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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压力背景下青少年犯罪的成因
与防控对策研究

——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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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一直是社会治理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

来看，青少年越轨行为产生的内部机制在于：青少年时期，从众心理和试图融

入社会的忠诚心理达到最大化，为了获得同伴的认可和实现社会同一性的目

的，青少年在自我强化和外部强化的促进下做出越轨行为。社会心理学认为，

许多行为在与他人互动时与独处时不同，是由即时的社会环境所控制的；个体

再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时会产生自我判断，并产生自我强化与道德责任感脱离

的效能。而同伴作为青少年时期一种重要的社会群体，其营造的社会环境是青

少年做出越轨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消极的同伴压力对青少年心理起到了负面

作用，同时也对青少年群体道德标准的构建产生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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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青少年是社会学概念，指人在成长中从儿童阶段向成年阶段过渡的时期，

一般而言，指的是 14~25 周岁的人类群体。青少年是社会发展的有生力量，是

祖国的希望，也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重要因素。青少年犯罪问题一直

是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我国立法机关限

定性地降低了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调整反映了青少年犯罪中未

成年犯罪愈发低龄化的趋势，以及青少年犯罪现象仍处于高发状态，形势依然

严峻。

在现代化进程中，青少年面临着“成熟差距”的挑战，这一群体在心理和

生理上的成熟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与此同时，进入成人社交世界的时间

越来越晚。在生活的诸多领域，法律虽禁止青少年承担某些行为的责任，但青

少年犯罪往往发生在这个“角色真空”的窗口期。其犯罪大多是由青少年社交

网络煽动和维持的，特别是青少年罪犯，他们的罪行通常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共

同犯罪，并且得到了同伴的支持。a

在犯罪心理学的诸多理论中，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青少年的越轨行为

是在同伴压力的背景下，由其从众心理、去个性化程度，以及自我强化的效果

共同决定的。校园暴力通常被视为典型的同伴压力背景下青少年做出越轨行为

的表现，原因在于此类暴力行为通常涉及多个施暴者，即学校同伴群体对他人

实施的攻击行为。以“3.13 海南校园暴力案”为例，该行为造成了一位 13 岁女

孩受伤，具体案情如下：事发地点位于海南省临高县加来镇兰权村，被打女孩

年仅 13 岁，在海南临高思源实验学校就读。2023 年 3 月 13 日下午，被打女孩

与同校学生一同出校，先后被带到临高县多文镇与加来镇，多名施暴者以“看

她不顺眼”为由对其进行多次殴打、威胁与恐吓，并实施非法拘禁五天以控制

其行动自由，之后被打女孩自行逃脱。经诊断，被打女孩左耳鼓膜可见穿孔，

眼睛被异物插入，造成视力下降，属不可逆的损伤，之后被打女孩转院至海口

a　［英］理查德·沃特利．犯罪心理学：犯罪为何会发生［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

29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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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医院进行治疗。

从刑法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角度来看，施暴者的行为符合故意伤害罪和非

法拘禁罪构成要件的该当性，并且没有违法性阻却事由。在责任阶层的条件检

视中，由于施暴者为同校学生，并未达到《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刑事责任

年龄标准，难以通过认定故意伤害罪与非法拘禁罪来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案例中，

警方和教育部门已介入调查，公安部门正在尝试协调双方家属处理后续事宜。

从案件的最新进展来看，也许会追究施暴者及其监管人员的责任；但是从犯罪

学的视角来看，更大的问题应运而生：这些青少年为何会做出令人发指的越轨

行为？难道问题的源头仅仅是因为家庭或学校没有尽到相应的监管义务？还是

说另有因素影响着青少年犯罪？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新的问题被纳

入了讨论的范畴，即同伴压力作为一种青少年时期最为凸显的心理压力，其对

于青少年做出越轨行为会产生哪些影响，对于青少年犯罪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起作用？大多数人会认为同伴压力是一种来自外部的、直接的心理压力，青少

年在其外部强化之下做出被动的越轨行为，那么青少年个体在面对群体时又存

在着什么样的内部驱动因素？本文将侧重通过社会心理学剖析，在同伴压力背

景之下青少年个体做出越轨行为的内部强化要素。

二、同伴压力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风险检视

（一）同伴与同伴压力

人类作为一种社会性群居动物，在社会生活中自然会形成各种群体，这也

是我们常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伴群体是由年龄相近的个体所组成

的集体，同伴群体对青少年的影响尤为显著。a 在与同伴相处过程中，青少年会

获得一种归属感，从而不再像其他时期一样依赖父母或社会，如果自己和同伴

在态度行为上出现不一致，他们就会寻找新的同伴，或者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

来保持自己与同伴的一致性，在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同伴压力应运而生。

a　徐伟．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发生机制与防控策略探究——社会学习理论的视角［J］．理论学

