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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攻击和自我感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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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使用基于多水平分析技术的元分析方法对有关儿童攻击和自我感知相关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并对
计算结果用模拟方法进行模拟。结果显示现有研究中攻击和自感认知能力之间的相关为-0.07，攻

击和自我总体感知间地相关为-0.08，相关结果为低度负相关但达到显著性水平，攻击和自感社交

能力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模拟结果与此类似。现有关于儿童攻击和自我感知关系的研究数量还

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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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关于儿童攻击和自我感知的关系，不同研究的结果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出入之处[1,2]，本文将利用多水平

分析技术对近 20年来关于儿童攻击行为和自我感知的关系的研究结果进行元分析，对各个研究的结果做一
个量的总结[3]。 

2 材料和方法 

2.1 各研究关于攻击的定义和研究特征 

表 1 显示的是各个研究中攻击的定义和各研究中女生占样本量的百分比、被试文化背景，被试年龄构
成等[1,2,4~15]。现有研究中所用的攻击表现主要是外显的直接攻击类别，探讨关联攻击和儿童自我感知的研

究结果只有 3例。 
2.2 分析方法 

与传统叙述性的文献综述方法不同，元分析用特定的统计方法整合现存的、针对某问题进行的各个研

究结果。如果各研究结果之间的变异不大，我们就通过统计方法对现有的研究结果进行平均，得到一个平

均结果，如果各个研究结果之间的差异比较显著，元分析的目的就要加上解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这样，

当研究结果间的离散程度显著时，元分析的目的就在于分析因不同研究特征而造成的研究结果的差异[3]。 
元分析可以看作是多水平分析的一个特例[3]，就参与元分析的各个研究结果的数据结构来看，其可以

被认为是一个多水平结构的数据，各研究中的被试被看作第一水平的单位，各个研究可被看作是第二水平

的单位，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一个多水平模型来探讨水平 2（各个研究）的特征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如果不考虑各研究特征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则基本的研究结果分析模型可以被写为， 

jejjd += δ  
这里 是第 j 个研究的研究结果， 是该研究结果相应的总体参数值， e 是第 j 个研究的的抽样误

差，并且假定 服从已知方差是 的正态分布。如果 是相关系数 r的 Fisher Z分数，则 的方差计算

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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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元分析研究一览表 

第一作者 发表时间 人数 女生比例 年龄分段 文化背景 攻击类型 攻击认知 攻击体能 攻击社交 攻击总体 

Ayduk O 2000 152 0.50 8-12岁 西方 身体攻击     -0.21

Boivin M 1997 793 0.50 3-5年级 西方      

      

    

      

     

     

     

      

     

      

     

     

     

     

     

     

    

RCP攻击 -0.32 -0.04

Chen X 1999 162 0.48 6-8年级 东方 RCP攻击 -0.32 0.00 -0.03

Chen X 2000 470 0.47 11-14岁 东方 外化问题(T-CRS) -0.10 0.00 -0.06

Chen X 2001 323 0.48 4+9年级 东方 RCP攻击 -0.01 -0.06

David C F 2000 859 0.55 3+4+5年级 西方 直接攻击 0.00

David C F 1 2000 859 0.55 3+4+5年级 西方 关联攻击 0.02

Hughes J N 2001 49 0.22 2-3年级 西方 打架、推等 0.05

Hymel S 1990 87 0.54 8-12岁 西方 RCP攻击等 0.07 -0.08

Marsh H W 2001 4216 0.53 13岁以上 西方 身体攻击 -0.08

Measelle J R 1998 87 0.45 3-7岁 西方 BPI攻击 -0.01

Panak W F 1992 521 0.54 3+4+5年级 西方 直接攻击 0.01

Prinstein M J 2001 253 0.00 9-12年级 西方 外显攻击 -0.03

Prinstein M J 1 2001 253 0.00 9-12年级 西方 关联攻击 -0.07

Prinstein M J 2 2001 313 1.00 9-12年级 西方 外显攻击 -0.05

Prinstein M J 3 2001 313 1.00 9-12年级 西方 关联攻击 0.02

Sletta O 1996 95 0.50 14岁- 西方 攻击破坏 0.03 -0.29

Verschueren K 2001 110 0.45 8岁 西方 逗惹、破坏等 -0.13 0.20 -0.19 -0.15

注:RCP：Revised class play;BPI：Berkeley Pupet Interview;T-CRS: Child rating scale-teacher form.表中发表时间、第一作者相同并且带数字者为同一个研究分开记录的数据;

