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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究不同怀旧类型、
 

自尊与职业中学生攻击性的关系,
 

采用怀旧量表、
 

自尊量表和攻击性量表对3
 

581名

中职生进行调查,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
 

探究自尊在不同怀旧类型和攻击性之间的中介作用.
 

结果表明:
 

①
 

人际怀旧

与攻击性呈显著正相关,
 

家庭怀旧与攻击性呈显著负相关,
 

个人怀旧与攻击性不存在显著相关;
 

自尊与攻击性呈显

著负相关.
 

②
 

自尊在人际怀旧、
 

家庭怀旧和个人怀旧与攻击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家庭怀旧的中介效应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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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whether
 

and
 

how
 

different
 

types
 

of
 

nostalgia
 

have
 

an
 

impact
 

on
 

ag-

gression
 

among
 

vocational
 

students.
 

We
 

used
 

the
 

MacArthur
 

Ladder
 

Scale,
 

the
 

Chinese
 

Nostalgia
 

Scale,
 

the
 

Self-Esteem
 

Scale
 

and
 

the
 

Aggression
 

Scale
 

to
 

investigate
 

the
 

3
 

581
 

Secondary
 

VocationalsStudents,
 

and
 

constructed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nostalgia
 

and
 

aggression.
 

The
 

results
 

showed:
 

①
 

Interpersonal
 

nostalgia
 

was
 

significantly
 

po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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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ely
 

correlated
 

with
 

aggression,
 

family
 

nostalgia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ggression,
 

personal
 

nostalgia
 

wa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aggression.
 

Self-esteem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ggression.
 

②
 

Self-esteem
 

plays
 

a
 

mediating
 

role
 

mong
 

interpersonal
 

nostalgia,
 

family
 

nostalgia,
 

personal
 

nostalgia
 

and
 

aggression.
 

The
 

family
 

nostalgia
 

has
 

the
 

greatest
 

mediating
 

effec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ill
 

help
 

to
 

revealed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
ferent

 

types
 

of
 

nostalgia
 

have
 

an
 

effect
 

onand
 

aggression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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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性是指故意实施的对有意逃避伤害的个体造成伤害的行为[1],
 

分为身体攻击、
 

言语攻击、
 

愤怒

和敌意[2].
 

未成年人攻击行为会对个体产生不良影响,
 

甚至与更高的犯罪性水平指数相关[3].
 

中职生作

为未成年人中较为特殊的群体,
 

通常来源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如流动家庭或农村居民),
 

学业成绩

不佳[4],
 

情绪体验强烈,
 

无法有效运用和控制自己的情绪,
 

愤怒体验强烈,
 

有更多的攻击行为[5,
 

6].
 

例如,
 

有研究发现中职生的高攻击性检出率达13.62%[7],
 

而初中和普高学生的高攻击性检出率仅为4.40%[8].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基础工程[9].
 

2020年,
 

全国共

有中等职业学校9896所,
 

招生644.66万人,
 

占高中阶段教育的42.38%[4].
 

因此,
 

关注中职生攻击性

问题迫在眉睫.
怀旧是个体对客体(人、

 

地方或事物)的一种偏好(总体喜爱,
 

积极态度或赞许的情感),
 

而这些客体更

常见(流行、
 

时髦或广泛流传)于个体更年轻的时候(成年早期、
 

青春期、
 

儿童时代甚至出生前)[10],
 

怀旧包

含了情感[11]、
 

认知(回忆)和动机(渴望)成分[12-14],
 

贯穿人一生的各个阶段[11,
 

15],
 

具有跨年龄、
 

跨文化、
 

跨

群体的特点.
 

研究指出,
 

接近80%的人每周至少怀旧一次[11],
 

具有普遍性.
 

怀旧分为个人怀旧、
 

家庭怀旧

与人际怀旧[16].
 