刊，2016（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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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压力是指因为渴望被同伴接纳肯定，避免被同伴排挤而选择按照同伴规定

的规则行事所产生的一种心理压力。

在犯罪心理学领域，有犯罪倾向的同伴被发现是个体犯罪的有力预测因素，

并且可能是犯罪发生最重要的近因。研究发现，个体的犯罪行为随着犯罪同伴

数量的增加、犯罪同伴所占比例的增加、个体与犯罪同伴关系强度的增加、与

犯罪同伴交往持续时间的增加和与犯罪同伴交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a 关于同伴

与违法犯罪之间的联系：个体的犯罪倾向于被其他犯罪分子影响，与此同时，

与其他犯罪分子的交往增加了个体现有的犯罪倾向，犯罪既影响个人选择同伴

类型也受个人选择同伴的影响。

（二）消极同伴压力增大青少年做出越轨行为的可能性

社会学家鲍婉宁的研究揭示了压力导致越轨行为发生的三种机制。b 第一种

机制是压力直接导致越轨行为的发生。当个体面临巨大压力时，他们可能会失

去理智，进而做出越轨行为。第二种机制是压力与越轨行为之间的中介模式。

这种模式认为，人的负面情绪是压力与越轨行为之间的一个重要中介因素。当

个体承受压力时，他们可能会产生愤怒、恐惧、焦虑和压抑等负面情绪。这些

负面情绪可能导致个体寻求宣泄途径，而越轨行为便成了一种可能的选择。第

三种机制是压力与越轨行为的条件模式。

在探讨青少年的越轨行为时，同伴群体对其影响尤为重要。当同伴群体本

身的价值观和目标存在问题时，服从同伴压力将明显损害个体的身心发展。在

青少年时期，同伴压力尤为显著。消极的同伴压力会促使青少年个体做出一些

不理智的、盲目服从的行为。因此，在这一时期，消极同伴压力大大增加了青

少年做出越轨行为的可能性。

a　［英］理查德·沃特利．犯罪心理学：犯罪为何会发生［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

271-272．

b　刘晓善．大学生犯罪成因的压力整合理论模型研究［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23（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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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心理学视角下青少年越轨行为的理论要
素检视

（一）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心理发展理论

在大多数人印象中，与青少年联系最多的词语可能是“活力”“叛逆”“个

性”。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人一生要经历八个阶段的心理社会演变，其中

青春期阶段的心理发展至关重要，建立自我认同是青少年阶段的重要发展任务。

一方面青少年本能冲动的高涨会带来问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青少年面临新

的社会要求和社会冲突而感到困扰和混乱。因此，青少年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取

得新的同一感或建立一个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以及其在社会集体中所占有

的位置。埃里克森指出：“如果一个儿童感到他所处的环境剥夺了他在未来发

展中获得自我同一性的种种可能性，他就将以令人吃惊的力量抵抗社会环境。

所以，他宁愿做一个坏人，或干脆死人般地活着，也不愿做不伦不类的人，自

由地选择这一切。”研究显示，人们加入同伴群体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

通过与他人结成某种同伴关系以满足人类基本需求；二是同伴群体帮助人们确

认自己的身份，其提供给人们一个视角，通过接触群体中的人，便可以了解社

会和自己所处的位置。因此，同伴群体是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校园中经

常看到学生结成同伴群体，他们往往有自己的团体标识、口号和行动准则。

校园暴力事件频发，从社会心理发展角度来看，其中重要的心理因素就是

施暴者处在青少年时期，本能冲动的高涨首先会导致他们缺乏三思而后行，加

之急于在其他施暴者眼中确立自己的“威武”形象和获得同伴群体的身份认同，

从而做出在众多施暴者环境下获得自我同一感的暴力行为，最终导致了校园暴

力悲剧的发生。

（二）同伴压力下从众心理愈发盲目

从众是群体中个人采纳群体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趋势，即使这些规范和准则

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与个人的价值观与目标相矛盾。在从众心理的各项因素中，

群体因素首当其冲。群体的一致性会导致个体在面对一致性的群体时，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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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压力增加；人们的从众心理会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大而增大；个体将跟随群

