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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同伴感染主要涉及社会化效应和选择效应的双向互动过程，选择效应

是同伴感染的前提条件，社会化效应是同伴感染对儿童和青少年身心发展产生

负面影响的原因。同伴感染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外化感染和内化感染两种形式。

目前，对同伴感染作用机制的解释主要涉及五个观点：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

人际关系理论的观点、社会比较理论的观点、群体易感理论的观点和生物学的

观点。未来研究者可以关注同伴感染的调节因素，为同伴感染的干预和预防提

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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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er contagion mainly involves bidirectional interactive processes, selection 

effect is the precondition of peer contagion, and socialization effect is the cause of 

negative influence of peer contagion on children’s adjustment. The manifestation 

of peer contagion mainly includes two forms: externalization contagion and 

internalization contagion. At present, the explan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peer 

contagion mainly involves five viewpoints: the viewpoint of social learning theory, 

the viewpoint of interpersonal theory, the viewpoint of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the viewpoint of group susceptibility theory and the viewpoint of biology. In the 

future, researchers can focus on the moderating factors of peer contagion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intervention and prevention of peer conta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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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研究发现，青少年与同伴相处的时间要远远大于青少年与其他社会角色（如

父母、教师等）相处的时间［1］，因此同伴在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扮演重要

的角色。研究者指出，同伴影响的敏感性在青春期中期达到顶峰［2］，处于青

春期的个体往往会具有强烈的归属欲望，并对所处群体的社会评价非常敏感［3］，

这可能进一步导致青少年易感同伴群体的消极影响。此外，研究发现，消极的

同伴互动会增加青少年攻击［4］和抑郁［5］的风险，而这些风险行为对青少

年的学业表现和身心健康都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6］。因此，探索消极同伴

互动影响个体发展的作用机制是十分重要的。“同伴感染”是群体影响个体发

展的重要影响机制之一，研究者认为同伴强化是导致青少年问题行为增加的重

要原因［7］［8］，所以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对同伴感染的内涵、表现形式以及

作用机制展开具体的论述，为后续同伴感染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2  同伴感染的内涵

2.1  同伴感染的定义

同伴感染（Peer contagion）是指，当个体处于具有越轨行为的同伴群体时，

个体会不自觉地受到越轨同伴的负面影响，进而产生一系列的与越轨同伴群体

类似的行为模式［9］。根据同伴感染动力学的观点，同伴感染具有跨时间的稳

定性，儿童早期就会有意识的区分加入不同类型的同伴群体，如果儿童加入的

是有问题行为的同伴群体，儿童自身会受群体影响产生问题行为，而儿童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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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行为的发展状况也会受到同伴群体的强化，愈演愈烈［9］。“同伴传染”

这个词描述了个体与同伴之间发生相互影响的过程，被同伴感染的孩子不仅破

坏了自己的发展，还会因为自己被感染后的一些不当行为和情绪对他人造成伤

害，如对同伴产生攻击和欺凌行为。值得注意的是，个体被同伴感染的影响过

程往往发生在意识之外，参与者可能不打算影响他们的同伴，但他们参加的关

系行为，需要获得即时满足的需求，需要听众或陪伴，这些行为无意中影响了

自己或他人［10］。

2.2  同伴感染的选择效应和社会化效应

同伴感染的过程中主要涉及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儿童首先会选择具有类

似社会心理特征的同伴与之交往，这就涉及到儿童的主动选择过程，即同伴感

染的选择效应（Selection effect）［11］。除了选择效应外，同伴感染的过程还

涉及到群体对个体的社会化效应，即同伴群体会通过施加压力、提供偏差行为

模范等方式来强化个体的偏差行为表现，即同伴感染的社会化效应（Socialization 

effect）。目前，对同伴感染社会化效应的责任机制尚不清楚，但有研究发现，

青少年同伴群体的心理特征及行为表现与青少年自身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表现有

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12］。Hogue 和 Steinber（1995）在内化问题的同伴感染

研究中也发现了社会化效应的有力证据，青少年同伴群体内化问题的平均水平

可以纵向预测青少年自身的“内化问题症状”［13］。选择效应表明，儿童最

初可能会加入与自己各种行为和身体特征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同伴群体并与他们

成为朋友［14］。同伴感染的社会化效应则主要是指同伴之间的影响或感染过程，

即朋友的行为表现是个体自身行为表现的重要预测因子［13］。 

3  同伴感染的表现形式

同伴感染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涉及外化行为问题的同伴感染过程，

如攻击行为［15］，犯罪行为［16］，健康风险行为［17］等的同伴感染，另

一种是内化问题的同伴感染过程，主要涉及抑郁归因和抑郁症状的同伴感染过

程［18］。下面我们将具体来介绍这两种同伴感染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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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同伴感染的外化表现形式

