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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攻击性行为在儿童身上经常发生，是一种典型的不

良行为。且儿童之间相互辱骂、打架斗殴甚至动用武器

来进行相互攻击的新闻似乎已屡见不鲜 [1]。攻击性行为

不但会影响其学业成绩和身心健康 [2，3]，更对教师们在实

施教育过程中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研究发现，留守

儿童比非留守儿童产生攻击性行为的可能性更高 [4]，且

在童年期攻击性更强的儿童在成年后会有更多的犯罪记

录、人际交往困难和难以适应社会 [5，6]。此外，基于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推算我国留守儿童已达到 6972.75 万。鉴

于此，本文参考以往研究关于留守儿童攻击性行为分析，

对留守儿童的定义、攻击性行为研究方法、攻击性行为

影响因素以及干预措施进行综合论述，为留守儿童塑造

良好行为提供参考依据。

2　留守儿童定义

以往研究者通过对全国各地十所学校进行调查分析

发现，留守儿童的定义需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包括外出

父母的数量、孩子的年龄以及父母外出持续的时间。以

往研究已表明留守儿童为父母双方或者单方外出、18 岁

以下的孩子、父母外出时间长达半年及以上 [7]。另外，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

见》，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者一方外

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无法与父母正常生活的不满

十六周岁农村户籍未成年人；城市留守儿童是指户籍所

在地在城市或者城镇，父母中某一方或双方由于父母异

地求学、工作、或者工作繁忙等，失去父母双方或单方

监护，由父母一方或第三方委托照顾的未成年人 [8]。还

有研究者认为城市留守儿童是户籍为非农业户口且生活

在城市或城镇，因父母原因或自身原因，导致与父母的

物理留守或心理留守长达 6 个月或者以上，在隔代教育

背景下长大的 16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9]。

2.1 留守儿童攻击性行为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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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要从两个方面对留守儿童攻击性行为进行

探讨即外显攻击性和内隐攻击性。首先，外显攻击性在

研究形式上，外显攻击性行为通常采用问卷调查、个案

咨询来进行探讨 [10，11，12]。例如有研究采用攻击性问卷对

223 名留守儿童进行调查分析发现，留守的时间越长，其

攻击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增加越明显 [13]。其次，对于留

守儿童攻击性行为的研究年龄阶段包括幼儿、儿童、青

少年 [14，15，16]；且年龄越大，与父母分离的时间越长，就

越容易产生攻击性行为 [17]。最后，以往关于内隐攻击性

行为的探讨，其主要方法包含：内隐联想测验、词干补

笔、偏好测验、投射测验、再认测试、启动效应。而目

前很少有研究者涉及留守儿童内隐攻击性的研究。以往

研究采用内隐联想测验的方法测量了 100 名留守儿童的

内隐攻击性，发现其内隐攻击性显著 [18]。综上可知，关

于留守儿童攻击性行为的测量上以往研究者主要还是依

赖于问卷调查，且主要研究了留守儿童外显攻击行为。

3　留守儿童攻击性行为影响因素

首先，基于家庭视角，以往研究者认为家庭作为儿

童第一生存环境，对其行为的养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且留守儿童攻击性行为的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一方

面教育者教育能力低下，留守儿童父母外出，养育孩子

的责任自然落在爷爷奶奶身上，隔代教育或者亲朋好友

的教育难免会过度溺爱，在教育过程中也畏手畏脚；另

一方面缺乏父母关注和关爱的儿童，在心理上消极、不

愿与同伴相处和沟通，甚至习惯于用武力解决问题 [19]。

此外，留守儿童大多处于他律道德阶段，儿童的行为可

以通过采用良好的家庭教养方式来塑造；父母情感温暖

教养方式能够显著降低留守儿童的攻击性行为[10]；然而，

由于群体的去个性化作用，留守儿童倾向于与群体保持一

致的攻击性行为 [20]；父母采用拒绝和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

与留守儿童攻击性行为各维度均有显著正相关，父母的高

压惩罚，心理控制也会显著增加其攻击性行为 [21]。

其次，基于学校视角，由于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陪

伴，所以教师和同伴在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对留守儿童

行为习惯的养成就显得尤为重要。研究发现，在同伴关

系方面，留守儿童的同伴关系质量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

侵犯性高于非留守儿童 [22]，容易对同伴产生嫉妒情绪 [23]。

这些嫉妒的负性情绪可能会在同伴相处的过程中表现出

攻击性。此外，留守儿童的攻击性行为也受到师生关系

的影响。研究发现师生互动风格可以预测其攻击性行为，

具体表现为积极的师生互动风格能够减少留守儿童的攻

击性行为而消极的师生互动风格则起到相反的作用 [24]。

教师的亲社会行为也会带动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从而减

少其问题行为的出现 [19]。最后基于个体视角，留守儿童

自身的遗传和基因因素也是影响其攻击性行为的因素之

一。以往研究表明，留守儿童大脑两半球均衡性较低 [21]；

留守儿童的道德水平影响其攻击性行为，具体为道德水

平越高的儿童，在感受和思考问题时，越能够从他人利

益的立场上考虑，从而降低其攻击性行为；此外，自我

控制也直接与攻击性行为相联系，当个人的自我意识和

控制水平降低时，就会导致攻击性行为增加 [25]