个人怀旧具有较强的自我认知特性和个体特征,
 

强调过去有关的经历(童年)、
 

感官体验

(视觉、
 

嗅觉、
 

味觉等相关)、
 

事件(侧重于事件本身)、
 

物件等;
 

家庭怀旧特指个体与家人之间的经历、
 

情感

的怀旧;
 

人际怀旧是指个体对集体(群体成员等)、
 

物理环境、
 

过去某个时代的怀旧[17],
 

富有鲜明的社会特

征和强烈的群体特质.
当代技术进步带来了时空变革,

 

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生存意识,
 

而心理距离并非随着时

空距离的淡化而消失,
 

反而在现代社会中日益强化,
 

加剧个体生存的不确定性、
 

不安全感和疏离感[18].
 

曾

经的服饰、
 

歌曲、
 

物件等成为追忆的对象,
 

人们试图用美好的记忆图式抚慰现实,
 

因而怀旧逐渐成为全民

性文化景观.
一般攻击模型

 

(The
 

General
 

Aggression
 

Model,
 

GAM)
 

指出,
 

个体变量和情境变量作为输入变量会通

过3条路径(认知、
 

情感和唤醒)促使攻击行为输出[19].
 

而怀旧心理体验作为个体变量会因记忆的引发而产

生情绪或认知上的转变[20].
 

那么不同类型的怀旧对中职生攻击性是否会产生不同作用?

大多数中职生因学业成绩落后而不得不进入职业学校[4,
 

21],
 

学校氛围中人际疏离感明显,
 

加之社会对

中职生的污名化,
 

导致中职生产生较多自我否定经历,
 

面对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会产生不安全感和孤独

感,
 

可能促发人际怀旧[18],
 

对比过去的社会与人际关系,
 

降低生活满意度[22],
 

增加心理落差感,
 

进而增加

中职生的攻击性.
 

家庭是未成年人主要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寄托,
 

发挥着精神慰藉功能,
 

对于每个个

体都有独特的意义[23],
 

而家庭怀旧通过对家庭记忆的美化和粉饰作用让个体感受到欢愉[24].
 

针对大学生

怀旧的研究指出,
 

相比于控制组,
 

怀旧组被试报告有更低的依恋焦虑和回避[11].
 

由此推断,
 

家庭怀旧有助

于中职生缓冲不良依恋关系,
 

领悟到最核心的家庭支持力量[25],
 

降低个体攻击性.
 

个人怀旧作为与自我高

度相关[11]的心理资源[26],
 

有助于联结过去和现在,
 

维持自我连续性[27].
 

一项以歌曲为怀旧启动材料的研

究指出,
 

怀旧在亲社会行为上存在正效应[28].
 

可见,
 

个人怀旧可能降低攻击性.
 

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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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人际怀旧与攻击性呈显著正相关;

1b:
 

家庭怀旧与攻击性呈显著负相关;

1c:
 

个人怀旧与攻击性呈显著负相关.
自尊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对自我价值的情感体验和评价[29].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
 

对个体而

言,
 

有价值的资源,
 

个体总是积极主动地付出一切努力去维护、
 

保持和寻求,
 

而当资源已经流失或是未来

可能流失时,
 

会被个体视为一种威胁,
 

并采取有效措施去优先阻止资源损耗[30,
 

31].
 

增值螺旋效应指出如果

个体资源较多,
 

就会利用已有的资源去获取更多的资源[30].
 

怀旧作为个体可以凭借它获取重要资源的条件

性心理资源,
 

会影响自尊这一人格特质类资源的获取,
 

影响个体行为.
 

同时,
 

一项基于生态效度视角的研

究表明,
 

由人际关系引发怀旧的个体自尊水平有所下降[22].
 

家庭支持作为中职生生活满意度的最佳预测指

标,
 

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且正向预测心理素质[25],
 

我们推断,
 

家庭怀旧作为一种愿望无法企及时的替代

性手段,
 

能有效帮助个体从家庭中汲取力量,
 

增加个体对自身的积极认知评价,
 

提升自尊.
 

个人怀旧中自

我占据核心位置,
 

个体通过肯定自我有价值的方面建立和保持积极的自我认知[11],
 

有助于增加对自我的理

解,
 

从而促进成长,
 

增强个体自尊.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

 

心理资源越高的中职学生,
 

攻击行为越少[21].
 

