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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情绪在大学生功能失调性态度与攻击性关系间的

中介作用

解应平 郑德伟 张增国 孙宏伟 陈新岗 谭东

【摘要】　目的　探究功能失调性态度与攻击性的相关性，以及抑郁情绪在功能失调性态度和攻击性

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探究保护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方法　对山东省内1 05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

调查，分析功能失调性态度与攻击性的相关性，以及抑郁情绪在功能失调性态度和攻击性间的中介作用。

结果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身体攻击性、言语攻击性、敌意、指向自我的攻击性、强制性、寻求赞许、认知

哲学因子和抑郁情绪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是否为独生子女愤怒因子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功能失调性态度与除认知哲学与言语性攻击、愤怒外的各攻击性因子均相关（P＜0.05），抑郁

情绪在功能失调性态度和攻击性间起部分中介效应，占全部作用的16.32%。结论　功能失调性态度与

攻击性相关，抑郁在功能失调性态度和攻击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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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on effect of depression between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and aggressivity in college students　
XIE Ying-ping， ZHENG De-wei， ZHANG Zeng-guo， et al. Weifang Medical University， Weifang 26105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and aggressivity， 
and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depression between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and aggressivity in order to explore 
ways to protect mental health in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Totals of 1 050 college students in Shandong prov-
ince were included to fill the questionnai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and aggressivity， and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depression between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and aggressivity were analyzed. Results　Physical 
aggression， verbal aggression， hostility， self-aggression， mandatory， seeking approval， cognitive of philosophy 
and depression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P＜0.05). Factors in an-
ger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only child and not-only child (P＜0.05).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were 
related with aggressive factors (P＜0.05)， except for cognitive of philosophy， verbal aggression and anger. De-
pression showed partial mediation effect between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and aggressivity， accounting for 16.32%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s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are associated with aggressivity. Depression shows par-
tial mediation effect between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and aggressivity.

【Key words】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Depression； Aggressivity； Mediation effect； College student

攻击性行为分为直接攻击性行为和转向攻击性

行为［1］，前者将愤怒直接发泄到构成挫折的对象上，

而后者则是把愤怒发泄到其他对象上。有研究发现

抑郁与攻击性相关［2］。功能失调性态度是一种潜在

的、歪曲的认知结构［3］，是抑郁的易患倾向，研究发

现功能失调性态度对抑郁有直接作用［4］，是抑郁的

预测因子［5］。但是功能失调性态度是否与攻击性相

关，抑郁情绪是否在功能失调性态度和攻击性之间

起中介作用，目前尚不明确。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功能失调

性态度与攻击性的关系，以及抑郁情绪是否在两

者之间起中介作用。以筛选大学生攻击性易感人

群，减少攻击性的伤害行为；探究是否能够从稳定

且易观察的功能失调性态度入手，改变大学生的不

合理认知，从而减少大学生的攻击性，为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和心理辅导提供思路，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

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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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取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按

照山东省区域分层，分别从山东省东部、中部、西部

抽取烟台大学、滨州医学院、潍坊医学院、潍坊学院、

青岛大学；济南大学、山东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理工大学、山东建筑大学；聊城大学、曲阜师范

大学，共12所高校，然后随机抽取整个班级发放调

查问卷，共抽取了1 050名在校大学生，回收问卷共

计1 026份，其中有效问卷991份，有效率94.4%。其

中男生435名 (43.90%)，女生556名 (56.10%)；独生子

女423名 (42.68%)，非独生子女568名 (57.32%)。
1.2 方法 对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由提前培

训好的调查员进入现场宣读指导语并发放问卷。实

施测试时调查员要保证合适的施测环境，尽量保证

被试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独自完成问卷。包括一

般人口学资料、攻击性问卷、功能性失调态度量表

和Beck抑郁量表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 
(1)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是否独生子女。(2)攻击性

问卷采用李献云等修订的Buss和Perry攻击问卷中

文版，共30个条目，可归纳为5个因子：身体攻击、

言语攻击、愤怒、敌意、指向自我的攻击。得分越高，

表示攻击性越强。内部一致性为0.60~0.89，重测信

度为0.57~0.81，效度良好［6］。(3)功能性失调态度量

表由40个条目，采用1~7分七级评分，可归纳为8个
因子：脆弱性、吸引和排斥、完美化、强制性、寻求赞

许、依赖性、自主性态度、认知哲学。分数越高，表

示认知障碍越严重，Cronbach’s α系数为0.88，重
测信度为0.84［7］。(4)BDI的目的是评价抑郁的严重

程度［8］。其分半信度系数为 0.86，Spearman-Brown
相关系数为0.93，效度良好。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1.0软件建立数据

