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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攻击性通常伴随着个体的敌对性认知和消极情绪，并通过肢

体或语言的外部行为表现出来。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攻击性由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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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为探究不确定性容忍度与大学生攻击性之间的关联，并检验压力感知在此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本研究采用了线上问卷

调查的方法，对西南地区某高校大学生进行了整群抽样调查，共收集到2672份有效问卷。研究结果显示：不确定性

容忍度、攻击性和压力感知三者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压力感知在不确定性容忍度与攻击性之间起到了部分

中介作用；女性在攻击性和压力感知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男性。本研究的结果为理解攻击性行为的心理机制提供了新

的视角，并为预防和干预攻击行为提供了潜在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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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uncertainty	 tolerance	and	aggres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o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tress	perception	in	this	relationship,	this	study	adopted	the	method	

of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conducted	 a	 cluster	 sampling	 surve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Southwest	China.	A	total	of	2672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among	uncertainty	tolerance,	aggression	and	pressure	perception.	The	

stress	perception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uncertainty	tolerance	and	aggression.	Women	

score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men	on	both	aggression	and	perceived	stres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aggressive	behavior	

and	provide	a	potential	approach	for	preventing	and	intervening	aggressiv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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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共同构成。根据社会信息加工模型，无

法忍受不确定性可能是影响个体攻击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2]。该模型

指出，个体在信息认知加工过程中的偏差是导致攻击性行为产生

的原因。当个体接收到信息时，会进行自我加工和判断，而无法

攻击行为作为心理学领域的重要议题，广泛存在于全球各地，其严重性已与其他危害人类公共健康的疾病相提并论，其中极端表现

形式即为暴力行为。据统计，每年全球有近160万人因暴力行为而丧生，相当于每天有4300多人因此失去生命 [1]。在我国，各类攻击事

件也时有发生。攻击行为不仅会对个体造成肉体、精神和物质上的损害，还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扰乱社会秩序，引发一系列

社会问题。因此，深入探讨大学生攻击性的产生机理及其防范措施，对于预防该群体发生攻击行为，维护校园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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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受不确定性水平较高的个体在面对不确定信息时，由于对不确

定性的恐惧和焦虑，他们会编码更多的负面信息。如果个体的攻

击性反应得到了他人的负面反馈，就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他们的不

确定性和焦虑，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已有研究证实，攻击行为的

产生随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增加而增加，其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

取决于个体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高低。

已有研究表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压力知觉的测量得分呈

显著正相关。压力知觉是个体与外界交互作用下对应激事件的主

观认识和评价。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个体的压力知觉水平可以

通过其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来预测。根据 Lazarus 和 Folkman 提

出的压力认知交互作用理论模型，当潜在威胁信号出现时，个体

会先进行危害性的初级评价，然后进行是否具有应对能力的次级

判断。如果事件被评估为具有威胁性或挑战性，且个体认为自己

缺乏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那么他们的压力水

平就会升高。为了缓解这种高度压力，他们可能会采取各种应对

策略，包括攻击性行为。这种行为不仅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

也是他们试图控制或减少不确定性的一种手段。大量研究已经证

实，个体暴力行为产生的可能性会因压力而增加 [3]。由此可以推

断，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可能通过压力知觉的作用，诱发个体的攻

击性，且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水平较高的个体由于对未来结果的不

确定性感到极度焦虑，从而感受到更高的压力水平。

然而，目前还没有研究综合考察过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压力

知觉和攻击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拟采用潜变量中介

模型分析方法，考察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个体攻击性之间的关

系，并检验压力知觉在其间的作用，以便更全面地理解无法忍受

不确定性如何通过影响个体的压力知觉，进而诱发其攻击性行

为。由于以往研究指出，不同性别的压力知觉和攻击性都存在一

定的差异 [4]，故本研究在模型中加入性别作为协变量加以控制，以

排除性别对本研究的潜在影响，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通过这

项研究，期望能够弥补现有文献中的不足，进一步帮助心理学家

和教育工作者及相关教育部门采取更有效的干预策略，减少大学

生群体攻击性行为的发生，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为减少社会暴

力行为、提升整体社会安全感做出贡献。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通过线上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西南地区某校大学生以班级为