总之，探讨留守儿童攻击性行为的影响因素，应该

综合考虑其所处的社会、学校、家庭环境以及个人生理

发展阶段。未来研究应该进一步对已有研究结论进行进

一步探讨和验证，找到留守儿童在各个年龄阶段攻击性

行为形成的主要原因，为下一步干预提供更加真实准确

的理论参考。

4　改善留守儿童攻击性行为策略和干预

以往关于留守儿童攻击性行为的干预措施，主要围

绕四个方面进行分别为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人。第一，

在社会方面，有研究者强调社会应该对留守儿童多一些

宽容和耐心，用正确的社会观念去引导，减少他们的不

适感和攻击性行为 [16]。其次是在学校方面，建立留守儿

童档案登记、学校要大力加强老师们的思想教育工作，

充分发挥教师对留守儿童的教育管理作用、学校也要充

分调动起同学们的积极性，促进同学之间互相交流、理

解和相互鼓励 [25]。再次，在家庭教育方面的措施，要加

强对监护人的培训，做到家庭与学校合力教育和管理留

守儿童；学校与监护人之间的交流和信息沟通要进一步

加强，有突发情况双方可以第一时间取得联系；要鼓励

和支持留守儿童与其外出的家长（如父母）多进行联系

和沟通（比如定期通电话等）；要对留守儿童正确的行

为要及时给予强化和引导，必要时可给予适当奖励，纠

正或淡化其不良行为，并为其树立正确榜样用以模仿学

习，促进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26]。此外，应该改变对留

守儿童的家庭教养方式，研究发现，儿童较高的攻击性

是父母放纵型和专制型的教养方式所导致的，父母应考

虑采用民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理解和尊重留守儿童 [16]。

最后，在个体上，第一是教育方面的措施，他认为发展

留守儿童的心理素养是预防其怨恨滋生引发攻击性行为

的关键。主要有：第一，注重培养留守儿童的各种优秀

品质，例如自主性人格；宽恕精神；自信心；沟通能力

等 [27]。第二，研究者将留守儿童分为两组即实验组和对

照组，采用综合干预，将干预分为团体活动、个别辅导、

家庭训练、教师交流会四个部分进行。实验组的被试接

受为期 6 个月的干预，而对照组则不进行干预，研究结

果表明，综合干预显著降低留守儿童的攻击性行为 [28]。

第三，以往研究采用实验组和对照组前后测的实验设计。

实验组进行 2 个月的移情训练，而对照组不进行训练，

从移情的认知和移情的情感两个方面进行干预。结果发

现，移情训练能够矫正留守儿童的攻击性行为 [18]。综上，

以往研究者在降低留守儿童攻击性行为方面已做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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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其中包含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干预，且取得了一

定的研究成果。然而大多数措施还是只停留在理论研究

层面，进行这方面实证研究的文章尚且不多，且干预方

法各种各样，对于降低留守儿童攻击性行为的最佳干预

方式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未来研究应在以有研究结

论的基础之上，综合考虑留守儿童各方面的情况，试图

深入探究各个阶段留守儿童最佳的干预方法。

5　研究结论

目前关于留守儿童攻击性行为影响因素包括家庭、

学校、社会、个人发展四个方面；理论措施也分别针对

这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实证研究表明综合干预和移情训

练可有效改善留守儿童攻击性行为。

6　研究启示和展望

从以往调查数据来看，我国留守儿童的数量，正在

逐步上升。针对留守儿童的攻击性行为影响因素和干预

方法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留守儿童攻击性行为的

干预需要结合社会、学校、家庭以及其本身发展来进行。

这也许就是目前为止实证干预研究较少的主要原因。此

外，对于留守儿童内隐攻击性和攻击性行为产生的心理

机制的探讨也还较少涉及。因此，以后的研究应加强对

留守儿童内隐攻击性的探究、更深入分析攻击性行为的

心理机制、并综合考虑留守儿童实际情况，增加实证干

预的研究，以期尽快帮助减少留守儿童由于父母缺失而

造成的一系列不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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