外化行为的同伴感染是受群体“同质性（homily）”驱动的，同伴感染的社

会化效应解释了外化行为问题的感染原因，即具有外化行为问题的同伴群体给

个体提供了学习和模仿问题行为的机会，常见的同伴外化感染的行为有：攻击

行为［15］，犯罪行为［16］，健康风险行为，如酗酒［17］，吸烟［19］，

饮食失调［20］，自杀［21］等风险行为的感染。目前对同伴感染的外化表现

形式主要集中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因为有证据指出，同伴的社会化影响力在

成年后会减弱［22］。神经解剖学和社会学的观点也认为，青春期同伴影响力

对个体的影响要明显的高于其他时期［23］。Steinberg 和 Monahan（2007）认为，

同伴影响的敏感性在整个童年期是不断增长的，而在青春期达到顶峰［24］。因此，

我们在关注同伴感染对儿童和青少年行为适应的影响时既要关注同伴互动过程

对个体短期的影响，也要关注此过程对个体成长的长期影响，因为“近墨者黑”

可能是同伴互动影响个体发展的长期过程。

3.2  同伴感染的内化表现形式

目前，大多数研究聚焦于对外化行为同伴感染心理特征的探索，对同伴感

染的内化表现形式知之甚少。研究者认为，外化行为同伴感染的社会化效应同

样适用于内化问题的感染过程，如，同伴间抑郁症状的感染，这种社会化效应

的生理基础已经被证实［25］。现代社会中儿童的抑郁症问题越来越严重［18］，

并且可观察到的抑郁症经历从青春期到成年期具有较高的稳定性。Stevens 和

Prinstein（2005）发现，在控制了青少年自身抑郁症状的初始水平后，青少年朋

友的抑郁症状能够显著纵向预测青少年的抑郁状况，除了症状外，青少年朋友

在时间 1 的抑郁归因风格也显著正向预测了青少年自身的抑郁归因风格，这说

明内化感染不仅是内化症状的感染，认知风格也会受同伴感染的消极影响产生

偏差［18］。研究者指出，有内化问题的群体往往会存在高水平的共同冗思、

过度寻求安慰和对他人消极反馈过度敏感的特征，处于高内化问题群体的儿童

往往会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加剧负面情绪［26］。既然消极情绪会感染，那积极

的情绪会不会也会在群体间产生感染效应，进而对个体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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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的研究中对积极同伴感染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机制进行探索是一个值得研

究的主题。

4  同伴感染的作用机制

4.1  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将同伴感染的作用机制看作个体观察

学习的过程，即个体在群体中对该群体的行为模式进行观察学习，模仿该群体，

产生与之类似的行为互动模式，这就是社会学习理论观点下外化行为同伴感染

的作用机制。最近几年，在内化问题的感染过程中，Kasl 等（1993）提出了抑

郁感染的“症状影响模型”，他们认为，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感染机制是由其所

处的同伴群体的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所决定的，主要受到了抑郁症状的影响而

非归因风格的影响［27］。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当个体与表现出悲伤

情绪的同伴进行社交互动时，个体的悲伤情绪也会增加，正如社会学习理论预

测的那样［28］。因此，无论是同伴感染的外化行为表现［4］，还是同伴感染

的内化行为表现［18］，社会学习理论都可以为其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4.2  人际关系理论

理论和研究表明，在青春期过渡期间发生的抑郁症状和认知脆弱性的显着

增加可能部分与在这个发育阶段发生的大量的人际转变有关，特别是在女孩中

［29］［30］。这个关键发展时期的特点是青少年与同伴接触的频率显著增加，

渴望父母给予更多的自主权，并在同伴关系中尝试新的角色和经验［31］［32］。

与儿童相比，青少年建立友谊的特点是高度亲密和情感的披露，特别是女孩［33］

［34］。这一阶段的青少年往往对关系需要的满足具有强烈的愿望，他们特别

依赖同伴作为社会支持的来源［35］。Brown（1990）也认为，青春期同伴影响

的易感性增加是因为青少年渴望与同伴群体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并被同伴群体

接纳，他们往往会将同伴互动作为反映自我价值的评估标准［31］。正是因为

这种对关系需要的过度渴望让青少年成为同伴感染的牺牲品，但值得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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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理论只在青少年时期的同伴感染过程中得到了印证，需要更多的实证

