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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初中生自我概念在社区暴力接触与抑郁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方法：采用儿童社区暴力接触调查问卷、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儿童抑郁量表

对 513 名初中生进行施测。结果发现：①社区暴力接触与自我概念负相关，与

抑郁水平正相关；自我概念与抑郁水平负相关②自我概念在社区暴力接触与抑

郁水平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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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concep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osure to community violence and depression in junior middle 

students. Methods: A total of 513 junior middle students were surveyed by the survey 

of Children’s Exposure to Communtiy Violence, Tennessee Self-Concept Scale and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Results: ① The level of exposure to community 

violence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depression and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self-concept. Depression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concept. ② Mediat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self-concept partially medi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xposure to community violence and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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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抑郁是一种常见的消极情绪体验，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有重要影响。初中

生面临着生理上的突然变化、心理上的冲突与矛盾，如果再遭遇外部一些不利

环境的挑战，更容易增加抑郁的风险。社区是除了学校和家庭以外对青少年成

长具有重要影响的外部环境，社区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社区暴力接触反映的是个体在社区生活中接触到的暴力程度，它是指个体

在社区中接触到没有密切关系的人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例如打架斗殴、入室

行凶、抢劫、贩卖或使用毒品等［1］。从形式来说，社区暴力接触包括了直接

接触社区暴力和间接接触社区暴力，前者是指个体直接遭受社区中其他人的暴

力侵害，后者是指个体在社区中目击他人之间的暴力行为［2］。社区暴力接触

会引起青少年的内化情绪问题，其中就包括抑郁，有研究揭示了社区暴力接触

会增加青少年抑郁的风险［3］［4］。

尽管研究已经揭示了社区暴力接触对初中生抑郁的积极联系，但社区暴力

接触是如何导致初中生抑郁水平上升的？其中的具体影响机制是什么？这些问

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并不是简单地、直接

地对环境做出反应，个体对环境的反应往往是以自我认知为中介的。在个体的

自我认知中，自我概念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个体对他们自己的总体性思考、

态度和评价［5］。自我概念是影响个体抑郁的重要变量，研究发现自我概念与

抑郁存在显著负相关，个体自我概念越积极，抑郁水平就越低［6］。同时，自

我概念跟个体的成长经历有关，例如研究发现生活在不利处境中青少年自我概

念更消极，遭遇过创伤或侵害的个体自我概念也更消极［7］。作为消极的成长

经历，社区暴力接触与自我发展之间的联系在一些研究中得到支持［8］。根据

社会认知理论和社区暴力接触后果的相关研究，可以推断社区暴力接触和自我

概念共同影响初中生抑郁，自我概念在社区暴力接触与抑郁的关系中存在中介

作用。从现有文献来看，还没有研究综合考察社区暴力接触、自我概念与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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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也没有研究对自我概念在社区暴力接触和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探

讨。因此，本研究拟揭示三者之间的联系，并检验自我概念在社区暴力接触影

响初中生抑郁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分别在湖北省钟祥市和宜昌市两所初中采取整群随机抽样的方式抽

取部分班级学生为被试，发放问卷 550 份，最后回收有效问卷 513 份。其中男

生 255 人，女生 258 人；初一学生 172 人，初二学生 192 人，初三学生 149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儿童社区暴力接触调查问卷

研究采用国内学者翻译的儿童社区暴力接触调查问卷［9］，问卷共有 26

个条目，其中反映直接社区暴力接触的题目 11 题，反映间接社区暴力接触的题

目 15 题，问卷计分采用 0 ～ 4 五点计分，被试得分越高，则代表社区暴力接触

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此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是 0.76。

2.2.2  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

采用林邦杰修订的中文版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10］，该量表适用于 12 岁

及 12 岁以上被试，包含 70 个自我描述的条目，采用 5 点计分。该量表从生理

自我、道德自我、心理自我、家庭自我、社会自我、自我批评 6 个方面来测查

个体自我概念。自我概念总得分越高，说明自我概念越积极。本研究中此量表

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是 0.88。

2.2.3  儿童抑郁量表

量表由俞大维等人在 Kovacs 编制的儿童抑郁量表基础上进行修订得到［11］，

用以测量青少年的抑郁水平。问卷共 27 个项目，采用 0-2 的 3 点记分，个体总

得分情况越高代表抑郁程度越高。 本研究中，此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是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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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23.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不同类别初中生社区暴力接触、自我概念和抑郁的差异

