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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亲子依恋风格、同伴关系以及欺负行为在性别、年级等人

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亲子依恋、同伴关系与欺负行为三者之间的关

系。方法：采用亲子依恋量表、同伴关系问卷和 Olweus 儿童欺负问卷对 532 名

小学生高年级儿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亲子依恋的性别、年级在总分上差异显

著，亲子依恋的性别在亲近倾向、信赖程度维度上也差异显著。欺负行为的性别、

年级在各个维度上差异显著，男生在欺负行为的各个维度的得分显著地高于女

生。同伴关系在同伴接受维度上性别差异显著，但无年级差异。亲子依恋两维度

分别与同伴关系中同伴接受维度显著正相关、同伴恐惧自卑维度显著负相关；同

伴关系中的同伴接受维度和亲子依恋的两个维度与欺负行为的三个维度之间呈负

相关，同伴关系中的同伴恐惧自卑维度与欺负行为的三个维度呈正相关。结论：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子依恋水平能够显著地预测儿童在校的欺负行为；同伴关系

在亲子依恋与欺负行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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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style, peer 

relationship, bullying behavior in gender, grade and other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to further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arent-child attachment, peer relationship 

and bullying behavior. Methods: the parent-child attachment scale, peer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 and Olweus child-bullying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532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of senior grade. Results: the gender and grade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otal score, and the gender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lso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ntimacy tendency and trust degree.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and grade of bullying behaviors in all 

dimensions, and boys sco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girls in all dimensions of bullying 

behaviors.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peer acceptance was significant, but there was 

no grade difference. The two dimensions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imension of peer acceptance and the dimension of 

peer fear and inferiority, respectively. The two dimensions of peer accepta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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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child attachment in peer relationship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bullying behavior while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eer fear and 

inferiority in peer relationship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bullying behavior. Conclusion: the level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bullying behaviors in school. Peer relationship 

plays a part of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bullying behavior.

Key words: Senior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Parent-child attachment; Peer relations; 

Bullying; Being bul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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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中小学关于校园欺负的事件屡见不鲜，甚至随着年级的递升，这

一现象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校园欺负也因此受到人们的关注。最早专门研究

欺负行为的挪威心理学家 Olweus 认为，欺负是攻击的一个子集，是指力量强大

的儿童经常利用言语或身体方式给弱小儿童带来伤害性行为［1］。欺凌事件在

各个国家和地域都曾发生，校园更是欺凌多发的地点。很多研究表明，儿童的

攻击（欺凌）倾向与父母与孩子的亲近程度成反比。例如，与父母亲近程度低

的儿童较易发生攻击行为，导致在校园内难以获得良好的同伴关系［2］。此外，

同伴关系更是直接影响到学生在校园内的生活质量。有研究发现受欺负者难以

被同伴接纳甚至会被拒绝；同时，较差的接纳关系又会导致儿童的欺负行为，

从而形成一系列恶性循环事件［3］。由此可见，欺负行为的产生与同伴关系、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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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依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最早系统地探究依恋问题的是英国的精神分析学家 Bowlby，他认为依恋可以

