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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级小学生攻击行为与人际归因状况及其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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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高年级小学生攻击行为与人际关系归因倾向状况，并分析二者的相关性。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
机抽样法抽取某市四、五、六年级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表内容分为小学生一般情况、攻击行为量表和人际关系归因倾向

量表三个部分。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学生人际关系归因倾向与攻击行为的关系。结果　攻击行为方面，男生攻击行为得
分高于女生，且总分及身体攻击、愤怒和敌意因子分四、五年级的高于六年级的（Ｐ＜０．０５），而女生的总分及身体攻击、语言攻

击、间接攻击和愤怒因子分为五、六年级的高于四年级的（Ｐ＜０．０５）；人际关系归因倾向方面，男生得分高于女生（Ｐ＜０．０５），

男生的运气因子得分四、五年级的高于六年级的（Ｐ＜０．０５），女生人际关系归因倾向量表得分在年级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二者关系分析显示，控制性别、年级后，外控性因子情景和运气均与攻击行为总分及身体攻击、间接攻击、愤怒、敌

意因子分呈正相关（Ｐ＜０．０５），内控性因子努力、外控性因子情景与语言攻击呈正相关（Ｐ＜０．０５）。结论　高年级小学生的
攻击行为主要与人际关系归因倾向的外控性因子相关，外控性因子得分高的学生攻击性倾向也高，提示学生教育工作者可从

改变归因方式入手进行干预，以减少学生攻击行为的发生。

　　［关键词］　高年级小学生；攻击行为；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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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的攻击性是儿童社会性发展中一项非常重

要的内容。攻击行为多出现在小学高年级，这一时

期的少年，思想正处于半幼稚半成熟的时期，稍有不

慎也许就会走上歪路。ＤｉＧｉｕｎｔａ等［１］关于儿童期

身体攻击行为与成年期反社会行为关系的追踪研究

表明，童年期的攻击行为对成年期反社会行为类型

和严重程度具有预测性。

　　攻击行为是生物学因素与多种社会环境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２４］，王志英等［５］对深圳市某小学高年

级学生的研究表明小学生人际关系归因倾向对其攻

击行为有一定的影响，但该研究仅对二者进行了单

独的描述而没有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地分

析。为此，本课题组对某市高年级小学生进行了人

际关系归因倾向及攻击行为的问卷调查，旨在探讨

二者的关系，以期得到更为细致的结果，为预防和减

少小学生攻击行为的发生提供参考依据。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按蚌埠市小学的类型（重点和普

通）进行分层，选取１所重点小学和２所普通小学，然

后在４～６年级中，每年级随机整群抽取２～３个班级，

被抽取班级所有学生均为调查对象，共计１３７８名。

１．２　调查内容　包括一般情况、攻击行为量表和人

际关系归因倾向量表三个部分。

１．２．１　一般情况　包括学生所在学校、年级、班级、

姓名、性别和年龄等。

１．２．２　攻击行为量表　采用ＡｒｎｏｌｄＨ．Ｂｕｓｓ２０００
年修订完成的关于攻击行为测定的量表，即攻击问

卷（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ＡＱ）［６７］。该问卷包含

５个因子共３４个条目。５个因子分别为身体攻击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ＨＹ）、言语攻击（ｖｅｒｂａｌａｇ

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ＶＥＲ）、间 接 攻 击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Ｄ）、愤怒（ａｎｇｅｒ，ＡＮＧ）和敌意（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ｙ，ＨＯＳ）。

采用５级评分方法，分值高表示被试具有较高的攻

击性倾向。

１．２．３　人际关系归因倾向量表　采用多维度多归

因量表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ｕｌｔｉ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ｕ

ｓａｌｉｔｙＳｃａｌｅ，ＭＭＣＳ）的人际关系量表，共２４个条

目［８］。人际关系归因量表包括属于内控性的能力和

努力因子，属于外控性的情境和运气因子。每个因

子均有６项条目，各条目均为０～４分，得分范围在

０～２４，分数越高，内外控性越高。

１．３　方法　先对课题组的调查人员（在读硕士研究

生和该市中小学生体检站医生）和３所学校的被调

查班级班主任进行培训，统一调查要求。再由班主

任维持纪律，调查员说明调查目的和填写问卷的注

意事项，告知所有调查内容都将严格保密，并当场收

回问卷。

１．４　统计学处理　运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建立数据

库，并进行逻辑纠错。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运

用两因素析因设计定量资料多元方差分析（Ｈｏｔｅｌ

ｌｉｎｇＴｒａｃｅ检验）分析性别、年级对攻击行为总分及

各因子分、人际关系归因倾向各因子分的影响；人际

关系归因倾向内外控性得分的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的ｔ检验；人际关系归因倾向对儿童攻击性行为的