体中地位更高、更具权威性的成员。从众不同于社会学习理论中的模仿，在模

仿中，个人自愿模仿他人的行为；而在从众心理中，个人感受到同伴群体压

力因而与他人保持一致。从众效应表明，在同伴压力的背景之下青少年可能

会通过做出越轨行为以避免群体不满，并获得群体的认可。尤其是，大多数

人的行为都是集体性的，而同伴群体遵守亚文化规范的压力通常被认为是犯

罪的一个重要因素。a

正如上述的校园暴力事件，在施暴者这一群体之中，除了具有权威性或较

高地位的施暴者可能对被打女孩存在歧视、发泄或仇恨心理，其他施暴参与者

对受害者或许并不存在“看她不顺眼”诸如此类的理由，更不存在歧视、发泄

或仇恨心理，而是由于其他施暴参与者处在该同伴群体之中，处在此种消极同

伴压力的情境之下，为了获得同伴的认可和避免同伴不满，其从众心理被加强，

最终在盲目的选择中做出越轨行为。

（三）群体中青少年顺从心理的歪曲化

相较于直接的外在压力，青少年在同伴压力背景下产生越轨行为的内在驱

动因素——顺从，具备更高的研究价值。顺从通常指对他人直接请求的默认。

顺从与服从相似，因为可能顺从的个体可能会被诱导从事不愿为之的事情。然而，

顺从并非来源于直接压力，而是涉及说服性的沟通在诱导行为改变方面的作用，

当人们认为自己对群体规则和目标的制定有所贡献时，他们对于规则与目标的

遵守程度将有所提高。

顺从作为一种个体对价值与利益的权衡之后所作出的判断，在青少年群体

中更为显著。由于青少年时期的同伴群体不仅能够满足青少年情感交流的需求，

而且是获得生活经验和社会信息的主要来源，因此，青少年同伴群体的影响甚

至有可能超过父母和教师的影响，使得大多数青少年在权衡利弊之后会选择相

信并顺从同伴群体的规则与目标。校园霸凌或暴力事件，往往就是他们在加入

a　［英］理查德·沃特利．犯罪心理学：犯罪为何会发生［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

40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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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行动和脱离群体之间权衡后作出的选择。他们认为，在同伴压力的背景下，

顺从施暴者的施暴行为所付出的代价相较于脱离群体而言更为轻微，在对这两

种“代价”进行衡量之后选择做出越轨行为。a

总之，群体价值观与目标的改变会促使个体的顺从心理发生改变，而在消

极同伴压力下，个体的顺从心理甚至可能发生扭曲，从而极大地增加了青少年

产生越轨行为的风险。

（四）反抗心理加剧极端行为的出现

校园暴力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议题，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中的暴力行为。

根据行为特征和动机，可以将校园暴力划分为主动型和被动型两类。主动型校

园暴力是青少年在顺从集体的过程中产生的最直接、最严重的暴力行为。相较

之下，被动型校园暴力则发生在青少年个体认为他们的选择自由在压力之下受

到限制，或者当控制行为的企图被视为高压、非法和操纵行为时。在被动型校

园暴力中，受害者历经施暴者的暴力行为后，心理产生变化并角色转变。这种

转变可能体现为受害者变为施暴者，对施暴者展开反击，或把暴力转移到其他

无辜受害者身上。b

2018 年 4 月 27 日，赵泽伟故意杀人案爆发，成为被动型校园暴力的典型案

件。赵泽伟因工作、生活困顿，心生不满，回想起在米脂县第三中学就读初中

时遭受的同学嘲笑，导致心理创伤，进而产生报复初中同学的恶念。因未能找

到原同学，赵泽伟将报复目标转向米脂三中的在读学生，致使 21 人受伤，其中

9 人死亡。行凶过程中，赵泽伟狂妄宣称：“哈哈哈，我终于报仇了！”

为何赵泽伟在历经多年后，选择向初中同学实施复仇？原来，赵泽伟自幼

矮小瘦弱，成长过程中饱受欺凌。当同龄人纷纷发育长高，赵泽伟却未见明显

变化，因此在初中时期，成为同学们嘲笑和霸凌的对象。随着校园内小团体的

形成，赵泽伟再次成为敌对目标，遭受无端厌恶。即便赵泽伟未曾犯错，仍被

a　姚建龙．防治学生欺凌的中国路径：对近期治理校园欺凌政策之评析［J］．中国青年社会科

学，2017（1）：2-3．

b　侯艳芳，秦悦涵．犯罪学视角下校园暴力的预防与处理［J］．法学论坛，2019（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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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胆小、窝囊，不被视为男子汉。因此，种种捉弄、虐待接踵而至，如恶意