库并进行统计分析，行独立样本 t检验和单因素

ANOVA检验，分析各因子在不同性别、是否独生子

女大学生中是否存在差异；行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

功能失调性态度、攻击性的内部信度之间的相关性；

用AMOS 17.0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抑郁情绪在

功能失调性态度、攻击性之间的直接或间接效应，即

用AMOS构建中介路径。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特征大学生在攻击性、功能失调性态度和

抑郁情绪方面的差异 见表1。不同性别大学生在

身体攻击性、言语攻击性、敌意、指向自我的攻击性

因子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在强制性、

寻求赞许、认知哲学因子和抑郁情绪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P＜0.05)；是否为独生子女的大学生仅愤怒

因子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余因子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2.2 功能失调性态度内部各因子和攻击性内部各因

子的相关性 见表2，3。中介效应模型潜变量的相

关分析，对功能失调性态度进行分半信度检验，分

半信度为0.870，分析功能失调性态度各因子之间的

Pearson相关系数。对攻击性进行分半信度检验，分

半信度为0.84，分析攻击性各因子之间的Pearson相
关系数。结果显示，功能失调性态度各因子和攻击

性内部各因子间均呈正相关 (P＜0.05)。
2.3 功能失调性态度、抑郁情绪和攻击性的相关性    
见表4。对三者之间两两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

果显示，除认知哲学因子与言语性攻击、愤怒无相关

性外，其余各因子均呈正相关，功能失调性态度各因

子与抑郁情绪均呈正相关，抑郁情绪与攻击性各因

子均呈正相关。

2.4 抑郁情绪在功能失调性态度和攻击性间的中介

效应 见图1。功能失调性态度、抑郁情绪、攻击性

三者均相关，符合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本研究拟采

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功能失调性态度对攻击性的直

表1 不同特征大学生在攻击性、功能失调性态度和抑郁情绪方面的差异 (分，x±s)

项目
性别

t 值 P 值
是否独生

t 值 P 值
男（n=435） 女 (n=556) 是（n=423） 否（n=568）

攻击性

 身体攻击 16.80±4.43 15.00±5.41 8.484 ＜ 0.001 13.70±4.74 13.25±4.69 1.467 0.143

 言语攻击 12.27±3.88 10.50±3.37 5.315 ＜ 0.001 10.69±3.42 10.70±3.34 -0.051 0.959

 愤怒 15.20±5.57 14.43±6.24 -1.366 0.172 12.48±4.51 13.06±4.61 -1.968 0.049

 敌意 18.07±6.50 17.00±5.75 2.113 0.035 14.48±5.01 14.61±4.61 -0.427 0.671

 指向自我的攻击 13.87±4.85 11.57±3.52 4.887 ＜ 0.001 9.33±3.71 9.45±3.41 -0.569 0.570

功能失调性态度

 强制性 16.77±3.67 15.93±3.31 3.825 ＜ 0.001 16.38±3.57 16.24±3.45 0.591 0.554

 寻求赞许 16.52±4.63 15.08±4.79 4.773 ＜ 0.001 15.83±5.01 15.62±4.59 0.670 0.506

 认知哲学 16.84±5.56 14.99±4.66 5.699 ＜ 0.001 16.16±5.55 15.53±4.83 1.904 0.057

BDI 12.14±11.00 10.20±8.01 3.220 0.001 10.90±10.02 11.15±9.05 -0.408 0.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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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或间接作用。功能失调性态度为外源潜变量，是

模型中的自变量；攻击性作为内生潜变量，为模型中

的因变量；抑郁情绪为中介变量。用AMOS软件做

中介效应路径模型。根据图1，功能失调性态度对攻

击性的预测作用为44%(P＜0.01)；功能失调性态度

对抑郁情绪的直接效应作用为33%(P＜0.01)；抑郁

情绪对攻击性的预测作用为26%(P＜0.01)。抑郁情

绪在功能失调性态度与攻击性起部分中介效应，中

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6.32%。

本次模型的拟合指标：χ2=46.9(P＜0.05)，与拟

合指标(P＞0.05)不符，这是由于χ2易受样本容量的影

响 ，所以在大样本研究中， 会呈现出P＜0.05 ［9-10］，本

表2 功能失调性态度各因子之间的相关性 (r值 )

　项目 脆弱性 吸引和排斥 完美化 强制性 寻求赞许 依赖性 自主性态度

吸引和排斥 0.361** -　 -　 -　 -　 -　 -　

完美化 0.539** 0.567** -　 -　 -　 -　 -　

强制性 0.432** 0.385** 0.541** -　 -　 -　 -　

寻求赞许 0.420** 0.636** 0.593** 0.532** -　 -　 -　

依赖性 0.404** 0.600** 0.574** 0.458** 0.660** -　 -　

自主性态度 0.550** 0.488** 0.726** 0.454** 0.524** 0.523** -

认知哲学 -0.104** 0.240** 0.035 0.171** 0.317** 0.113** -0.081*

  注：* P ＜ 0.05，**P ＜ 0.01

表3 攻击性量表各因子之间的相关性 (r值 )