分析

对不同年级初中生社区暴力接触的差异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三

个年级初中生在社区暴力接触及两个维度上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运用独立样

本 t 检验考察不同性别初中生社区暴力接触的差异，结果见表 1。结果显示，不

同性别初中生在直接社区暴力接触（t = 2.37，p < 0.05）、间接社区暴力接触（t 

= 4.25，p < 0.001）和社区暴力接触总分上（t = 4.03，p < 0.001）存在显著差异，

男生的直接社区暴力接触、间接社区暴力接触和社区暴力接触总分均显著高于

女生。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不同年级初中生的社区暴力接触差异，结果

发现，初中三个年级学生在间接社区暴力接触、直接社区暴力接触和社区暴力

接触总分上均没有显著差异。

表 1  社区暴力接触在性别上的差异（M±SD）

Table 1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exposure to community violence(M±SD)

男生 女生 t
直接社区暴力接触 1.30±1.99 0.94±1.34 2.37*

间接社区暴力接触 3.22±3.56 2.07±2.51 4.25***

社区暴力接触 4.52±5.01 3.01±3.31 4.03***

注：*p<0.05，**p<0.01，***p<0.001，下同。

对三个年级初中生自我概念的差异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2。结果

发现不同年级初中生在自我概念的道德自我维度（F = 3.43，p < 0.05）、社会自

我维度（F = 4.38，p < 0.05）上存在显著差异，在自我概念其他维度和自我概念

总分上没有显著差异。为了进一步说明不同年级学生之间的差异，经过事后检

验发现，初三学生和初二学生的道德自我、社会自我得分均显著高于初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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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和初三学生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则没有显著差异。

表 2  自我概念在年级上的差异检验（M±SD）

Table 2  Difference test of self-concept in different grades(M±SD)

①初一 ②初二 ③初三 F LSD
生理自我 48.16±6.58 48.01±6.00 47.94±6.21 0.04
道德自我 48.31±7.05 49.59±6.60 50.82±5.69 3.43* ③ > ① ; ② > ①
心理自我 46.44±6.12 46.23±5.90 44.98±7.17 1.11
家庭自我 48.44±8.11 49.31±7.43 48.71±8.85 0.69
社会自我 46.96±7.73 48.44±7.10 50.12±6.07 4.38* ③ > ① ; ② > ①
自我批评 27.74±6.09 28.85±6.98 29.71±7.24 2.27
自我概念 266.05±29.88 270.42±26.34 272.29±27.59 1.7

运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考察不同性别初中生的自我概念差异，结果见表 3。结

果显示，不同性别初中生在生理自我（t = 5.11，p < 0.001）、道德自我（t =-2.84，

p < 0.01）、心理自我（t = 4.04，p < 0.001）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的生理自我、

心理自我得分均显著高于女生，而女生的道德自我得分显著高于男生。

表 3  自我概念的性别差异分析（M±SD）

Table 3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self-concept(M±SD)

男生 女生 t
生理自我 49.42±5.45 46.69±6.61 5.11***

道德自我 48.44±6.78 50.10±6.54 -2.84**

心理自我 47.27±5.69 45.10±6.32 4.04***

家庭自我 48.51±7.69 49.40±7.91 -1.29
社会自我 48.08±7.14 48.13±7.42 -0.08
自我批评 28.54±6.16 28.58±7.28 -0.07

自我概念总分 270.26±26.29 268.02±29.10 0.92

对不同性别、不同年级初中生的抑郁水平进行差异检验，结果发现不同性别、

不同年级初中生的抑郁水平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3.2  初中生社区暴力接触、自我概念与抑郁的描述统计及  

相关

对研究中涉及的社区暴力接触、自我概念与抑郁三个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及

相关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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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社区暴力接触、自我概念与抑郁的相关

Table 4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xposure to community violence, self-concept 

and depression

M±SD 1 2 3 4 5
1. 间接社区暴力接触 2.643±3.128 1
2. 直接社区暴力接触 1.119±1.706 0.545** 1

3. 社区暴力接触 3.762±4.303 0.943** 0.793** 1
4. 自我概念 269.134±27.733 -0.367** -0.316** -0.392** 1

5. 抑郁 15.396±7.549 0.349** 0.281** 0.365** -0.536** 1

3.3  自我概念在初中生社区暴力接触与抑郁关系中的中介 

作用

为了考察自我概念在初中生社区暴力接触和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温

忠麟等人提出的逐步回归分析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12］。在第一步回归分

析中，以抑郁为因变量、社区暴力接触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标准化回归

系数 β =0.365（p<0.01）；第二步以自我概念为因变量、社区暴力接触为预测

变量做回归分析，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0.392（p <0.01）；第三步以抑郁为因变