塞入桌凳的小虫子，课后被迫躲入角落，以及书包中被抢走的零花钱等。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赵泽伟在经历校园欺凌后，心理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a

他逐渐被反抗心理所主导，面对强大的同伴压力，由受害者转变为施暴者，对

无辜受害者实施犯罪行为。赵泽伟的言辞透露出其反抗心理的强烈以及压抑时

间的长久，他认为此次行凶行为得到了彻底地发泄和恢复了自身的自由感。因此，

青少年时期同伴压力下的反抗心理成为这一悲剧的导火索，同时也证实了反抗

心理可能增加青少年越轨行为的风险。

（五）去个性化导致青少年道德责任感脱离

去个性化被认为是不道德行为、暴力行为、反社会行为发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王祈然、陈曦等人通过对单独案件欺凌者人数的统计发现，欺凌者为“2 至 5 人”

的占据了 52.9% 的比重，欺凌者为“6 人及以上”的占据了 38.2% 的比重。为什

么群体欺凌的比例如此之高？心理学家提出了去个性化效应。b 作为某一群体的

成员，个体可能感受到自我意识和责任感的减弱，进而陷入一种心理上失去个

性的状态，从而出现在正常单独条件下不会发生的行为，这种现象称为去个性化。

产生去个性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匿名性、责任分散和群体淹没效应。

首先，据津巴尔多 1970 年的研究，当群体处于激励性强、情绪高涨且混乱

的环境中，尤其是在群体成员难以被识别的情境下，容易使成员产生去个性化。

因为在这种环境下，个体认为自己是一个匿名者，他人无法了解自己的真实面目，

并且变得不太关心他人的意见和可能的责难，从而觉得实施越轨行为不会被察

觉。这种心理进一步助长了个人的冒险精神，使其表现出平时不敢表现的攻击

性行为。如今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中，网络的匿名性使得青少年更容易做出攻击

性行为，从而导致网络暴力、欺凌等现象。

其次，在单独行动时，青少年通常会依据道德伦理和社会规范来衡量自身

a　王祈然，陈曦，王帅．我国校园欺凌事件主要特征与治理对策［J］．教育学术月刊，2017

（3）：1-3．

b　刘思硕，李勇．环境与欺凌：生态心理学视角下青少年欺凌的影响因素及干预路径［J］．预防

青少年犯罪研究，2021（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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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力求避免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和法律制裁。然而，在同伴群体环境中，

青少年会认为越轨行为是以整体姿态呈现的，责任要么落在整个群体头上，要

么分散在每个个体之中。在这种去个性化的程度上，青少年可能意识到自己在

做什么，但对其所引发的负面后果的预期则相对降低。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

青少年在其中的责任感会逐渐减弱。在众多成员的共同影响下，群体行为易于

失控，从而引发一系列不良后果。过度依赖与盲目信任使得青少年在面对道德

伦理及社会规范的约束时，更容易陷入道德困境。a 在此环境下，青少年可能忽

视自身行为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而将关注点转向如何在群体中获得认同与归属。

这种心态可能导致青少年在追求短期利益与满足个人欲望的过程中，忽略长期

价值与公共利益。在群体犯罪中，成员之间的责任分散，使得个体减轻了道德

负担。当一群人共同参与犯罪行为时，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的作用微不足道，

从而导致道德约束的松懈。

再者，群体的淹没效应体现在去个性化者的主观状态。群体中的成员活动

往往并不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出现，而是具有群体意义，这样群体的淹没性使得

青少年个体在群体中难以保持自我意识，行为缺乏自我控制，而且青少年越是

无个性特征，他们的自我感觉越少，自我监控能力越弱，从而更容易导致越轨

行为的发生。同时，淹没效应使得青少年更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跟随他人的

行为，这种现象在犯罪行为中表现为上述的盲目顺从与从众心理。

四、同伴压力下的青少年犯罪预防之对策

（一）推广个体心理矫治新模式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依据，内在心理状况是决定

外在行为的关键要素，健康的心理有助于确保个体避免产生越轨行为。b 在现实

a　刘思硕，李勇，宋广文．青少年的暴力与欺凌：人格心理学的分析与对策［J］．预防青少年犯

罪研究，2019（6）：10．

b　赵艳霞，毕蕾．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特点分析及预防建议［J］．法制与经济，2023（2）：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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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青少年在同伴压力的影响下，心理状况不断发生变化，预防其做出越