影响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检验水平（α）为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１３７８份问卷全部收回，项目填写

不全或有明显倾向的问卷视为无效被剔除，有效问

卷共计１２４９份，有效率９０．６％。其中四年级学生

３２２名，五年级学生４６４名，六年级学生４６３名；男生

６７７名，女生５７２名。学生年龄９～１２岁。

２．２　研究工具的信度与效度

２．２．１　信度　ＡＱ 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８７６，

ＭＭＣＳ的人际关系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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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２８，说明两量表条目之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测

验结果可靠。

２．２．２　效度　对ＡＱ、ＭＭＣＳ量表的采用因子分析

结构效度，ＡＱ 量表５因子负荷分别为０．７８３、

０．７４８、０．７７１、０．７６４、０．７８４，取样适切性量数（Ｋａｉ

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ＫＭＯ）为０．８４１；ＭＭＣＳ量表４因

子负荷分别为０．８３５、０．７３３、０．７８３、０．７１４，ＫＭＯ为

０．８３４。说明本研究的两个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

度。

２．３　性别与年级对小学生攻击行为量表得分的影

响　结果显示，性别（Ｆ＝１５．５０，Ｐ＜０．０１）和年级

（Ｆ＝３．１６，Ｐ＜０．０１）对攻击行为量表得分均有影响

且二者之间有交互作用（Ｆ＝２．９１，Ｐ＜０．０５）；男生

的得分高于女生，男生攻击行为量表总分 ＡＱ及因

子ＰＨＹ、ＡＮＧ和 ＨＯＳ得分在不同年级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两两比较发现，男生的ＡＱ得分以及因子

ＰＨＹ、ＡＮＧ和 ＨＯＳ得分均为四、五年级的高于六

年级（Ｐ均＜０．０５），而四、五年级之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女生除因子 ＨＯＳ得分在不同年级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余均有统计学意义，ＡＱ
得分以及因子ＰＨＹ、ＶＥＲ、ＩＮＤ、ＡＮＧ得分均为五、

六年级高于四年级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均＜

０．０５），五、六年级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不同年级小学生攻击行为量表得分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ｃｏｒ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ｄｅｓ

珚ｘ±ｓ

Ｇｅｎｄｅｒ Ｇｒａｄｅ ｎ ＡＱ ＰＨＹ ＶＥＲ ＩＮＤ ＡＮＧ ＨＯＳ Ｆ Ｐ

Ｍａｌｅ Ｆｏｕｒｔｈ １６４ ７４．８７±１７．５７ １５．６０±６．２５ １２．９６±３．７６ １２．０９±４．２２ １６．１０±４．４４ １８．１２±５．３９ ２．３６６ ０．００９

Ｆｉｆｔｈ ２６２ ７３．６８±１８．３１ １５．１３±５．９１ １２．９９±３．８６ １１．６６±４．１１ １６．１５±４．８９ １７．７４±５．６２

Ｓｉｘｔｈ ２５１ ７０．３１±１６．６８ １３．９６±５．２４ １３．１６±３．９５ １１．６０±４．０５ １５．０５±４．２８ １６．５５±５．５３

Ｓｕｂｔｏｔａｌ ６７７ ７２．７２±１７．６２ １４．８１±５．７９ １３．０５±３．８７ １１．７４±４．１１ １５．７３±４．５８ １７．３９±５．５６

Ｆ ３．９１１ ４．７３２ ０．１７０ ０．７７３ ４．３９１ ４．８８７

Ｐ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９ ０．８４４ ０．４６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８

Ｆｅｍａｌｅ Ｆｏｕｒｔｈ １５８ ６２．６４±１７．４２ １１．８１±４．４９ １１．０１±３．８２ ９．９５±３．３４ １４．３２±４．８５ １５．５５±５．８９ ２．６７９ ０．００３

Ｆｉｆｔｈ ２０２ ６９．０１±１６．９７ １３．０９±４．７５ １２．５５±３．５３ １１．０６±３．７０ １５．８４±４．５６ １６．４８±５．７０

Ｓｉｘｔｈ ２１２ ６６．６４±１６．４０ １２．５６±４．４５ １２．２６±３．３６ １０．９１±３．７４ １５．１２±４．４９ １５．７９±５．２２

Ｓｕｂｔｏｔａｌ ５７２ ６６．３７±１７．０５ １２．５４±４．５９ １２．０２±３．６０ １０．７０±３．６４ １５．１５±４．６５ １５．９７±５．５９

Ｆ ６．３６１ ３．４７４ ９．０９０ ４．７８１ ４．８１７ １．３８６

Ｐ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２５１

　ＡＱ：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ＰＨＹ：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ＶＥＲ：Ｖｅｒｂａｌ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Ｄ：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Ｇ：Ａｎｇｅｒ；ＨＯＳ：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ｙ

