攻击行为显著正相关；自尊与自

我控制显著正相关，与攻击行为显著负相关；自我控

制与攻击行为显著负相关。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结果

注：**P<0.01。

变量

1.友谊嫉妒

2.自尊

3.自我控制

4.攻击行为

M
2.00
2.69
3.31
2.54

SD
0.90
0.47
0.64
0.60

1
1

-0.15**
-0.29**
0.36**

2

1
0.49**
-0.34**

3

1
-0.63**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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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本研究采用 SPSS宏程序 PROCESS的模

型 4分别来检验自尊、自我控制在友谊嫉妒与攻击

行为间的单一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在控制性别与

年级之后，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表明：

自尊在友谊嫉妒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单一中介效应显

著，ab=0.04，SE=0.01，95%的置信区间为[0.01, 0.07]，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1.05%。另一方面，自我控制

在友谊嫉妒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单一中介效应也显

著，ab=0.16，SE=0.03，95%的置信区间为[0.11, 0.21]，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5.92%。

采用模型6对自尊与自我控制的链式中介效应

进行检验（见表2）。友谊嫉妒显著正向预测攻击行

为（β=0.35, t=8.97, P<0.001），显著负向预测自尊

（β=-0.13, t=-3.20, P<0.01）。友谊嫉妒显著负向预

测自我控制（β=-0.22, t=-6.14, P<0.001），自尊显著

正向预测自我控制（β=0.46, t=13.29, P<0.001）。当

友谊嫉妒、自尊和自我控制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自

尊对攻击行为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3, t=-
0.96, P>0.05）。进一步的链式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

果表明（表 3）：间接效应 1，友谊嫉妒→自尊→攻击

行为，置信区间包含 0，间接效应值为 0.005，该路径

不显著；间接效应2，友谊嫉妒→自我控制→攻击行

为，该路径的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值为0.121；间
接效应3，友谊嫉妒→自尊→自我控制→攻击行为，

这条路径的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值为0.034。

预测变量

性别

年级

友谊嫉妒

自尊

自我控制

R2

F

方程1（攻击行为）

β
0.06
0.08
0.35

0.13
30.88***

t
0.83
1.44
8.97***

方程2（自尊）

β
-0.23
-0.03
-0.13

0.04
7.62***

t
-2.86**
-0.45
-3.20**

方程3（自我控制）

β
0.15

-0.16
-0.22
0.46

0.30
65.15***

t
2.11*

-3.30**
-6.14***
13.29***

方程4（攻击行为）

β
0.08

-0.02
0.19

-0.03
-0.56
0.44

92.91***

t
1.24

-0.44
5.79***

-0.96
-15.30***

表2 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注：模型中性别为虚拟变量：男=0，女=1，其余所有变量经过标准化处理。*P<0.05，**P<0.01，***P<0.001。
表3 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青少年的友谊嫉妒与攻击行为存

在显著正相关。该结果支持了广义紧张理论，表明

青少年的友谊嫉妒水平越高，越有可能引发攻击行

为。同时验证了友谊嫉妒对攻击行为影响的跨文化

一致性 [8]，说明友谊嫉妒是引发青少年攻击行为的

重要因素。

自尊在友谊嫉妒与攻击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

用，具体体现为友谊嫉妒负向预测自尊，同时自尊也

负向预测攻击行为。根据自尊的社会计量器理论，

个体自尊受到人际关系好坏的影响。友谊嫉妒意味

着青少年担心自己是受排斥的、不受欢迎的，也就是

说，青少年在遭受友谊的威胁后，还伴随着自我认同

的降低，自尊心水平因此而下降。在现实生活中，低

自尊的个体可能会封闭自己，缺少与外界沟通的勇

气，拒绝与社会接触，因此缺乏与社会规范的一致

性，所以在采取行动来避免人际关系失败或消解自

己内心的不快时，很可能选择攻击这种偏激的不良

方式。因此，提高青少年的自尊是减少青少年友谊

嫉妒引发攻击行为的关键切入点。

友谊嫉妒会通过自我控制对攻击行为产生影

响，具体体现为友谊嫉妒负向预测自我控制，自我控

制负向预测攻击行为。这与自我控制的资源模型具

有一致性，表明嫉妒作为一种消极情绪会削弱自我

控制的力量，即产生友谊嫉妒的青少年将自己的大

量注意力集中在此消极事件中，导致个体的自我控

制能力降低，处理问题表现出更多的冲动性，继而增

加了攻击行为。因此，关注自我控制能力的提升对

减少青少年的攻击行为尤为重要。有学者指出，自

我控制能力像肌肉一样可以经过锻炼得以提升，可

以通过训练来改善某一个领域的自我控制力，并可

以将这种能力扩散于其他领域[32]，这为帮助青少年

提高自我控制能力以减少攻击行为带来了思路。

本研究验证了友谊嫉妒通过自尊和自我控制的

链式中介作用对攻击行为产生间接影响的假设，这

总间接效应

间接效应1
间接效应2
间接效应3

间接
效应值

0.160
0.005
0.121
0.034

Bootstrap
SE

0.026
0.006
0.022
0.012

Boot CI
下限

0.110
-0.005
0.080
0.012

Boot CI
上限

0.211
0.017
0.166
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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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果揭示了自尊与自我控制之间的密切关系。高

自尊的个体倾向于更高地评价自己，良好的自我认

同使其拥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这能够提升个体的

自我控制力[33]，而低自尊个体缺乏自我认同与自我

规范，具有较低的自我控制能力，从而导致不良行为

的增多。当青少年产生友谊嫉妒时，他们会因为人

际关系的不好而产生消极的自我认知，对自己的评

价及态度变得悲观，因此自尊水平下降。这导致其

自我效能感不足，对生活失去信心，进而降低自我要

求，自我控制减少，做出攻击等偏激反应。本研究认

为，提升个体的自尊，形成积极的自我感知，有助于

增强自我控制的能力，从而削减友谊嫉妒所带来的

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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