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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研究旨在探索小学生自尊&冲突情境归因与应对方式的特点及其关系$ 结果显示%小学生主要采用亲社会

和中性归因方式$ 女生更倾向于亲社会归因!男生和低年级学生更倾向于外部归因!而高年级偏向于中性归因$ 小学生

主要采用平息和成人介入的应对方式!男生更多采用报复应对'随年级增长!小学生更倾向于平息应对!报复应对降低$

自尊对内&外部归因及回避&平息应对!外部归因对报复应对!亲社会与中性归因对平息应对!及中性归因对成人介入均

有显著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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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是个体与环境互动中#为减轻所面临压力的负面影响#而作出的认知评估和行为努力的动态过

程'%(

& 应对方式则是人们应付内外环境要求以及有关情绪困扰所采用的方法%手段或策略#也称为应

付策略或应付机制'% 4#(

& 不同的应对方式影响个体的适应活动#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重要意义& 对我

国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研究的元分析表明#积极的应对方式与心理问题负相关#而消极的应对方式与高

心理问题风险相关'+(

& 研究发现#自尊%归因方式与个体的应对方式均有密切的关系'3(

& 本研究试图

检测小学生在不同情境冲突中的归因与应对方式的发展特点#并探讨自尊与归因%应对方式的关系&

%5研究方法

%*%5研究对象

以湘潭两所学校的二%四%六年级学生共 +$" 人为调查对象#回收有效问卷 #!" 份#有效率 "+*,_&

其中女生 %+! 人#占 32*!_#二%四%六年级分别为 2" 人"#2*+_$%"3 人"+#*&_$%%%& 人"3$*%_$&

%*#5研究工具

自尊量表& O(PI0KIEX"%"&,$编制#用以评定个体自我接纳和自我价值的总体感受& 量表包括 %$

个条目#由受试者报告条目中的描述是否符合他们自身的情况& 受试者得分越高表明自尊的程度越高&

归因与应对方式问卷& 根据:)C等"#$$&$编制的归因与应对方式量表翻译修订而成#主要用来检

测儿童在模糊冲突情景下的归因%情绪反应及应对方式& 量表共包含 , 个情景#设置 3 种可能的归因方

式!%$亲社会归因.#$外部责备归因.+$内部责备归因.3$中性归因& 每个情景的最后一题测应对方式#

儿童可以从 , 种选项中选择一个#分别代表!%$情绪反应.#$报复.+$成人介入.3$平息.,$回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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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究结果

#*%5小学生冲突情境归因与应对方式的特点

女生较男生更倾向于亲社会归因"&k$*$,$.男生则比女生要倾向于外部归因"&k$*$$%$.在外部

责备归因上#二年级显著高于六年级"&k$*$,$.在中性归因上#二%四年级均显著低于六年级"&k

$g$$%$& 男生比女生更倾向于选择报复应对"&k$*$,$.报复应对上#二年级显著高于六年级"&k

$g$$%$.而平息应对上#二年级显著低于六年级"&k$*$%$"见表 %$&

表 %5小学生冲突情境归因与应对方式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l?<#

归因方式

亲社会 外部责备 内部责备 中性归因

应对方式

回避 报复 平息 成人介入 情绪反应

性别
男 $*+& l$*#$ $*%" l$*#% $*%2 l$*%2 $*#2 l$*%" $*%& l$*%" $*%# l$*#$ $*+3 l$*+$ $*#" l$*#+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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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学生自尊)冲突情境归因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5小学生自尊$冲突情境归因与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

自尊与归因方式的外部归因显著正相关"&k$*$%$#与内部归因方式负相关"&k$*$%$.自尊与应

对方式中的回避负相关"&k$*$%$#与平息方式正相关"&k$*$%$& 亲社会归因与成人介入应对正相关

"&k$*$,$.外部归因与报复应对正相关"&k$*$%$#而与平息应对负相关"&k$*$%$.中性归因与报复

应对负相关"&k$*$,$#与平息应对正相关"&k$*$%$#与成人介入负相关"&k$*$%$ "见表 #$&

表 #5小学生自尊)冲突情境归因与应对方式相关分析"!#

归因方式

亲社会 外部归因 内部归因 中性归因
自尊

应对方式

回避 4$*$,! $*$$$ $*$&+ $*$%%

4$*##3

))