２．４　性别与年级对小学生人际关系归因倾向量表

得分的影响　结果显示，性别（Ｆ＝４．０１，Ｐ＜０．０１）

和年级（Ｆ＝３．４７，Ｐ＜０．０１）对人际关系归因倾向量

表得分均有影响，但二者之间无交互作用（Ｆ＝

０．７２，Ｐ＞０．０５）；男生人际关系归因倾向量表得分

高于女生，对各年级之间两两比较发现，运气因子得

分在四、五年级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但均高于六年级（Ｐ＜０．０５），其他因子得分年级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女生人际关系归因

倾向量表得分在年级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按性别、年级分层，对内外控因子合

计分进行两独立样本的ｔ检验，发现各年级的学生

内控性因子得分均高于外控性。见表３。

２．５　高年级小学生人际归因倾向对攻击行为的影

响　为控制年级和性别对学生攻击行为总分及各因

子得分的影响，以人际归因倾向量表的各因子得分

（赋值为实际得分）、年级（四年级＝４，五年级＝５，六

年级＝６）和性别（男＝１，女＝２）为自变量，攻击行为

总分和各因子分为因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分别采用ｓｔｅｐｗｉｓｅ、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ｆｏｒｗａｒｄ方法，进入水

准为０．０５，剔除水准为０．１０，结合调整决定系数的

大小和模型残差的检验结果（ＤｕｒｂｉｎＷａｔｓｏｎ法）筛

选出最优模型。结果显示，控制性别、年级后，对学

生攻击行为 ＡＱ、ＰＨＹ、ＩＮＤ、ＡＮＧ 和 ＨＯＳ有影响

的人际归因倾向因子均为外控性的情景和运气因

子，外控性高的学生攻击性倾向也高，而对ＶＥ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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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为内控性因子努力和外控性因子情景。见 表４。

表２　不同年级小学生人际关系归因倾向各因子分的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ｄｅｓ

珚ｘ±ｓ

Ｇｅｎｄｅｒ Ｇｒａｄｅ 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ｆｆｏｒ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Ｆ Ｐ