元分析结果显示,
 

个体的自尊水平

与攻击性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32,
 

33],
 

低自尊导致更高攻击性[34].
 

针对留守青少年的研究表明,
 

自尊与攻击

性显著负相关[35].
 

实证研究指出,
 

自尊在自我概念清晰度[36]、
 

公正世界信念[37]等这类个体资源与心理健

康之间起中介作用.
 

基于此,
 

怀旧作为条件性心理资源,
 

我们推断,
 

自尊将会在不同怀旧类型与攻击性之

间发挥中介作用.
 

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2a:
 

自尊在人际怀旧与攻击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2b:
 

自尊在家庭怀旧与攻击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2c:
 

自尊在个人怀旧与攻击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图1 理论假设模型

基于以上理论支持与实证研究结果,
 

本研究将

探究不同怀旧类型与中职生攻击性的关系,
 

并以自

尊为中介,
 

探究自尊在二者之间的作用,
 

以期为中

职生攻击性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依据.
 

本研究假设模

型如图1所示.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法,
 

选取重庆市某职业中学,
 

以班

级为单位通过问卷星发放问卷,
 

累计回收4
 

003份问卷,
 

剔除不认真作答、
 

重复作答问卷422份,
 

剩余

3
 

581份,
 

问卷有效率为89.46%.
 

其中,
 

男生1
 

977名(55.20%),
 

女生1
 

604名(44.80%);
 

居住地为城镇

学生2
 

637名(73.60%),
 

农村学生944名(26.40%);
 

留守学生905名(25.30%),
 

非留守学生2676名

(74.70%).
 

学生平均年龄16.19岁(SD=0.83).
1.2 工具

1.2.1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

采用修订版麦克阿瑟主观社会地位量表进行评估[38].
 

该量表是一张有
 

10个等级的梯子图,
 

被试被要

求从中选择一个最能代表他们的梯级.

1.2.2 怀旧量表

采用何佳讯开发的怀旧量表(Chinese
 

Nostalgia
 

Scale,
 

CHINOS)[16],
 

该量表共14个条目,
 

包括个人

怀旧、
 

家庭怀旧和人际怀旧3个维度.
 

采用5点评分,
 

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计为1~5分,
 

得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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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说明越怀旧.
 

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2,
 

人际怀旧、
 

家庭怀旧、
 

个人怀旧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0,0.89,0.92.
1.2.3 自尊量表

采用Rosenberg编制的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中文版[39],
 

共10个项目.
 

采用李克特
 

4
 

点

评分(
 

1
 

代表“非常不符合”,
 

4
 

代表“非常符合”)
 

,
 

得分越高说明自尊水平越高.
 

参考前人研究,
 

删除存在

文化差异的第8题[40].
 

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8.
1.2.4 攻击性量表

采用罗贵明修订的Buss和Perry编制的攻击行为问卷[41],
 

包括身体攻击、
 

言语攻击、
 

愤怒和敌意4个

维度.
 

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
 

得分越高攻击性越强.
 

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
1.3 研究程序

在施测前已征得学校领导和教师以及学生本人的知情同意,
 

以班级为单位通过问卷星进行集体施测,
 

要求被试仔细阅读指导语再作答,
 

完成时间约为20分钟.
1.4 数据处理和分析

经过整理并剔除无效数据后,
 

采用SPSS
 

26.0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再使用 Mplus8.0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检验自尊在不同怀旧类型与攻击性之间的中介效应并比较效应大小.

2 结果分析

2.1 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因子分析[42]检验共同方法偏差.
 

结果显示,
 

第一个因子解释了26.73%的

方差变异,
 

远小于40%的判断标准,
 

表明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2.2 各变量之间的均值、

 

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相关结果表明,
 

除个人怀旧与攻击性不存在显著相关外,
 

其余变量之间两两显著相关(表1).
表1 各变量平均数、

 

标准差及皮尔逊相关矩阵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
 

性别 1

2.
 