定义为个体与特定的他人形成牢固的情感纽带的倾向。陈丽君对亲子依恋有了进

一步阐述，即为婴孩与第一照看人（一般是母亲）之间建立起来的情感联结状态

［4］。拥有安全依恋的儿童有更多的积极行为，在同伴交往中拥有更多的人际吸

引力，很少出现消极和攻击行为［5］。同伴关系是一种同龄人或心理发展水平相

当的个体间在交往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人际关系［6］。皮亚杰做了同伴关系

对儿童及青少年发展的影响作用最早的研究。根据皮亚杰的观点，形式运算阶段

不仅是青少年生理发展的高速阶段，更是其心理和社会性发展的高速阶段，亲子

关系、同伴关系与青少年的社会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岳永华等人［7］的研究发现

亲子依恋较差的个体往往会出现较多的问题行为，陈武、李董平等人［8］发现在

不良的亲子依恋环境下生长的青少年更容易结交越轨同伴。李锦萍［9］研究发现

亲子依恋质量越差，个体出现攻击行为的可能性也越高，缺乏安全与信任感的个

体在人际互动中充满敌意认知，会消极应对外界环境，在学校更难拥有良好的同

伴关系。目前，国内鲜有将同伴关系视为亲子依恋与欺负行为的中介因子的研究。

故本研究旨在探究同伴关系在亲子依恋与欺负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以期为家长

和教师提供儿童教育的实证研究依据，达到降低校园欺负行为发生概率的目标。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小学高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抽取被试。共回收 532

份有效问卷，分别为四年级 167 人，五年级学生 150 人，六年级 131 人；男生

248 人，女生 200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小学生亲子依恋量表

小学生亲子依恋量表是依据于海琴修订的儿童亲子依恋量表制定，该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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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两个维度，亲近倾向（指对自己想得到父母帮助的自我知觉）和信赖程度（指

儿童对父母作为支持源可靠性的认识）。量表共 15 题，该问卷分为正向计分和

反向计分，1、6、9、14 题采用反向计分，其他题为正向计分。该问卷得分越高，

说明依恋安全水平越高。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4（父亲）和 0.81（母

亲），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2.2  Olweus 儿童欺负问卷

采用张文新修订的 Olweus 儿童欺负问卷中的欺负与受欺负两个分量表对儿

童欺负情况进行统计。量表分为直接言语欺负、关系欺负和身体欺负 3 个维度，

整个量表共有 12 个项目。量表采用五级评分。两个分量表都有较好的内部一致

性（欺负：0.72，受欺负：0.78）。

2.2.3  同伴关系问卷

使用的是邹泓修订的同伴关系问卷对同伴关系进行调查，该问卷考察了儿童在

与他人相处过程中的自我感觉。问卷分为同伴接受和同伴恐惧自卑 2 个维度，共 30

个项目，1 到 20 题是同伴接受分量表，21 到 30 题是同伴恐惧自卑分量表，其中同

伴接受分量表除 1、3、7、11、17 项目外其余项目要反向计分，同伴恐惧自卑分量

表项目都采用正向计分。量表采用四级计分。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 0.91。

2.3  数据处理

使用 SPSS 21.0 统计分析软件对回收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主要采用描述统

计、t 检验、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

3  结果

3.1  亲子依恋、同伴关系和欺负行为的性别、年级差异

如表 1 所示，性别在亲子依恋的各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p ＜ 0.05），女

生在亲子依恋的各个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小学高年级女生与父母的关系

更加亲密。如表 2 所示，年级在亲子依恋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F=3.096，p＜ 0.05），

通过事后检验发现，五年级儿童的亲子依恋程度最高，四年级其次，六年级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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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近倾向和信赖程度上无统计学意义。由表 3 可知，性别在欺负行为各维度

上存在显著差异（p ＜ 0.001），男生在各维度上得分均高于女生。由表 4 可知，

年级在欺负行为三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p ＜ 0.001），通过事后检验发现，

四年级学生在欺负行为各维度上得分高于五年级，五年级得分高于六年级。由

表 5 可知性别在同伴接受水平上差异显著（p ＜ 0.01），女生同伴接受显著高于

男生，而在同伴恐惧自卑水平上无显著性差异。

表 1  亲子依恋及各维度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M±SD）

Table 1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each dimension（M±SD）

性别
t

男  女
亲近倾向 19.06±4.376 20.14±4.564 -2.534*

信赖程度 24.67±4.601 25.74±4.545 -2.441*

亲子依恋 43.73±7.950 45.87±8.382 -2.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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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亲子依恋在年级上的差异检验（M±SD）

Table 2  Parental attachment test at the grade level（M±SD）

①四年级 ②五年级 ③六年级 F LSD
亲近倾向 19.75±4.821 19.97±4.250 18.77±4.242 2.836 ②＞①＞③
信赖程度 25.41±4.692 25.48±4.338 24.44±4.733 2.240
亲子依恋 45.16±8.653 45.45±7.442 43.21±8,317 3.096*