量、社区暴力接触和自我概念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社区暴力接触对抑郁

的回归系数 β =0.183（p <0.01），自我概念对抑郁的回归系数为 β =-0.464（p 

<0.01）。说明自我概念在社区暴力接触预测抑郁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

介效应占总效应的百分比为 0.392×0.464/0.365=49.832%。

表 5  自我概念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5  The test of mediation effect of self-concept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一步 y=0.365x SE=0.072, t=8.874**

第二步 m=-0.392x SE=0.262, t=-9.637**

第三步 y=0.183x SE=0.070, t=4.606**

-0.464m SE=0.011, t=-1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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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初中生社区暴力接触、自我概念和抑郁水平的特征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级初中生社区暴力接触没有显著差异，而国外有

研究发现年龄大的青少年会接触到更多的社区暴力［13］，两者结果的不一致

可能与我国城市初中生课外活动特征有关。尽管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社区活

动时间增多会增加接触社区暴力的风险，但我国城市初中生放学后基本上有父

母接送、监护，减少了社区暴力接触在年龄上的差异。同时，研究还揭示了初

中生社区暴力接触的性别差异，男生接触的社区暴力比女生更多，这与国外的

研究结果一致［14］。女生接触社区暴力比男生少，可能由于父母对初中女生

的监管和指导更为严格，对女生的日常社区活动有更多限制，从而保护女生结

交不良同伴，降低了接触社区暴力的风险。

不同类别初中生的自我概念差异分析显示，初二、初三学生的道德自我、

社会自我得分均显著高于初一学生，反映了初中生自我概念发展逐渐成熟的趋

势。胡韬等人以流动儿童为被试的研究并没有发现自我概念的这一发展趋势，

两者的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15］，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在于研究样本的差异。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男生的生理自我、心理自我的发展均好于女生，而道德自

我发展弱于女生。国内有学者发现中学女生的道德自我得分高于男生［16］，

这与本研究结果之间较为一致。研究结果说明，男生对自己身体状态、外貌的

感觉和评价要高于女生；男生对自我价值感、能力感、性格等方面的感知也要

好于女生；但女生对自己道德的描述和评价要好于男生，表现出一定的优势。

研究发现，不同年级、不同性别初中生的抑郁水平没有差异，这一结果与

蔡培林在初中生抑郁研究中的结论一致［17］。因此，初中生抑郁水平的高低

可能与自身年龄和性别关系不大，一些学生容易抑郁更可能与自身的应对方式、

人格等因素存在联系。

4.2  初中生社区暴力接触、自我概念与抑郁的相关关系

研究发现，初中生的社区暴力直接接触、社区暴力间接接触和社区暴力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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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总分与抑郁存在正相关，说明初中生接触到的社区暴力越多，其抑郁水平越高，

这与的研究结果一致［3］［4］。社区暴力接触与抑郁水平的联系可能存在几

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社区暴力接触带来的创伤反应可能会提升抑郁水平。不

管个体是目击社区中他人之间发生暴力，还是直接在社区中遭遇他人的暴力侵

害例如被殴打、威胁、刺伤等，都可能会诱发个体出现创伤应激症状。例如有

研究发现社区暴力接触与创伤后应激症状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18］，而创伤

后应激障碍症状可以预测抑郁症状［19］，这意味着初中生接触社区暴力所带

来的创伤应激症状可能是诱发抑郁水平升高的原因。其次，抑郁水平跟个体的

情绪管理能力有关，而社区暴力接触可能破坏了这种情绪管理能力［20］，导

致学生难以采取有效方法调节情绪，在日常生活中难以从消极情绪中获得改善，

因此社区暴力接触会抑郁产生联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自我概念与社区暴力接触显著负相关，接触的社区暴力