居住地 -0.09*** 1

3.
 

留守 0.00 -0.26 1

4.
 

SSS -0.03* -0.13*** 0.04* 1

5.
 

人际怀旧 0.02 -0.01 -0.02 -0.05** 1

6.
 

家庭怀旧 -0.13*** -0.01 -0.02 0.07*** 0.36*** 1

7.
 

个人怀旧 0.00 -0.04* 0.01 0.06*** 0.38*** 0.76*** 1

8.
 

自尊 -0.02 -0.09*** 0.07*** 0.15*** -0.15*** 0.29*** 0.24*** 1

9.
 

攻击性 -0.11*** 0.08*** -0.05** -0.03*** 0.26*** -0.04* 0.01 -0.37*** 1

M - - - 5.05 3.42 3.87 3.89 2.77 2.64

SD - - - 1.51 0.87 0.90 0.87 0.48 0.71

  注:
 

*
 

p<0.05,
 

**
 

p<0.01,
 

***
 

p<0.001.
 

SSS=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性别编码为0=男,
 

1=女;
 

居住地编码为0=城镇,
 

1=农

村;
 

留守编码为0=留守,
 

1=非留守.

2.3 自尊在不同怀旧类型与中职生攻击性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考察中职生不同怀旧类型与攻击性的关系,
 

并揭示自尊的中介作用.
 

首先,
 

使用SPSS
 

26.0对数据

进行正态性检验,
 

结果表明,
 

各变量偏度绝对值小于2且峰度(-3)绝对值小于7,
 

数据近似于正态分

布[43].
 

因此,
 

采用最大似然法(MLE)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处理.
 

其次,
 

为控制人口学变量和主观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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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地位对结果的影响,
 

在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时对性别、
 

居住地、
 

留守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进行控制.
 

最后,
 

以不同怀旧类型为自变量,
 

自尊为中介变量,
 

攻击性为因变量建立模型,
 

使用 Mplus
 

8.0分析结果发现,
 

模型拟合良好:
 

χ2=
 

62.70、
 

df=13、
 

CFI=0.97、
 

TLI=0.96、
 

RMSEA=0.03(90%CI=[0.03,
 

0.04])、
 

SEMR=0.02.

图2 自尊在不同怀旧类型与

中职生攻击性之间的中介作用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
 

人际怀旧(β1=-0.30,
 

p<0.001)负向预测自尊,
 

家 庭 怀 旧(β2=0.33,
 

p<0.001)、
 

个人怀旧(β3=0.09,
 

p<0.001)均正

向预测自尊;
 

自尊负向预测攻击性(β4=-0.28,
 

p<0.001).
 

在加入自尊后,
 

人际怀旧(β5=0.24,
 

p<0.001)正向预测攻击性,
 

家庭怀旧(β6=-0.09,
 

p<0.001)负向预测攻击性,
 

个人怀旧(β7=0.05,
 

p=0.054)对攻击性预测作用不显著(图2).
进一步分析发现,

 

自尊在人际怀旧和攻击性

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β1β5=0.08,
 

SE=0.01,
 

p<0.001),
 

间接效应为0.08,
 

特定路径的中介效应占局部总效应比例的25.94%;
 

自尊在家庭怀旧和

攻击性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β2β6=-0.09,
 

SE=0.01,
 

p<0.001),
 

间接效应为-0.09,
 

特定路径的中

介效应占局部总效应比例的51.98%;
 

自尊在个人怀旧和攻击性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β3β7=-0.02,
 

SE=0.01,
 

p<0.01).
为更进一步探索多个中介效应之间的差异,

 

发挥不同中介效应的作用[44],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

析,
 

结果表明,
 

人际怀旧与家庭怀旧通过自尊作用于攻击性的中介效应存在显著差异,
 

95%CI 为[0.12,
 

0.16];
 

人际怀旧与个人怀旧通过自尊作用于攻击性的中介效应存在显著差异,
 

95%CI 为[0.07,
 

0.10];
 

家庭怀旧与个人怀旧通过自尊作用于攻击性的中介效应存在显著差异,
 

95%CI为[-0.08,
 

-0.03].