表 3  欺负行为各维度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M±SD）

Table 3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dimensions of bullying behavior （M±SD）

性别
t

男  女
直接言语欺负 3.10±3.397 1.56±2.051 5.656***

关系欺负 2.11±3.001 1.32±2.114 3.162***

直接身体欺负 2.42±3.124 1.12±1.827 5.227***

表 4  欺负行为各维度在年级的差异检验（M±SD）

Table 4  Difference test of bullying behavior in different grades（M±SD）

①四年级 ②五年级 ③六年级 F LSD
直接言语欺负 3.05±3.409 2.22±2.768 1.82±2.420 6.935*** ①＞②＞③

关系欺负 2.39±3.175 1.41±2.280 1.34±2.197 7.792*** ①＞②＞③
直接身体欺负 2.47±3.217 1.51±2.407 1.4±2.10 7.663*** ①＞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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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同伴关系各维度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M±SD）

Table 5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dimensions of peer relationships（M±SD）

性别
t

男  女
同伴接受 60.91±8.576 63.33±8.592 -2.970**

同伴恐惧自卑 19.80±6.416 19.60±6.224 0.735

3.2  同伴关系、亲子依恋、欺负行为的相关关系

小学高年级儿童同伴关系、亲子依恋与欺负行为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亲

子依恋的两个维度与同伴关系中的同伴接受存在显著正相关 , 亲子依恋的两个维

度与同伴关系中的同伴恐惧自卑存在显著负相关，同伴关系中的同伴接受与欺

负行为的三个维度呈负相关，同伴关系中的同伴恐惧自卑与欺负行为的三个维

度呈现显著正相关，亲子依恋的两个维度与欺负行为的三个维度均呈现显著负

相关 , 具体见表 6。

表 6  同伴关系、亲子依恋与欺负行为的相关分析

Table 6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eer Relationship,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Bullying Behavior

1 2 3 4 5 6 7
1. 亲近倾向 1 - - - - - -
2. 信赖程度 0.630** 1 - - - - -
3. 同伴接受 0.345** 0.379** 1 - - - -

4. 同伴恐惧自卑 -0.280** -0.315** -0.525** 1 - - -
5. 直接言语欺负 -0.209** -0.182** -0.210** 0.198** 1 - -

6. 关系欺负 -0.241** -0.213** -0.292** 0.304** 0.645** 1 -
7. 直接身体欺负 -0.167** -0.173** -0.244** 0.257** 0.645** 0.706** 1

3.3  同伴关系在亲子依恋与欺负行为两者之间的中介效应

通过路径分析来检验小学高年级儿童亲子依恋、同伴关系对欺负行为的影

响。将亲子依恋作为自变量，同伴关系的两维度作为因变量来进行回归分析，

在同伴接受对亲子依恋的回归模型中，F 值为 85.810（p ＜ 0.001），满足建立

线性模型的条件，其中调整 R2 为 0.159，说明亲子依恋 15.9% 的变异量可以被

同伴接受解释，模型拟合良好。在交往恐惧自卑对亲子依恋的回归模型中，F 值



https://doi.org/10.35534/pc/0104019

小学高年级儿童亲子依恋与欺负行为的关系：同伴关系的中介作用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2019 年 6 月
第 1 卷第 4 期 · 293 ·