攻击认知：攻击和自感认知能力的相关；攻击体能：攻击和自感体育运动能力的相关；攻击社交：攻击和自感社交能力的相关；攻击总体：攻击和自我总体感知的相关。 



第 11卷第 5期                                 儿童攻击和自我感知的关系                                  -531- 

在这里我们假定各个研究的结果 在各个研究之间是随机变异的，并且是各研究特征的函数，我们可

以建立下面的方程， 
jδ

jpjzpjzjzj µββββδ +++++= ...22110  

这里 Z是各个研究的特征（第二水平的解释变量），P为水平 2解释变量的个数， 是水平 2的残差项，

我们假定 服从方差为 的正态分布，合并上述的两个方程，我们得到下面的完整的方程： 
jµ

jµ
2
µσ

jejpjzpjzjzjd ++++++= µββββ ...22110  

方程中各参数的解释意义与前面一样。如果方程中没有水平 2的解释变量，则方程就还原为基本的截

距模型： 

jejjd ++= µβ 0  

此时的 0β 就是所有研究结果的平均数， 是各研究结果分布的方差，表明各研究结果的离散情况。

这样，对研究结果同质性（homogeneous）的检验就等同于对误差项 的方差 是否等于 0的检验，如果

显著不为 0，则说明各研究结果间有较大的差异，各研究结果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我们进一步就

可以把水平 2的变量（各研究的特征）拟和到方程中探察他们对水平 2变异的解释程度。 

2
µσ

jµ
2
µσ

2
µσ

本分析使用的多水平分析软件为MLwiN[16]，分析时分别以每种相关结果做因变量建立多水平方程，对

各研究相关结果分布的方差（水平 2方差） 的显著性检验采用χ2
µσ

2检验进行[3]。因为目前分析中的因变量

个数偏少，我们就用 bootstrap方法对计算结果进行模拟并同时报告模拟结果[16]。 

2.3 效应量、文献查找和研究入选的标准 

儿童的自我感知以 Harter的量表框架为基础限定在自感认知能力、自感社交能力、自感体育运动能力

和自我总体感知 4个方面[17]，所分析的相关结果就是儿童攻击和这 4方面的相关关系，因此本分析中的效

应量就是各研究中的相关系数[3,18]。本研究的文献查找主要通过对 PsycINFO、Education Full Text和 ERIC

这几个数据库进行检索，资料检索的范围包括近 20年来发表在杂志上和出版过的书籍中的内容，但只收录

提供了儿童攻击和各种自我感知类别相关系数的研究，因此实际参与本分析的文献记录从 1990年开始，为

了探讨性别和攻击类别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如果研究中同时报告男女生的相关结果，或是分攻击类别报告

相关结果，则分开记录研究结果。所有的相关系数均被转换为 Fisher Z分数参与计算[18]。 

3 结果 

由于本分析的目的在于整合各个研究的相关结果及探讨其一致性，并且由于对部分研究中的多重结果

按多个研究结果来对待，因此我们没有对各种相关值的显著性检验结果进行元分析[18]，但多水平模型中的

系数检验结果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 

因为攻击和自感体能运动能力的相关只有-0.32、-0.32 和 0.20 三个研究结果，故没有对其相关结果进

行多水平分析[19]。表 2显示的是用多水平模型对其他几种相关进行元分析的结果，因为女生占样本量的百

分比、年龄和文化背景变量对各个模型的作用不显著，结果不再报告对这些变量的分析结果。 

表 2 显示攻击和自我总体感知、自感认知能力之间有显著但低度的负相关，和自感社交能力感知的相

关不显著（多水平模型中的截距系数检验不显著），各模型水平 2的方差检验均不显著，其他变量对研究结

果的影响也就不再考虑[3]。 

4 讨论 

多水平模型分析结果报告了每个效应量的平均数、各个研究结果之间的方差，并对各模型的参数使用

数据模拟方法进行模拟，以使各参数结果更加稳定[17]。对现有研究结果的元分析没有发现儿童攻击和自感

社交能力之间有明显的相关关系，但攻击和自感认知能力以及自我总体感知之间有低度但显著的负相关关

系。关于攻击和自感体育运动能力的关系，目前有两例研究报告了正向相关关系，一例研究报告负向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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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研究数量偏少且结果之间有出入，可能和各研究所用的测试攻击的工具有关系，本分析也就没有对