3 讨论

本研究依据一般攻击模型和资源保存理论,
 

揭示了不同怀旧类型、
 

自尊与中职生攻击性的关系.
 

一方

面阐释了人际怀旧、
 

家庭怀旧和个人怀旧对攻击性“起什么作用”;
 

另一方面剖析了“如何起作用以及起不

同作用”,
 

即不同怀旧类型通过自尊对中职生攻击性起不同作用,
 

且家庭怀旧的中介效应最大.

3.1 不同怀旧类型与攻击性的关系

研究结果发现,
 

人际怀旧与攻击性呈显著正相关,
 

与假设1a一致.
 

根据一般攻击模型[19],
 

人际怀旧唤

醒了个体过去人际关系和时代相关的记忆,
 

激发愉悦与向往之感,
 

但也使得个体将过去与现状进行对比.
 

例如,
 

进入职业学校之前与当下“中考失败的职业中学生”标签相比,
 

中职生往往会产生“上一所技校是无

能的表现”这样的想法,
 

降低生活满意度,
 

增加个体当下的孤独感与悲伤,
 

产生苦乐兼有之的心理体验[22],
 

造成攻击性上升.
其次,

 

家庭怀旧与攻击性呈显著负相关,
 

与假设1b一致.
 

中国文化的视角下,
 

基于生育与血亲、
 

共同

生活、
 

慈爱教养基础上的家庭,
 

对个体而言是时空性、
 

精神性的存在,
 

通过怀念与家人相处的过往成为了

现代人心灵的归宿[23].
 

研究指出,
 

中职生父母双方都更倾向于采用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45],
 

这为中职生家

庭怀旧提供了基础.
 

对家庭的怀念为中职生提供了精神慰藉感以及与家人的联结感,
 

增加了温暖的体

验[26],
 

从而降低攻击性.
此外,

 

个人怀旧与攻击性不存在显著相关,
 

与假设1c不一致.
 

可能的原因是,
 

个人怀旧高度关注自我

特征的成分,
 

其作用主要发挥于个体内部(提升积极情绪、
 

自尊、
 

意义感、
 

自我连续性以及感知到的社会支

持[26]),
 

并非向外直接对他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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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自尊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
 

自尊在不同怀旧类型与攻击性间均起到中介作用,
 

这支持了假设2a,2b,2c.
 

一方面,
 

自

尊负向预测攻击性,
 

与以往研究一致[32-35].
 

一般攻击模型指出自尊作为认知性路径会影响攻击性的产

生[19],
 

且根据资源保存理论[30],
 

拥有较少资源的中职生会产生危机感,
 

并采取有效措施去优先阻止资源损

耗,
 

攻击性则是个体采取的一种举措.
另一方面,

 

不同类型的怀旧均能显著预测自尊,
 

并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进一步对攻击性起作用.
 

具体

地,
 

自尊在人际怀旧与攻击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且人际怀旧负向预测自尊.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
 

人际怀旧

作为资源的价值逐渐流失,
 

只会让中职生产生更严重的不安感和不可控感,
 

并将其视为威胁[30],
 

加剧自我

否定,
 

降低自尊.
同时,

 

自尊在家庭怀旧与攻击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且家庭怀旧正向预测自尊.
 

在中国传统“孝”文化下,
 

个体对家庭赋予了特殊意义,
 

根据一般攻击模型,
 

家庭怀旧让中职生重新评估过去与家人相处的经历,
 

有

助于重整和接纳过去[20],
 

美化记忆[46],
 

提升与家庭成员的亲密之感,
 

领悟到家庭的支持性作用[26],
 

进而提

升自尊.
 