研究去探索人际关系理论对儿童同伴感染的解释机制是否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

4.3  社会比较理论

Schachter（1951）指出，与同伴群体保持不一致的意见或行为会让个体遭到

同伴群体的拒绝［36］。Leary 和 Baumeister（2000）认为，不认可同伴群体的

观点和行为表现，不仅需要面对随之而来的社会排斥，还要面对心理成本上的

消耗，这会对个体的自尊和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37］。研究发现，认为自己

不符合所处同伴群体规范的学生，知觉到的社会疏离感会更大［38］。社会比

较过程进一步加剧了心理异议的成本。社会比较理论的一个原则是，人们将自

己与社会重要的人进行比较，以确定其信念的恰当性［39］。也就是说，同伴

感染的过程可能涉及到个体与群体的社会比较过程，当个体选择进入一个群体

时，他会不自觉的将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表征与群体的价值观和行为风格进行

比较，如果发现自己与某些同伴的意见和行为不一致，个体就会主动调整自己

去适应群体标准，不管群体标准是否恰当。因此，青少年个体可能会为了保持

与群体的一致性而让自己处于被同伴感染的风险之中。

4.4  群体易感理论

群体易感理论主张，个体在群体中要比单独一个人更容易产生风险倾向［40］

［41］，所以在越轨同伴群体中，会助长个体的风险行为。风险偏差理论的支

持者认为，其他人的存在总是会导致风险承担的增加，但最近群体极化理论的

倡导者认为，群体风险承担取决于群体成员的冒险倾向［42］。根据这个理论，

相对保守的个体在组合时应该变得更加保守，而倾向于冒险的个体在组合时则

应该做出更加冒险的选择［43］。因此，如果青少年本身有风险行为倾向，再

加上他们对同伴影响的易感性，这可能增加同伴群体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风

险性。

4.5  生物学观点

青春期大脑中发生的惊人变化可能有助于理解这个年龄段行为变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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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物种青春期进行重塑的大脑区域包括应激敏感的前脑区域，涉及寻求新

颖性和调节药物和其他增强刺激的动机价值。鉴于青少年和成年人在这些大脑

区域功能方面的明显差异。在青春期突出改造的大脑区域是前额皮层，大脑区

域被认为涉及各种目标指向的行为（包括规则学习，工作记忆和空间学习）和

情绪处理，特别是厌恶刺激。随着青春期前额叶皮质的相对大小的下降，神经

元之间的连接也发生了重大的重塑，其中一些连接丢失，另外一些连接被添加。

在青春期前期，从参与脑细胞交流的两种关键化学物质（神经递质）兴奋性神

经递质谷氨酸和抑制性神经递质 γ- 氨基丁酸（GABA）的输入量在前额叶皮质

中减少，而来自另一个神经递质多巴胺的输入，在青春期前额叶皮层出现峰值

［44］。多巴胺活性的发育调节不仅在前额叶皮层，而且在边缘脑区域也是明

显的［45］。多巴胺输入到前额叶皮质和边缘脑区域可能对青少年行为和心理

功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对压力敏感的多巴胺系统似乎在寻求新奇方面起

作用［46］，并成为评估刺激动机价值的神经回路的一部分，并将这一评估转

化为行动［47］。青春期前额叶皮质，边缘脑区域的发育可能是青少年行为改

变的生理基础，增加他们寻求同伴群体接纳的动机，并激发个体追求新的有潜

在回报的刺激，这可能导致风险行为的增加。因此，青春期个体可能更容易受

到同伴感染的消极影响，产生风险行为。

5  研究展望

近年来，对同伴感染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同伴感染的表现形式，对其影响机

制的探索也主要聚焦于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对其他理论观点下同伴感染的作

用发生机制探索较少。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要从不同的视角对同伴感

染的作用机制进行探索。此外，Prinstein（2007）提出，同伴感染的过程可能受

一些调节因素的影响，如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亲密度以及一些远端的影响因素如，

父母养育方式的影响［48］。通过阐述同伴感染的调节因素，有利于增加对同

伴感染社会化效应的了解，对同伴感染的预防和干预起到重要的指示作用。因此，

未来研究者可以关注同伴感染的调节因素，为同伴感染的干预和预防提供理论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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