　项目 身体攻击 言语攻击 愤怒 敌意

言语攻击 0.646* -　 -　 -　

愤怒 0.583* 0.693* -　 -　

敌意 0.595* 0.651* 0.685* -　

指向自我的攻击 0.641* 0.596* 0.577* 0.672*

  注：*P ＜ 0.01

表4 功能失调性态度与抑郁、攻击性的相关性 (r值 )

　项目 脆弱性 吸引和排斥 完美化 强制性 寻求赞许 依赖性 自主性态度 认知哲学 抑郁

身体攻击 0.177** 0.241** 0.313** 0.247** 0.253** 0.201** 0.277** 0.130** 0.220**

言语攻击 0.215** 0.233** 0.312** 0.220** 0.236** 0.216** 0.299** 0.054 0.274**

愤怒 0.228** 0.287** 0.344** 0.253** 0.267** 0.266** 0.319** 0.040 0.304**

敌意 0.287** 0.336** 0.416** 0.267** 0.326** 0.327** 0.409** 0.760* 0.358**

指向自我的攻击 0.261** 0.301** 0.393** 0.289** 0.356** 0.274** 0.352** 0.196** 0.367**

抑郁 0.135** 0.241** 0.223** 0.163** 0.280** 0.220** 0.151** 0.287** -

  注：*P ＜ 0.05，**P ＜ 0.01

  　　　　　注：*P ＜ 0.01

         图1 抑郁情绪在功能失调性态度和攻击性间的中介效应路径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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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研究样本量是991，属于大样本，P＜0.05可以被

解释；CMIN/DF＝3.863(＜5)；GFI＝0.973，AGFI＝
0.970，NFI＝0.973，CFI＝0.991(均＞0.90)；RMSEA＝
0.054(＜0.08)，因此本次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11-12］。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男生的身体攻击性、言语攻击性、

敌意、指向自我的攻击性、强制性、寻求赞许、认知

哲学、抑郁情绪上均高于女生。显示男生有更强的

攻击性、更多的功能失调性态度和抑郁情绪，与以往

研究结果一致［13］。女生的愤怒平均分高于男生，与

以往研究结果一致［14］，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可

能与社会角色期待有关，女生更多选择压抑自己的

不满，但不满依旧存在，因此内心有很多愤怒，而男

生则更倾向于直接表示自己的不满。是否为独生子

女的大学生仅愤怒因子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非独

生子女的愤怒高于独生子女，可能是由于独生子女

与非独生子女在家庭中受到的关注程度不同。

功能失调性态度、抑郁情绪和攻击性三者的相

关性分析发现，三者的相关性较好。既往研究发现，

功能失调性态度和攻击性均与抑郁情绪呈正相关。

本研究可进一步得出功能失调性态度与攻击性间的

正相关关系，因此可以推测一个人的攻击性在一定

程度上与其本身存在的功能失调性态度有关。功能

失调性态度被认为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潜在认

知结构偏差，而大学生生理机能已经接近成年人水

平，在功能失调性态度的影响下，会倾向于用暴力手

段解决问题，因此有较多的攻击性。功能失调性态

度对攻击性有直接影响，同时功能失调性态度也通

过抑郁情绪间接影响攻击性，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16.32%，意味着抑郁情绪在功能失调性态度和抑郁

情绪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

Beck提出功能失调性态度使个体倾向于过多地

采用消极方式来评价和解释发生的事件，当遭遇更

高水平的应激事件时，更倾向于消极地看待自己、未

来和世界，从而产生更多的无助感，导致抑郁情绪的

产生。有研究发现，负性情绪与攻击性行为呈正相

关［15］， 负性情绪与敌意被动攻击紧密相关［16］，负性

情绪能有效地预测攻击性［17］，抑郁作为负性情绪中

的一种，在本次研究中与攻击性呈正相关。

因此，本研究倾向于将抑郁情绪的中介效应解

释为：存在功能失调性态度的个体会更多地采用消

极方式来评价和处理发生的事件，从而产生抑郁情

绪，而抑郁情绪又会引起挫败感、无力感等消极情

绪。挫败感会使个体指向他人和环境的攻击性增加，

而无力感则会使个体增加对自我的攻击性。歪曲的

认知、负性情绪、攻击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了一

个恶性循环。对于大学生这样的特殊群体，要打破

恶性循环的链条，引导大学生学习正确的认知方式、

学习如何调节负性情绪，从功能失调性态度、抑郁情

绪入手，着手改变不合理认知，减少大学生的攻击

性，减少攻击性的危害。

本研究仍有很多不足之处，通过既往研究可以

明确，抑郁等情绪可以预测攻击性，但是抑郁情绪通

过什么机制、以什么方式影响攻击性值得深入探讨。

此外，在功能失调性态度与攻击性之间可能还涉及

其他中介变量，这有待今后做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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