Ｍａｌｅ Ｆｏｕｒｔｈ １６４ １０．７１±４．９９ １３．８５±４．８６ １０．５７±４．５７ ９．０５±４．６３ ２．３６９ ０．０１６

Ｆｉｆｔｈ ２６２ １０．９２±４．７５ １４．１５±４．７９ １１．２４±４．６５ ８．７８±４．５９

Ｓｉｘｔｈ ２５１ １１．２６±５．０１ １４．２６±４．８６ １１．１６±４．５１ ７．９８±４．３９

Ｓｕｂｔｏｔａｌ ６７７ １１．００±４．９０ １４．１２±４．８３ １１．０５±４．５８ ８．５５±４．５５

Ｆ ０．６７２ ０．３５６ １．１８３ ３．３７９

Ｐ ０．５１１ ０．７０１ ０．３０７ ０．０３５

Ｆｅｍａｌｅ Ｆｏｕｒｔｈ １５８ １０．４４±４．４５ １２．９３±４．９８ １０．０８±５．０５ ７．８７±４．５９ １．８０５ ０．０７２

Ｆｉｆｔｈ ２０２ １０．５５±４．７５ １３．７８±４．５４ １１．２２±４．３５ ７．９０±４．１２

Ｓｉｘｔｈ ２１２ １０．７６±４．４１ １３．６４±４．６７ １１．４８±４．５８ ７．６８±４．３９

Ｓｕｂｔｏｔａｌ ５７２ １０．６０±４．５４ １３．４９±４．７２ １１．００±４．６７ ７．８１±４．３５

Ｆ ０．２３５ １．６０４ １．４５８ ０．１４２

Ｐ ０．７９１ ０．２０２ ０．１５６ ０．８６８

表３　不同年级小学生内外控性得分比较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ｄｅｓ

珚ｘ±ｓ

Ｇｅｎｄｅｒ Ｇｒａｄｅ 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ｏｒｔ’ Ｐ

Ｍａｌｅ Ｆｏｕｒｔｈ １６４ ２４．５７±８．５５ １９．６３±７．７６ ５．４８０ ＜０．００１

Ｆｉｆｔｈ ２６２ ２５．０７±８．１８ ２０．０２±７．９６ ７．１６１ ＜０．００１

Ｓｉｘｔｈ ２５１ ２５．５２±８．５９ １９．１４±７．５６ ８．８３３ａ ＜０．００１

Ｆｅｍａｌｅ Ｆｏｕｒｔｈ １５８ ２３．３７±８．２８ １７．９５±７．７６ ６．００４ ＜０．００１

Ｆｉｆｔｈ ２０２ ２４．３４±８．１７ １９．１１±７．０３ ６．９０ａ ＜０．００１

Ｓｉｘｔｈ ２１２ ２４．４０±８．１４ １９．１７±７．５７ ６．８５ ＜０．００１

　ａｍｅａｎｓｔ’ｖａｌｕｅｗｈｅｎｅｑ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ｓｎｏｔａｓｓｕｍｅｄ

　　用ｙ^总 、^ｙ１、^ｙ２、^ｙ３、^ｙ４和ｙ^５分别表示攻击行为总

分、身体攻击、言语攻击、间接攻击、愤怒和敌意因子

得分的估计值，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Ｘ５和Ｘ６分别表示自

变量年级、性别、能力分、努力分、情景分和运气分。

建立的回归方程、假设检验结果及调整决定系数

如下：　　　　　

　　ｙ^总＝５９．５４６－５．８２４Ｘ２＋１．２３６Ｘ５＋０．６２４Ｘ６，

Ｆ＝１０８．２６８，Ｐ＜０．００１，调整Ｒ２＝０．２０５；

　　ｙ^１＝１３．２５９－２．１１２Ｘ２＋０．１７４Ｘ５＋０．２０４Ｘ６，

Ｆ＝５４．８４２，Ｐ＜０．００１，调整Ｒ２＝０．１１７；

　　ｙ^２＝１０．５７２－０．９４７Ｘ２＋０．１０８Ｘ４＋０．１６９Ｘ５，

Ｆ＝４９．９４，Ｐ＜０．００１，调整Ｒ２＝０．１０７；

　　ｙ^３＝９．４９２－０．９７５Ｘ２＋０．２３３Ｘ５＋０．０７６Ｘ６，

Ｆ＝５６．７３３，Ｐ＜０．００１，调整Ｒ２＝０．１１８；

　　ｙ^４＝１１．９６９＋０．２２９Ｘ５＋０．１１９Ｘ６，Ｆ＝６０．５２９，

Ｐ＜０．００１，调整Ｒ２＝０．０８７；

　　ｙ^５＝１５．２４２－０．５１３Ｘ１－１．２８１Ｘ２＋０．３９９７Ｘ５＋

０．１９３Ｘ６，Ｆ＝７５．０５１，Ｐ＜０．００１，调整Ｒ２＝０．１９２。

３　讨　论

　　攻击行为是儿童交往中比较常见的社会行为，

也是个体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蚌埠市小学

高年级学生不论是攻击行为总分还是各因子分男生

的都高于女生，说明性别是影响攻击行为的重要因

素，与Ｋｉｓｔｎｅｒ等［２］对小学高年级学生的报道一致，

但与王志英等［５］对小学高年级学生攻击行为得分不

存在性别差异的报道相矛盾。原因可能为：（１）研究

对象存在地域文化差异（中国的中部和南部），两地

儿童的攻击行为本质上存在不同；（２）研究对象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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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同造成的不一致，小学高年级学生正处在青春

期发育的早期，心理发育相对不稳定，样本量应该足

够大才具有代表性，而王志英和卢宁的研究中三个

年级样本总量仅为１２６人，可能由于样本量较小而

不具备得出性别间差异的结果。本研究发现男生的

ＡＱ得分以及因子ＰＨＹ、ＡＮＧ和 ＨＯＳ得分均为

四、五年级的高于六年级（Ｐ均＜０．０５），女生的ＡＱ

得分以及因子ＰＨＹ、ＶＥＲ、ＩＮＤ、ＡＮＧ得分五、六年

级高于四年级的，说明男女生在不同年龄组的变化

规律并不完全相同，可能是由于年龄（本研究中用年

级代表年龄）与性别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具有交互作

用，使攻击行为得分在不同性别和年级间的变化复

杂化。与有关研究攻击行为随着年龄的增加变得多

样化的结果［９］相一致。

表４　高年级小学生攻击行为总分及各因子分的多重线性回归

Ｔａｂ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ｓｅｎｉｏｒ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Ｂ β ｔ Ｐ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５９．５４６ － ３２．８０ ＜０．００１

