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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讨论初中生目睹父母间家庭暴力情况与行为问题之间关系ꎬ为相关领域开展深入研究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儿童暴露在家庭暴力中量表( Ｃｈｉｌｄ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ꎬ ＣＥＤＶ)和青少年自评量表( ｔｈｅ Ｙｏｕｔｈ 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ꎬ
ＹＳＲ－１９９１)ꎬ对整群抽取的温州市、北京市海淀区、济南市、芜湖市、曲靖市 ５ 所中学 １ ８２０ 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６９.５％的初中生目睹过父母争吵ꎬ３９.０％目睹过父母间辱骂、威胁ꎬ２５.１％目睹过父母破坏家里的东西ꎬ１３.８％目睹过父母伤

害另一方身体ꎮ 初中生目睹父母间家庭暴力总水平与 ＹＳＲ 的内向症状群、外向症状群、总分存在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３９ꎬ
０.３９ꎬ０.４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双无组、仅目睹父母间家庭暴力组、仅遭受直接家庭暴力组、双重暴力组在 ＹＳＲ 内向症状群、外
向症状群、总分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２１５.２７ꎬ２０３.２３ꎬ２５２.２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初中生目睹父母间家

庭暴力较为普遍ꎬ目睹父母间家庭暴力会对初中生的行为问题产生显著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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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ꎬ国内学界对儿童遭受直接家庭暴力关注较
多ꎬ较少讨论儿童遭受间接家庭暴力情况ꎬ即儿童目
睹父母间家庭暴力[１] ꎮ 国外研究表明ꎬ父母间发生家
庭暴力时ꎬ儿童在场并目睹暴力过程的情况极为普
遍[２] ꎮ 诸多研究已指出ꎬ目睹父母间家庭暴力的儿童
产生各种行为和心理问题的风险更高ꎬ在成年期更容
易出现健康问题和情绪问题[３－５] ꎮ 另外ꎬ儿童目睹父
母间家庭暴力和遭受直接虐待经常重叠发生ꎬ很容易
出现“双重伤害”(ｄｏｕｂｌｅ ｗｈａｍｍｙ) [６－１０] ꎮ

与国外对儿童目睹父母间家庭暴力中的后果、影
响机制和阻断干预进行了丰富的实证研究相比ꎬ国内

对儿童目睹父母间家庭暴力的实证研究相对比较缺
乏[１ꎬ１１] ꎮ 鉴于此ꎬ本研究尝试对中国初中生目睹父母
间家庭暴力情况进行测量ꎬ并对目睹经历与行为问题
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ꎬ对该研究领域进行弥补和
推进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通过整群抽样ꎬ于 ２０１９ 年 ５—１０ 月ꎬ选取
温州市、北京市海淀区、济南市、芜湖市、曲靖市的 ５ 所
中学 １ ９６６ 名初中生ꎬ经知情同意后进行匿名问卷调
查ꎮ 共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８２０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２.６％ꎮ
其中男生 ８８３ 名ꎬ女生 ９３４ 名ꎬ性别缺失 ３ 名ꎻ独生子
女 ８０３ 名ꎬ非独生子女 １ ０１７ 名ꎮ 平均年龄(１３. ６１ ±
１.１７)岁ꎮ 所有参与调查的学生及家长同意参与本研
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以班级为单位ꎬ通过整群抽样
方式发放调查问卷ꎮ 调查问卷由任课老师或心理辅

０４８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第 ４１ 卷第 １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１２