为 54.415（p ＜ 0.001），表明线性关系显著，能够建立线性模型，本模型的调

整 R2 为 0.107，说明交往恐惧自卑这一变量可以解释亲子依恋 10.7% 的变异量，

拟合优度良好。再将亲子依恋作为自变量，将欺负行为三个变量作为因变量来进

行回归分析。在亲子依恋对欺负行为的回归模型中，F值分别为21.955（p＜ 0.001）、

30.134（p ＜ 0.001）、16.372（p ＜ 0.001），满足建立线性模型的条件，其中

调整 R2 分别为 0.045、0.061、0.033，模型拟合良好。将同伴关系作为自变量，

将欺负行为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探究了同伴关系对欺负行为的预测效应，

在回归模型中，F 值为 12.943（p ＜ 0.001），表明线性关系显著，满足了条件。

该模型的调整 R2 为 0.051，说明同伴关系两个维度对直接言语欺负的预测力达

到了 5.1%，拟合度良好。在同伴关系各维度对关系欺负的回归模型中，F 值为

29.358（p0.001），表明线性关系显著，该模型的调整 R2 为 0.113，说明同伴关

系各个维度对关系欺负的预测力达到了 11.3%，拟合度良好。在同伴关系对直接

身体欺负的回归模型中，F 值为 20.005（p ＜ 0.001），线性关系显著，该模型

的调整R2 为 0.078，说明同伴关系各个维度对直接身体欺负的预测力达到了 7.8%，

拟合度良好。

通过前面的回归分析，我们得出儿童的亲子依恋可以显著预测儿童的同伴

关系，而儿童的同伴关系可以显著预测儿童的欺负行为，儿童的亲子依恋对欺

负行为也存在着显著的预测作用。当我们把同伴关系的两维度纳入到亲子依恋

与欺负行为的模型中后，如表 7 所示。

表 7  亲子依恋、同伴关系和欺负行为的回归分析表

Table 7  Regression analysis table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peer relationship 

and bullying behavior

自变量 因变量 R2 F β t

直接言语欺负 0.072 11.459***
亲子依恋 -0.144 -2.842**
同伴接受 -0.101 -0.811

同伴恐惧自卑 0.098 1.800

关系欺负 0.131 22.354***
亲子依恋 -0.134 -2.737**
同伴接受 -0.141 -2.592*

同伴恐惧自卑 0.186 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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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 因变量 R2 F β t

直接身体欺负 0.088 14.336***
亲子依恋 -0.084 -1.683
同伴接受 -0.124 -2.225*

同伴恐惧自卑 0.165 3.056**

根据 Baron 和 Kenny 的检验方法，本研究中，亲子依恋对同伴接受、同伴

恐惧自卑存在较强的影响力（β =0.402，0.330）；亲子依恋对直接言语欺负、

关系欺负和直接身体欺负存在影响（β =0.217，0.252，0.188）同伴关系的两个

维度对欺负行为的三个维度存在影响（β =0.147，0.121，0.183，0.208，0.150，

0.178）。当把同伴关系引入亲子依恋和欺负行为的回归方程中，亲子依恋对直

接言语欺负、关系欺负和直接身体欺负的β 值都减少了（β =0.144，0.134，0.084）

（β 的绝对值反映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与未引入同伴关系时亲子

依恋对欺负行为的影响力减弱了，以上都满足 Baron 和 Kenny 的主张确定中介变

量需要满足的条件，因此可以认为同伴关系是亲子依恋和欺负行为的中介变量，

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4  讨论

4.1  人口学变量对各研究变量的差异分析

从性别来看，男生与父母的亲近倾向和信赖程度显著低于女生。这一结论

与李凌［10］的研究结论一致。研究显示，女孩与母亲相关的依恋分数比男孩的高，

可能是社会对男孩提出更多独立、坚强的要求，导致男孩对父母的依恋少于女生。

从年级来看，六年级儿童的亲子依恋得分明显低于四五年级，与于海琴和周宗

奎［11］得出的结论相一致。可能是由于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六年级儿童逐

渐进入青春期，叛逆期让孩子与父母的依恋质量下降。

从性别上来看，男生和女生在欺负行为问卷的三个维度上具有极其显著的

差异，女生在欺负行为的三个维度上的得分都显著地低于男生。这一结论与雷

雳和张雷等人［12］的研究相一致，男女在欺负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比

女生受到更多的欺负。通过方差分析得出，四年级的欺负行为各项得分高于五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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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五年级各项得分高于六年级，张文新的研究也给出相近的结论［13］。