报复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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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反应 4$*$2+ $*$#, $*$3, $*$$" 4$*$%#

自尊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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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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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尊$冲突情境归因方式与应对方式的回归分析

自尊对归因方式的内部责备和外部责备"&k$*$$%$#及应对方式的回避和平息"&k$*$$%$都有显

著预测作用& 外部责备归因对报复应对"&k$*$$%$#中性归因与亲社会归因"&k$*$$%$ 对平息应对#

及中性归因对成人介入"&k$*$$%$均具有显著预测作用"见表 +$&

+5讨论

+*%5小学生在冲突情境下的归因与应对方式特点

模糊冲突情景中的归因方式研究显示#小学生选择的归因方式总体上是积极的#大多采用亲社会和

中性归因& 女生在面对应激问题时比男生更倾向于亲社会归因#而男生比女生更多使用外部责备归因&

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男生与女生的社会要求不同#男生往往被鼓励形成刚强%奋发的性格#喜欢参与战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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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竞争相关的游戏活动#而女生则往往被鼓励形成随和%安静%柔弱的性格#这可能造成小学生在冲突

情境下的归因方式出现性别差异& 外部责备归因方式的选择随年级增长而减少#而中性归因则是高年

级显著高于低年级& 这说明小学生随年级增长极端归因逐渐减小#这可能与小学生的生理与心理随年

龄或年级发展而不断成熟有关&

表 +5小学生自尊)冲突情境归因与应对方式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O

#

F ; G

外部责备归因

内部责备归因

回避应对

平息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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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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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息应对 中性归因 $*$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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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在面对冲突情境时#主要选择平息和成人介入的应对方式#这说明这个年龄阶段#儿童主要

采用相对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冲突& 但是在性别上#男生较女生更多的倾向于报复应对& 这可能是由

于男女生的身体差异和外界的要求不同#造成男女生在应对问题情境上的差异& 国内外研究也发现#在

跟别人发生矛盾时#男生比女生更喜欢采用肢体语言或者攻击性的解决方式& 在年级差异上#二年级比

六年级学生更多选择报复应对#这可能是因为#随年龄的发展#儿童自我认知水平提高#思考问题更加全

面#较多考虑事后的严重性#相应的在应对方式上也会发生改变#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越来越理性&

+*#5小学生自尊)归因方式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自尊对外部责备有正向预测作用#说明小学生自尊水平越高越偏向外部归因& 这个年龄段的小学

生存在明显的自我中心倾向#把冲突情境归因于外在#这有利于保护自我& 相反自尊对内部归因方式有

负向预测& 这可能是因为低自尊往往与消极情绪相关#自尊水平低的人更倾向于把事情的原因归因于

自身',(

& 小学生自尊对回避应对方式有负向预测作用#说明自尊水平越高#采用回避应对方式的可能

性就越低& 相反#自尊对平息应对方式有正向预测作用#表明自尊水平越高越偏向积极的应对方式&

外部归因方式对报复应对方式有正向预测作用#但是与平息应对方式负相关#这可能说明小学生越

是把冲突应激事件归因于外部#认为这些消极事件都是别人造成的#那么他们越有可能被激怒#也就越

可能采取报复性攻击行为& 而中性归因与亲社会归因对平息应对方式有正向预测作用& 这说明小学生

的积极归因方式可能预测其积极应对方式#也说明小学生在面对应激问题时#积极的社会归因往往促使

其采用更和谐的应对方式& 而中性归因对成人介入的应对方式有负向预测作用#即小学生越是倾向于

中性归因#采取成人介入应对方式的可能性越低& 这可能是因为#选择中性归因的小学生将冲突应激事

件归因为意外或巧合#因而更倾向于直接采用平息的应对方式#那么就可能很少采用成人介入这样的方

式来解决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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