导老师在班级现场发放ꎬ被试学生集中填答ꎬ填答问
卷时间为 ２５ 分钟左右ꎮ 问卷调查是匿名的ꎮ 问卷填
答之前ꎬ任课教师或心理辅导老师先向被试学生说明
问卷调查的目的和意义ꎬ强调问卷填答信息的保密
性ꎬ并向被试学生解释问题设置和填答要求ꎮ 问卷填
答过程中ꎬ被试学生若有疑问可以举手示意ꎬ任课老
师或心理辅导老师及时进行解答ꎬ但只说明问题条目
含义ꎬ不引导被试学生填答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儿童暴露在家庭暴力中量表(Ｃｈｉｌｄ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ꎬＣＥＤＶ) 　 借鉴 Ｅｄｌｅｓｏｎ[１２] 设计的量
表ꎬ用 ７ 个问题条目测量初中生目睹父母间家庭暴力
情况ꎮ 答案设置为“从未”“有时” “经常”ꎬ分别计 ０ ~
２ 分ꎬ各项得分相加之后得到初中生目睹父母间家庭
暴力总水平ꎮ 本研究中 ７ 个条目之间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４ꎮ 使用以下问题条目测量初中生遭受直
接家庭暴力情况“你在家里会被别人伤害吗? (包括
谩骂、打 / 捏 / 扯头发、强迫触碰身体等)”ꎬ答案设置为
“从未”“有时”“经常”ꎮ
１.２.２　 青少年自评量表( ｔｈｅ Ｙｏｕｔｈ 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ꎬ ＹＳＲ－
１９９１) 　 使用美国心理学家 Ａｃｈｅｎｂａｃｈ 设计的 １９９１ 年
版ꎮ 量表共有 １１２ 个问题条目ꎬ采用 ３ 点计分(０ ＝ 从
未有此现象ꎬ１ ＝ 偶尔有此现象ꎻ２ ＝ 经常有此现象)ꎮ
总分越高ꎬ表明被试青少年存在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
的可能性越大ꎮ 根据因子分析ꎬ该量表共有 ８ 个主要
因子:焦虑 / 抑郁、退缩 / 抑郁、躯体主诉、社交问题、注
意力问题、思维问题、违纪行为、攻击行为ꎮ 其中焦
虑 / 抑郁、退缩 / 抑郁、躯体主诉 ３ 个因子构成内化症状
群ꎬ归于内向性问题ꎻ违纪行为和攻击行为 ２ 个因子构
成外化症状群ꎬ归于外向性问题[１３－１４] ꎮ 本项研究中ꎬ
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５ꎮ
１.３ 　 统计分析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录入数据ꎬ运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分析数据ꎮ 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讨论初
中生目睹父母间家庭暴力总水平与 ＹＳＲ 内向症状群、
外向症状群、总分之间相关关系ꎮ 有鉴于目睹父母间
家庭暴力和遭受直接家庭虐待经常重叠发生ꎬ将初中
生划分为遭受双重暴力组、仅目睹父母间家庭暴力
组、仅遭受直接家庭暴力组、双无组ꎬ运用多个独立样
本的非参数检验方法ꎬ对 ４ 组在 ＹＳＲ 内向症状群、外
向症状群、总分进行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检验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初中生目睹父母间家庭暴力以及遭受直接家庭

伤害情况　 初中生目睹父母间意见不一致的比例为
８６.８％(１ ５７７ 名)ꎬ目睹父母因为自己的事情而争吵的
为 ６９.５％(１ ２５９ 名)ꎬ目睹父亲或母亲对另一方辱骂、
威胁的为 ３９.０％(７０９ 名)ꎬ父亲或母亲禁止或阻扰另
一方做他(她)想做的事情为 ２６.３％(４８９ 名)ꎬ父亲或

母亲破坏家里东西的为 ２５.１％(４５４ 名)ꎬ父亲或母亲
伤害另一方身体的为 １３.８％(２５２ 名)ꎬ父亲或母亲使
用工具伤害另一方身体的为 ５.５％(１００ 名)ꎮ

７６.５％(１ ３９０ 名)的初中生报告在家里从未遭受
直接暴力ꎬ２０.６％(３７４ 名)报告在家里有时会遭受直
接暴力ꎬ２. ９％ ( ５２ 名) 报告在家里经常会遭受直接
暴力ꎮ

８.４％(１５３ 名)初中生属于“双无型”(未目睹父母
间家庭暴力与未遭受直接家庭暴力)ꎬ仅遭受直接家
庭暴力的初中生比例为 ０.７％(１３ 名)ꎬ仅目睹父母间
家庭暴力的初中生比例为 ６８.１％(１ ２４１ 名)ꎬ遭受双
重暴力的初中生比例为 ２２.７％(４１３ 名)ꎮ 初中生目睹
父母间家庭暴力情况与其在家遭受直接暴力情况关
联性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４.８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２　 初中生目睹父母间家庭暴力水平与其行为问题

相关性分析　 结果显示ꎬ初中生报告的目睹父母间家
庭暴力总水平与 ＹＳＲ 内向症状群ꎬ外向症状群及总分
之间均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３９ꎬ０.３９ꎬ０.４４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ꎮ
２.３　 初中生遭受“双重伤害”与其行为问题之间关系

使用非参数检验方法中的 Ｋ 个独立样本检验方法ꎬ对
４ 组进行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检验ꎮ 结果显示ꎬ４ 组在
ＹＳＲ 内向症状群、外向症状群、总分间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２１５.２７ꎬ２０３.２３ꎬ２５２.２４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ꎮ 遭受双重家庭暴力组的 ＹＳＲ 内向症状群、外
向症状群、总体情况最严重ꎬ仅遭受直接家庭暴力组
次之ꎬ仅目睹父母间家庭暴力组再次之ꎬ双无组最轻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初中生 ＹＳＲ 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内向

症状群

外向

症状群
总分

双无组 １５３ ８.２７±７.９９ ７.４８±７.０６ ２６.６５±２１.７４
仅目睹父母间家庭暴力组 １ ２４１ １３.４７±８.１０ １１.３９±６.６６ ４１.４３±２１.０８
仅遭受直接家庭暴力组 １３ １４.３８±９.３１ １７.２３±１６.７６ ５２.９２±３７.５２
遭受双重暴力组 ４１３ １９.１１±８.８４ １５.９９±７.３４ ５８.２８±２２.６８
χ２ 值 ２１５.２７ ２０３.２３ ２５２.２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３　 讨论