单位进行整群抽样。本次调查共发出2700份问卷，收回2692份，

实际得到有效问卷2672份，有效问卷的回收率为98.963%。其

中，大一学生占比33.496%(895人）、大二学生占比23.278%(622

人）、大三学生占比31.774%(849人），大四占比11.452%(306

人）；男性占比42.440%(1134人），女性占比57.560%(1538人）。

被试者平均年龄为21.281岁 (SD=3.306)。

（二）研究工具

1.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IUS-12）。该量表的中文版由张

亚娟等人修订，共12题，包含两个维度，分别是预期性焦虑和抑

制性焦虑。预期性焦虑维度有7题，抑制性焦虑维度有5题。量表

采用5点计分，用1分—5分来分别代表从“完全不符合”到“完

全符合”。两个维度总分分值高低代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水平高

低。本研究中的 α 系数为0.895。

2. 压力知觉量表（CPSS）。该量表中文版为杨廷忠和黄汉腾

修订，共14题，包含两个维度，分别是紧张感和控制感。紧张感

维度有8题，控制感维度有6题。量表采用5点计分，用1分 —5

分来分别代表“从不”到“几乎总是”。两个维度总分分值高低代

表压力知觉水平高低。本研究中的 α 系数为0.712。

3. 简版攻击性量表（BAQ）。研究在刘俊升等人所修订的中

文版基础上，提取了12个题目形成中文简版攻击性问卷，包含敌

意、愤怒、言语攻击、身体攻击4个维度。敌意维度有3题，愤怒

维度有3题，言语攻击维度有3题，身体攻击维度有3题。量表采

用5点计分，用1分—5分来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

合”。其中，第5个项目为反向记分。四个维度总分越高，表示攻

击性越强。在本研究中 α 系数为0.785。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

修订后的问卷结构效度良好 (CFI = 0.903, TLI = 0.858, RMSEA 

= 0.084,)。

（三）数据分析

本研究使用 SPSS26.0软件对数据进行初步分析；之后，采用

Mplus8.3软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为简化模型，本研究对 IUS-12

的2个维度、BAQ 的4个维度、CPSS 的2个维度进行打包形成2

个、4个、2个项目包 [5]。且在建模过程中，本研究将性别作为协

变量进行了控制，以排除性别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了 Harman 单因子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6]。结果析出

了38个因子，5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第一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26.488%，低于40%，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 [7]。

（二）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压力知觉与攻击性的描述及相关

分析结果

对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压力知觉和攻击性三个主要研究变量

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

攻击性、压力知觉均呈显著正相关（ps ＜0.01)；压力知觉与攻击

性之间也呈显著正相关（p ＜0.01)。此外，这些变量的偏、峰度

值均分别小于2和7，接近正态分布，因此后期模型分析以极大似

然估计为主。

表1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压力知觉与攻击性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N=2672)

M SD skewness kurtosis IU CPS BA

IU 28.765 7.761 0.473 0.546 1

CPS 39.548 5.618 –0.268 2.324 0.425** 1

BA 30.226 6.508 0.046 0.245 0.572** 0.392** 1

性别 - - - - 0.011 0.069** 0.076**

注：IU、CPS 及 BA 分别表示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压力知觉

及攻击性；**p<0.01；性别的虚拟编码为0= 男，1=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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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攻击性与压力知觉的性别差异分析

个体的攻击性及压力知觉的性别差异检验采用独立样本 t 检

验进行，结果见表2。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上，男女差异不显著

（p ＞0.05)，但女性在攻击性和压力知觉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男生

（ps ＜0.001)。

表2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压力知觉及攻击性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

变量
男(n=1134)

M ± SD

女(n=1538)

M ± SD
t df Cohen’s d

IU 28.662 ± 8.060 28.841 ± 7.534 –0.051 2345.563 –0.002

CPS 39.095 ± 5.485 39.881 ± 5.693 –3.581*** 2670.000 –0.217

BA 29.653 ± 6.972 30.649 ± 6.111 –3.842*** 2248.459 –0.227

注：IU、CPS 及 BA 分别表示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压力知觉

及攻击性；***p<0.001；性别的虚拟编码为0= 男，1= 女。

（四）压力知觉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攻击性间的中介作用

检验

本研究采用 Mplus8.3进行中介建模分析，将 Bootstrap 设置为

5000次。模型拟合良好：CFI=0.904, TLI=0.850, RMSEA=0.116, 

SRMR=0.059。所有路径系数均达到统计显著水平（详见图1)。

压力知觉的中介效应 ( 中介效应值为0.189, SE=0.024, p<0.001, 

95%CI[0.142, 0.237]) 及直接效应 (c’=0.527, SE=0.036, p<0.001, 

95%CI[0.457, 0.597]) 均显著。

 > 图1 压力知觉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攻击性间的中介作用

注：图中数值均为标准化路径系数；IU、CPS 及 BA 分别表

示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压力感知及攻击性；性别的虚拟编码为0=

男，1= 女；**p<0.01, ***p<0.001。

四、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攻击性和压力知觉三

者之间两两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攻击性和压力知觉呈现出

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的压力知觉水平显著高于男性，但在无法

忍受不确定性这一变量上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在控制性

别变量后，研究结果证实了个体的无法忍受不确定性能够通过压

力知觉有效预测其攻击性倾向，这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的观点以

及个体对压力知觉的过程与压力的认知交互作用模型相一致。此

外，本研究还发现个体对压力的知觉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攻击

性产生影响的过程中确实发挥着中介作用。总的来说，本研究揭

示了攻击性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压力知觉在二

者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丰富了攻击性相关的理论认识，同

时也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为相关部门如何有效预

防攻击行为、维护学校安全及社会安定提供了思路。未来，相关

教育部门可以考虑通过提供确定的信息来提高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个体的确定感，从而降低他们的压力知觉水平，进而有助于减少

其攻击行为的产生。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一是本研究

仅采用横断研究的方法，揭示了攻击性、压力知觉以及无法忍受

不确定性三者之间存在静态的相关关系，无法确定攻击性与压力

知觉之间是否存在共变关系。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追

踪研究的方法进一步探究；二是本研究的样本代表性有一定局

限，研究结果的推广性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未来可以扩大

样本规模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结果。

五、结论

第一，个体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大学生攻击性之间存在显著

正相关关系，即个体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水平越高，其攻击性也

越强。第二，个体的压力知觉水平与大学生攻击性之间同样呈显

著正相关，意味着个体知觉到的压力水平越高，其攻击性也相应

越强。第三，个体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其压力知觉水平之间也呈

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水平越高的个

体，其压力感知水平也越高。第四，压力知觉在无法忍受不确定

性与攻击性的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这意味着无法忍受不

确定性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个体的攻击性，还能通过影响个体的压

力知觉水平，间接地影响个体的攻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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