同时,
 

在3条中介效应中,
 

自尊在家庭怀旧与攻击性中的中介效应值最大,
 

因此,
 

本文中家庭怀旧

可以作为预测中职生自尊与攻击性的最佳指标,
 

与以往对家庭支持研究的结论一致[25],
 

这与价值观念的作

用密不可分.
最后,

 

自尊在个人怀旧与攻击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且个人怀旧正向预测自尊,
 

与以往研究一致[26].
 

当

前快节奏的社会使个体愈发怀念与自我特征有关的过往,
 

而在怀念重要事情时,
 

会更关注事件的目标而非

具体细节,
 

这有助于提升乐观水平,
 

产生更高的趋近动机[46],
 

肯定自我价值,
 

进而对自身产生更积极的整

体性评价.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
 

当中职生发挥了个人怀旧的作用,
 

把握住对自身而言有价值的资源后,
 

会

产生增值螺旋效应,
 

以寻求更多的人格特质类资源[30],
 

即自尊,
 

资源充足的中职生将产生更积极的情绪并

采取积极应对方式[21],
 

进而有效降低攻击性.
总的来说,

 

根据一般攻击模型和资源保存理论,
 

怀旧作为一种条件性的心理资源不仅可以对攻击性起

作用,
 

还可以通过自尊这一人格特质资源进而影响攻击性.

3.3 实践启示

怀旧是不断发展的动态系统,
 

不仅关注过去,
 

也关注未来[47].
 

有针对性地、
 

适宜地激发怀旧对个体有

重要作用.
 

首先,
 

要充分发挥家庭怀旧的作用,
 

例如职业教育学校中班主任可以围绕“我最怀念的家庭时

光”开展班级活动,
 

既能有效发挥家庭怀旧对中职生心灵的抚慰作用,
 

又能让中职生在回忆过去的过程中

将过往的记忆客体化,
 

由“主观个体记忆”到“客观、
 

集体历史意识”,
 

将过去转变成为可供流传、
 

分享、
 

共赏

的集体意识[24],
 

增加班级成员的亲密感和凝聚力.
 

其次,
 

对于家庭来说,
 

家庭成员可以通过一同观看老照

片等方式怀念过去的时光,
 

增加亲密感.
 

再次,
 

可根据年龄特征寻求具有典型年代特征的怀旧内容(例如歌

曲或动画片等)触发个人怀旧,
 

发挥其积极作用.
 

最后,
 

尽量避免与人际怀旧相关的内容,
 

人际关系的疏离

感加之个体对过去朋友甚至是久远年代的怀念会加重攻击性的产生,
 

因此,
 

需要充分发挥家庭怀旧和个人

怀旧的作用以替代人际怀旧的不足.
 

例如若个体怀念旧友,
 

教育工作者可以适当引导,
 

强调中职生看到自

身在人际关系技巧上的优势,
 

提升自我效能感,
 

避免仅看到过去人际关系的美好和当前关系的淡漠.

3.4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揭示了自尊在不同怀旧类型与攻击性之间的中介作用,
 

有助于为中职生攻击性的教育干预提供

依据.
 

但本文尚存在一些局限,
 

有待未来研究改善.
 

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设计,
 

初步揭示了不同怀旧类型、
 

自尊与攻击性的同时性关系,
 

鉴于怀旧的普遍性、
 

自尊的稳定性和变化性以及攻击性的多样表现方式,
 

未

来研究可以采取实验法或者从生态效度的视角进一步探讨三者的关系.
 

同时,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化自

尊在怀旧与攻击性之间的关系,
 

探讨内隐自尊在其中的作用.

33第2期     
 

 史明鑫,
 

等:
 

中职生攻击性与怀旧类型的关系:
 

自尊的中介作用



4 结论

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
 

人际怀旧与攻击性呈显著正相关,
 

家庭怀旧与攻击性呈显著负相关,
 

个人怀旧与攻击性不存在显著

相关.
 

自尊与攻击性呈显著负相关.
2)

 

自尊在人际怀旧、
 

家庭怀旧和个人怀旧与攻击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其中,
 

人际怀旧负向预测自尊;
 

家庭怀旧与个人怀旧正向预测自尊;
 

自尊负向预测攻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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