其相关系数进行元分析。 

表 2 攻击和自感社交能力、自我总体感知、自感认知能力相关的元分析结果 

自感社交能力 自感认知能力 自我总体感知 

 截距模型 模拟结果 截距模型 模拟结果 截距模型 模拟结果 

固定部分       

截距 -0.009(0.015) -0.011(0.023) -0.066(0.032) -0.069(0.038) -0.076(0.013) -0.077(0.013) 

随机部分    

研究结果方差σ2 0.000(0.000) -0.002(0.004) 0.000(0.000) -0.008(0.017) 0.000(0.000) -0.002(0.006) 

χ2检验 6.948 2.245  12.007  

-2LL -33.699 11.408  -28.483  

注：*p<0.05, ** p<0.01，Fisher Z逆转换 r：-0.066 ~ -0.07, -0.069 ~ -0.07;  -0.077 ~ -0.08，-0.076 ~ -0.08 

Boivin[20]等的研究发现攻击——被拒绝儿童感觉到自己运动行为能力维度的表现不如别人，但对其自

身社交能力、学习能力等没有负向感知。Chen[6]等的研究发现攻击和自感社交能力、自我总体感知之间的

相关为负或 0相关。Hymel[21]等仔细比较了不同攻击、退缩被拒绝儿童和普通儿童在自我能力感知之间的

差异后发现，攻击被拒绝和攻击/退缩被拒绝儿童在自感社交能力、自感运动能力、自感学习能力和自感外

表长相 4个方面均高估自己。Hymel[21]等认为攻击性被拒绝儿童可能接受到一些使他们保持正向自身社交

能力感知的反馈。儿童的社交能力自我感知基于对来自他人的一些模糊行为的主观解释上，尽管同伴认为

攻击性退缩儿童比正常儿童的社交能力水平低，但他们并没有被排除在同伴活动之外。这样，虽然他们表

现出一定的社交技能缺陷，但同伴交往中的一些正向的方面对攻击性被拒绝儿童来说更加突出，使他们对

自身的社交能力有一定的正向感知，用中国被试进行的研究也发现，攻击性儿童保持正向的自我感觉[22]。

本元分析结果与有关研究结果比较一致。Olweus[23]曾描述欺负别人的儿童是相对身强体壮的儿童，现有研

究中只有一例报告攻击和自感体育运动能力间的正相关，这可能与它们关于攻击概念的不同侧重点有关。 

元分析的目的在于对现有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现有关于儿童攻击和自我感

知的研究数量偏少，尤其是关于攻击性儿童的自我认知能力、自我体运动能力感知的研究数量更少，尽管

使用了数据模拟技术，但对于研究数量偏少的研究结果进行的元分析的质量相应要受影响，关于儿童攻击

和自我感知间的关系，有待更多的研究进行探讨；另外，元分析中所考察的研究特征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只

是一种间接的检验方法，对有关因素影响的考察还需要通过严格的科研设计进行，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考察

性别、不同攻击类型、年龄等因素对攻击性儿童自我感知的影响。 

5 小结 

用多水平分析技术对近 20年来关于儿童攻击和自我感知关系的研究进行的元分析显示，儿童攻击和自

我总体感知、自感认知能力之间有低度负向关联关系，和自感社交能力间的关联作用不明显。目前关于儿

童攻击和自我感知关系的研究数量较少，有待增加这方面的研究来进一步探讨攻击性儿童的自我感知和有

关因素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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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a-Analytic Review On The Correlation Of Children’s Aggression And Self 

Perceived Competencies 

Guo Boliang， Chang Le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angKong) 

Abstract: Meta-analysis based on multilevel modeling was used to review the latest 20 years of studies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hildren’s aggression and self perceived competencies, the results showed significantly 
negative but lower level correlation between child aggression and general self worth and self perceived cognitive 
competency.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as found between aggression and self perceived social competency, only 
3 studies reporte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aggression and self perceived physical competency, 2 
negative and 1 positive. More studies in this area are needed to general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 
aggression and self-perceived competencies and to study its correlates. 
Key words: multilevel modeling, meta-analysis, aggression, self perceived compet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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