Ｇｅｎｄｅｒ －５．８２４ －０．１６５ －６．５０ ＜０．００１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１．２３６ ０．３２４ １１．５０ ＜０．００１

Ｆｏｒｔｕｎｅ ０．６２４ ０．１５８ ５．６０ ＜０．００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４．２５９ － ２２．６４ ＜０．００１

Ｇｅｎｄｅｒ －２．１１２ －０．２８９ －７．３０ ＜０．００１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０．１７４ ０．１４９ ５．０２ ＜０．００１

Ｆｏｒｔｕｎｅ ０．２０４ ０．１６９ ５．６７ ＜０．００１

Ｖｅｒｂａｌ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０．５７２ － ２３．１６ ＜０．００１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９４７ －０．１２５ －４．６５ ＜０．００１

Ｅｆｆｏｒｔ ０．１０８ ０．１３７ ４．５５ ＜０．００１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０．１６９ ０．２０７ ６．８６ ＜０．００１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９．４９２ － ２２．２４ ＜０．００１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９７５ －０．１２３ －４．６２ ＜０．００１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０．２３３ ０．２７３ ９．２１ ＜０．００１

Ｆｏｒｔｕｎｅ ０．０７６ ０．０８７ ２．９２ ＜０．００１

Ａｎｇｅ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１．９６９ － ３５．０７ ＜０．００１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０．２２９ ０．２２８ ７．５８ ＜０．００１

Ｆｏｒｔｕｎｅ ０．１１９ ０．１１５ ３．８１ ＜０．００１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５．２４２ － １３．８０ ＜０．００１

Ｇｒａｄｅ －０．５１３ －０．０７２ －２．７９ ＜０．００１

Ｇｅｎｄｅｒ －１．２８１ －０．１１４ －４．４５ ＜０．００１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０．３９９ ０．３２８ １１．４９ ＜０．００１

Ｆｏｒｔｕｎｅ ０．１９３ ０．１５４ ５．３７ ＜０．００１

　　归因，是指人们对他人或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

分析，指出其性质或推论的过程。心理学家海德认

为个体的任何行为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原因，

是内外两个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蚌埠市小学

高年级学生人际关系归因倾向得分显示，在性别方

面，男生内控性因子努力和外控因子运气得分高于

女生；在年级方面，男女生的两内控性因子能力和努

力都未见年级间的差异，而外控性的因子表现出了

差异：男生四、五年级的运气因子得分高于六年级

的。说明随着年龄的增加，男生在处理人际关系时

逐渐走向成熟，外部因素运气对人际关系处理的影

响作用在逐渐减小。女生人际关系归因倾向量表得

分在年级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因此，学生教育

工作者应针对男女生不同归因特点采取不同干预措

施。

　　学生对成败的归因会引起一系列的情绪反应和

期望的改变：如果把成功归因于内部原因（努力、能

力），则会使人感到们满意和自豪，归结为外部原因

（情景、运气），则会使人产生惊奇和感激的心情；如

果把失败归因于内部原因，则会产生内疚和无助感，

归因于外部原因，就会产生气愤和敌意。学生的人

际归因方式必然影响到人际交往的行为，按性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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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分层，人际关系归因倾向内外性得分显示，学生内

控性因子得分均高于外控性得分，说明学生在处理

人际关系时内控性占主导地位。控制性别、年级后，

学生人际关系倾向各因子得分与攻击行为及其各因

子得分结果显示，对学生攻击行为总分、身体攻击、

间接攻击、愤怒和敌意有影响的人际归因倾向因子

（情景和运气）均为外控性因子，外控性高的学生其

攻击性倾向也高，而对言语攻击有影响的为内控性

因子努力和外控性因子情景。上述结果也说明了内

控者更倾向于采取积极、主动（友好）的方式去解决

人际关系问题，而外控者在面对问题时则采取较为

消极（攻击行为）的方式［１０］。提示学生教育工作者

可以从改变个体的归因方式进行干预，以减少儿童

攻击行为的发生。

　　多重线性回归模型的调整决定系数表示自变量

对因变量变异解释的大小，其范围为 ０．０８７～

０．２０５，表明８．７％～２０．５％的小学生攻击行为变异

可以由年级、性别和人际归因倾向的变化来作解释，

还有很大比例的变异由其他因素造成。本研究对象

选取时按学校的类型（重点和普通）进行分层，初步

分析中发现重点小学（６９．１１±１６．４０）和普通小学

（７０．３６±１８．５３）攻击行为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１．２４，Ｐ＞０．０５），因而未放入结果中分析。攻击

行为是生物学因素与多种社会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探索小学生攻击行为的影响因素，需考虑更多

的因素，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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