这可能是由于六年级儿童面临着升学的压力，更多精力付出在学习上，同学之

间的摩擦减少。

从同伴关系问卷中的同伴接受维度来看，男女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女生

的同伴接受程度远高于男生，男女生在同伴恐惧自卑维度上无显著差异。由此

可知，女生的同伴关系要显著好于男生。这一结论也与张戎骏［14］在同伴关

系中的研究结论相一致。通过综合文献和其他研究数据的结果分析，同伴关系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性别差异，原因有如下几方面：第一，在解决冲突方面，

一般女生相对于男生更倾向于采用温和的方式。第二，可能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

女生会被教育要温和柔顺，而男生一般被教育要刚强勇敢。第三，男女生在情

绪的表达上存在显著差异。

4.2  小学高年级儿童同伴关系、亲子依恋与欺负行为的相关

研究 

亲子依恋、同伴关系和欺负行为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见表 6）。亲子依

恋的两个维度与欺负行为的三个维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儿童亲子依恋的水平

越高，儿童受欺负和欺负行为发生率越低。这一结论与陈健芷等学者的研究结

论相一致。依恋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个人欺凌的程度［15］。说明儿童

在家庭中形成安全的依恋有助于减少其在学校被欺负的几率。

同伴关系两个维度和欺负行为三个维度之间也存在显著相关。同伴接受程

度越高，欺负行为发生几率越低，同伴恐惧自卑程度越高，欺负行为发生几率

越高。这一结论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欺负行为会因为同伴关系的不同而表

现出显著的差异［16］。学生拥有的朋友数与其受欺负发生的频率呈负相关［17］。

儿童的朋友数量越多，在同伴交往中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在群体中

朋友的支持会减少受欺负事件的发生。因此在儿童的交往中，同伴关系的建立

至关重要，而要拥有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需要家庭和学校的共同努力。

亲子依恋两维度与同伴关系两维度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相关。儿童亲近倾向

和信赖程度越高，同伴接受程度也就越高；同时，儿童的亲近倾向和信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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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同伴恐惧自卑程度就越低。依恋程度比较好的儿童能够与他人更好地相处，

对于新鲜事物多报以积极的态度，他们的攻击性相比于其他儿童会更低，因此

这些儿童会拥有更好的同伴关系，而不良亲子依恋的儿童与这些亲子依恋良好

的儿童恰恰相反，所以同伴关系较差［18］。因此，亲子依恋对儿童的同伴关

系有着重要的影响。

4.3  同伴关系在亲子依恋与欺负行为两者之间的中介效应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小学高年级儿童亲子依恋与欺负行为之间存在显著

相关，小学高年级儿童的亲子依恋可以显著预测欺负行为。亲子依恋、同伴关

系和欺负行为三者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但是在亲子依恋与欺负行为中引入同

伴关系后，亲子依恋对欺负行为的影响变弱了，说明亲子依恋可能通过同伴关

系的中介作用来影响欺负行为，本研究也通过回归分析验证了这一结论。按照

Baron 和 Kenny 确定中介变量的四个条件，充分说明了同伴关系的部分中介作用，

即小学高年级儿童的亲子依恋会通过同伴关系间接影响欺负行为。生态系统理

论认为，家庭是个体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微观系统［19］，而学校是除家庭以

外对其影响最大的微系统。对于儿童成长来说，家庭中良好亲子依恋关系的形

成和学校内良好同伴关系的建立十分重要。所以家长在儿童成长早期要注重亲

子关系的培养，教师要注重引导儿童学习人际交往方面的知识，提高儿童同伴

关系水平。

综上所述，儿童与父母的亲子依恋是否良好直接影响到儿童在校园内的同

伴关系状况，而同伴关系会直接影响儿童在学校是否会被欺负，因此我们可以

通过改善儿童的亲子依恋状况和同伴关系状况干预儿童在学校的欺负与受欺负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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