轨行为，应侧重心理矫正，保障青少年心理健康。如前所述，青少年在某些问

题上的态度和行为转变，往往并非基于逻辑推理，而是受到情感吸引；尤其是

在青少年阶段，同伴群体作为他们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来源，青少年容易在压

力驱动下，为了获得群体其他成员的情感接纳和认同，而采取越轨行为。因此，

如果青少年能够掌握抵抗同伴压力的心理技巧，就能降低他们参与越轨行为的

可能性。                

态度的预防免疫技术指出，让一个人充分考虑正反两方面的论据，有助于

使其采用逻辑理论改变态度。同样，这种技术也可以应用于心理矫正，为同伴

压力提供免疫。心理学家曾通过角色扮演技巧减少青少年的越轨行为，且效果

显著。通过模拟真实场景的角色扮演和训练，帮助青少年更好地从正反两面了

解和应对同伴压力，提高他们的应变能力和社交技能。

此外，为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抵抗同伴压力的能力，心理矫正工作还可以

借助认知行为疗法（CBT）等心理干预手段。认知行为疗法强调认知与行为的关

系，帮助青少年识别和纠正错误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通过认知行为疗法，

青少年可以学会更加理性地看待同伴压力，从而防止越轨行为的发生。

（二）加强外部环境优化与德育教育力度

在关注青少年个体心理健康的基础上，我们更应该构建一个健康积极的群

体氛围和外部环境。首先，在家庭教育层面，应积极推广父母课堂，提升父母

素质及家庭教育质量，使优质家庭教育滋润青少年心灵，培育其成为温和从容、

坚强乐观的杰出人才。a 同时，父母应密切关注青少年心理状态的变化，对其进

行正确引导与关爱，增强家庭健康教育对青少年的影响力。

其次，作为青少年群体的主要聚集地，学校肩负着重要责任。学校教育应

加大德育教育力度，提升青少年思想道德水平，通过教育的持续性，实现对青

少年群体的感召效应，使青少年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形成强大的自我约束力，

a　赵艳霞，毕蕾．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特点分析及预防建议［J］．法制与经济，2023（2）：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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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道德层面提高青少年群体的整体素质。a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青少年坚

守原则底线，降低参与违法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最终达到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的目的。

总之，预防青少年越轨行为，需要从个体心理矫正和外部环境优化两方面

入手。通过心理技巧培训、认知行为疗法等手段，增强青少年抵抗同伴压力的

能力；同时，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外部环境也要共同努力，为青少年创造一个

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的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预防青少年越轨行为，

保障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五、结语

综上所述，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看，青少年越轨行为产生的原因可以归

结为盲目从众、扭曲的顺从或反抗心理，以及在同伴群体中的去个性化心理。

这些原因通过同伴群体的消极压力，导致青少年不断更迭自身的道德标准和价

值观，从而共同引发越轨行为。同伴群体作为青少年重要的社会学习环境和情

感支持来源，其间的消极压力不仅对青少年产生外部负面效应，同时还通过对

青少年个体心理的逐渐侵蚀，使得青少年在内外压力相互作用下产生越轨行为

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因此，针对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防控，有必要摆脱传统理论

的桎梏，不仅需探寻青少年个体犯罪的主要因素，更应从同伴压力对青少年产

生影响的背景出发，探讨群体对个体所产生的作用，以及从青少年同伴群体着手，

通过提升青少年群体的整体道德标准和综合素质，降低青少年发生越轨行为的

可能性。

a　刘毅．越轨行为干预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J］．中国检察官，2017（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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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auses and Prenevtion Strategies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eer Press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sychology

Wang ruiqi chen yiru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Preventing juvenile delinquency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in soci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sychology,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adolescent deviant behavior is that during adolescence, the 

degree of conformity and loyalty to attempting to integrate into society is 

maximized. In order to achieve peer recognition and social identity, deviant 

behavior is promoted by self reinforcement and external reinforcement. Social 

psychology believes that many of our behaviors are different from when we 

are alone and are controlled by the immediate social environment; When an 

individual interacts with their environment, they will develop self judgment 

and the efficacy of self reinforcement detached from moral responsibility. As an 

important social group during adolescence, peers create a social environment 

tha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why teenagers engage in deviant behavior. 

Negative peer pressure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psychology of adolescents, 

and also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oral standards for the 

youth population.

Key words: Deviant behavior; Social psychology; Peer pressure; Juvenile 

delinquen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