越多，自我概念越消极。这与前人对社区暴力接触和自我发展关系的研究结果

较为一致，例如研究发现社区暴力接触对个体的自我知觉、自我效能和道德自

我发展产生不利影响［9］。社区是个体发展和社会化的重要场所，个体在社区

中的不良经历会对自我概念产生影响。自我概念是个体根据自己的人际经验建

构出来的，目击社区暴力或者直接遭遇社区暴力侵害可以理解为不良的人际经

验，会降低青少年对自己能力、价值的感知与评价。此外，青少年接触社区暴

力还会引起重要人际互动的变化，例如研究表明接触社区暴力的青少年更可能

结交越轨同伴［21］，还有研究揭示了社区暴力接触通过消极的亲子关系引起

心理症状的增加［22］。同伴关系和亲子关系上的消极变化可能会让青少年的

自我概念更加消极。

研究还揭示了自我概念与抑郁存在显著负相关，个体自我概念越积极，其

抑郁水平越低。这与陈洁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23］。Beck 的抑郁认知理论

认为适应不良的自我图式在抑郁的发生和维持中有重要作用，这些适应不良的

图示包括功能失调的态度，涉及能力不足、失败和无价值等主题［24］，当个

体面临负面生活事件时，功能不良的态度就会被激活，个体产生一些具体的消

极认知，例如关于自我、世界和未来的消极思维，从而增加了抑郁的风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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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概念是自我认知的内容，本研究进一步支持了 Beck 的抑郁认知理论，提示自

我概念在初中生抑郁发生与维持中起重要作用。

4.3  自我概念在社区暴力接触与抑郁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初中生社区暴力接触可以正向预测抑郁水平，可以反向预测自我概念，自

我概念可以显著反向预测抑郁水平；在社区暴力接触与抑郁的关系中纳入自我

概念这一变量后，社区暴力接触对抑郁的影响减弱，说明了自我概念在社区暴

力接触与抑郁的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根据温忠麟等人提出中介效应检验

程序，进一步确认自我概念的部分中介作用，意味着初中生社区暴力接触既可

以直接影响抑郁，还可以通过自我概念的中介对抑郁产生间接影响。已有研究

揭示了消极生活经历对个体自我概念以及情绪结果的消极影响［25］［26］，

个体的自我概念可能在消极经历和抑郁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27］。班杜拉的

社会认知理论强调环境中个体的认知作用，认为个体不是对环境做出被动的直

接反应，而是通过对环境的认知加工来产生具体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因此，作

为自我认知的重要内容，初中生的自我概念既受到社区暴力接触这一环境变量

的影响，又会对个体的抑郁情绪产生作用。青少年时期是自我发展的重要时期，

个体接触到的社区暴力越多，自我概念就越消极。原因可能在于重大应激会损

害正常的心理社会加工，从而影响积极自我概念的发展，尤其是控制感和自尊

两个核心方面会受到损害。在社区中多次目击暴力或者直接遭受暴力，它可能

向青少年传递出与自身能力、自身价值相关的负面信息，也可能让个体缺乏自

己可以控制环境和事件结果的信念，由此建构出的消极自我概念。另一方面，

消极的自我概念会增加抑郁的风险，这一结果可以从抑郁的认知理论中找到解

释。Beck 的抑郁认知理论认为抑郁以消极认知三联组为特征，它们包括个体关

于自我、世界和未来的消极信念，个体关于自我的消极看法是抑郁的重要认知

易感因素［24］。青少年的自我概念内容越消极，就更容易将消极的特征归到

自己身上，面临消极事件时与该事件紧密相关的消极自我内容就被激活，消极

自我意向就会出现在头脑中。本研究揭示了自我概念在社区暴力接触与抑郁关

系中的部分中介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社会认知理论，揭示了社区暴力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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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影响初中生抑郁的认知机制。此外，有研究发现社区暴力接触与情绪智力、

创伤应激症状有关［18］［20］，而情绪智力、创伤应激障碍与抑郁可能存在联系，

提示社区暴力接触影响抑郁的过程中还可能存在其他变量的中介作用，需要后

续研究进一步探讨。

研究结果对于初中生抑郁的预防和干预有一定指导意义。本研究从环境和

个体两个方面考察抑郁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较多的社区暴力接触、消极的自

我概念是初中生抑郁的重要预测因子。因此，为了降低青少年的抑郁风险，作

为教育者应考虑为青少年构建安全、有序的社区环境，增加正规社区活动场所，

提供社区托管等服务，加强对青少年校外活动的监督，减少他们接触社区暴力

的风险；还可以从学生自我概念入手，通过个别指导、团体活动来帮助学生提

升自身价值感和能力感，减少自我概念中的消极内容，降低抑郁的易感性。社

区暴力接触通过减少积极的自我概念对抑郁产生影响，教育者在针对有社区暴

力接触经历学生进行心理干预时，应重视自我概念的中介作用，指导学生对社

区暴力接触的消极经验进行恰当的认知加工，避免形成消极的自我图式，从而

减少社区暴力接触造成的情绪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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