本研究显示ꎬ初中生目睹父母间暴力情况较为普

遍ꎬ其中 ６９. ５％ 的被访初中生目睹过父母间争吵ꎬ
３９.０％目睹过父母间辱骂、威胁ꎬ２５.１％目睹过父母破
坏家里的东西ꎬ１３. ８％目睹过父母伤害另一方身体ꎬ
５.５％目睹过父母用工具伤害另一方身体ꎮ 苏英等[１]

调查显示ꎬ４３.５１％的儿童间接或者直接目睹过父母间
争吵或动手ꎮ Ｅｄｌｅｓｏｎ 等[１２]在美国的调查显示ꎬ８１.５％
被访儿童报告目睹了母亲与伴侣间的争吵ꎬ５２.３％目
睹过母亲的伴侣破坏家里的东西ꎬ５８.５％目睹过母亲
的伴侣伤害她的身体ꎬ１３.８％目睹过母亲伴侣用工具
伤害她ꎮ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ꎬ美国儿童目睹父母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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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暴力的情况比中国更严重ꎮ
调查数据表明ꎬ被访初中生目睹父母间家庭暴力

情况对行为问题有显著影响ꎮ 目睹父母间家庭暴力
总水平与 ＹＳＲ 的内向症状群、外向症状群、总分之间
呈正相关ꎮ 提示目睹父母间家庭暴力是导致初中生
出现焦虑、抑郁、躯体不适、违纪、攻击等问题症状的
风险因素ꎬ可能是其在目睹父母间家庭暴力之后的自
我保护机制ꎮ 该发现与国外现有研究结论一致[１５－１６] ꎮ
但在当前中国父母、教育工作者以及儿童权益保护工
作者的认知中ꎬ更多人只意识到针对儿童的直接家庭
暴力是伤害性的ꎬ而对儿童目睹父母家庭暴力的后果
缺乏敏感性意识ꎮ 鉴于此ꎬ需要提高整个社会对该问
题的认知水平和应对能力ꎬ如对父母进行针对性宣
传ꎬ让父母意识到夫妻之间的争吵、辱骂、身体攻击以
及在家里摔打东西都会对子女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
影响ꎬ作为父母应尽可能避免子女暴露在家庭暴力环
境中ꎻ促进学校以及儿童权益保护机构将目睹家庭暴
力儿童的识别和援助作为一项常规工作ꎬ重视早期干
预ꎻ加强对儿童目睹父母间家庭暴力的教育ꎬ帮助儿
童形成更正确的认知ꎬ提高遭受间接家庭暴力儿童的
求助能力[１７－１８] ꎮ 国外研究还显示ꎬ在家庭暴力环境
中ꎬ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对孩子的健康尤为重要ꎬ
儿童保护政策应支持母亲与孩子建立良好关系ꎬ通过
沟通对家庭暴力的认识ꎬ表达情感ꎬ从而为儿童提供
保护[１９] ꎮ

本研究发现ꎬ初中生目睹父母间家庭暴力情况与
在家里遭受直接伤害情况存在关联性ꎮ 对于全部的 ７
类父母间家庭暴力ꎬ报告父母间经常会有的被访学生
报告自己在家里经常遭受伤害的比例高于报告父母
间有时会有和从来没有的学生ꎬ证实了儿童遭受间接
家庭暴力和遭受直接家庭伤害会重叠发生ꎬ与国外研
究发现一致[２０－２１] ꎮ 另外ꎬ研究发现ꎬ遭受双重家庭暴
力的初中生的行为问题严重程度最高ꎬ仅遭受直接家
庭暴力的初中生的行为问题严重程度次之ꎬ再次是仅
目睹父母间家庭暴力的初中生ꎬ双无组初中生的行为
问题严重程度最低ꎮ 这表明遭受间接家庭暴力和直
接家庭暴力对初中生行为问题的影响会叠加ꎮ

与目前国内学界对儿童目睹家庭暴力的实证研
究相比ꎬ本研究证实了中国儿童的确也会陷入间接家
庭暴力与直接家庭暴力的“双重伤害”之中ꎬ并且验证
了目睹父母间家庭暴力会独自对儿童的行为问题产
生影响ꎮ 说明目睹父母间家庭暴力的初中生往往处
于多重伤害的不利境遇中ꎬ而且很可能陷入目睹父母
间家庭暴力、遭受家庭直接虐待伤害、出现内化和外
化行为问题困扰的恶性循环之中ꎮ 从另一个角度来
看ꎬ学校以及儿童权益保护机构在关注儿童出现的内
化和外化行为问题症状时ꎬ应考虑儿童是否遭受直接
和间接家庭暴力ꎬ另外对于明显遭受了直接家庭暴力

伤害的儿童ꎬ应有意识地识别其是否遭受了间接家庭
暴力ꎬ并尽早进行干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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