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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探索

青少年体育暴力个案研究

石　岩１，韩　健１

摘要　采用个案研究方法，通过深度访问法、参与式观察法对５名青少年在体育 活 动 中 的 暴 力 认 知、情 绪 和 行 为 进 行 分 析，结 果 表

明：（１）青少年体育暴力特点是发生的偶然 性、后 果 的 严 重 性、活 动 的 情 境 性；（２）青 少 年 体 育 暴 力 特 征 是 不 合 理 认 知 观 念、负 性 情

绪、资本凭借、应对行为；（３）青少年体育暴力发生的过程包括开始阶段、酝酿阶段和爆发阶段。研究结果可以为认识青少年体育暴

力行为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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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的一天，长春某中学高三学生吴ＸＸ
到体育场去 打 球，当 日１８时 左 右 与 在 同 一 球 场 的 郝

ＸＸ发生口 角 而 打 架。事 后 不 久，郝 ＸＸ的 父 母 便 带

领多人冲进球场对吴ＸＸ进行殴 打。因 伤 势 过 重，吴

ＸＸ在次日不治身亡。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在荷兰进行的一

场青少年足球比赛中，因为边裁的判罚引起争议，几个

十五六岁的孩子竟将这名边裁活活打死。虽然青少年

体育暴力事件是偶发事件，但是造成的后果却非常严

重，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是什么原因导致青

少年体育活动变得如此暴力？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青

少年体育暴力事件的发生？

国外对青少年体育暴力的研究主要使用社会学习

理论（Ｂａｎｄｕｒａ，１９７３，１９７８）和 道 德 推 脱 理 论（Ｈａａｎ，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Ｋｏｈｌｂｅｒｇ，１９６９，１９８１）来对体育中的 暴 力

问题进行解释并卓有成效［１］。针对暴力行为与情绪的

关系，Ｂｕｓｓ和Ｐｅｒｒｙ（１９９２）提 出 攻 击 性 包 括 了 身 体 攻

击、言语攻击、愤怒情绪和敌意认知这４个方面，并说

明了愤 怒 和 攻 击 行 为 的 关 系［２］。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２）进

一步提出了攻击的一般模型（ＧＡＭ），主要包括了输入

变量、当前状态、评估过程和评估过程后的行为［３］。该

理论强调了个体内在的情绪和认知在攻击行为中的中

介作用。国内 对 青 少 年 体 育 暴 力 研 究 还 处 在 起 始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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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王京琼（２００８）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对青少年运动和

暴力行为关系进行叙述［４］。石岩等（２０１３）认为青少年

体育暴力是指在体育活动情境中，青少年作为暴力的

主体，以言语、身体动作等手段，蓄意对他人的身心健

康造成伤害的攻击性行为［５］。

以往的研究大多使用问卷调查法或文献资料法从

宏观的角度对青少年体育暴力行为进行说明，但是青

少年体育暴力的发生往往比较复杂和突然，可能忽略

某些细节，而个案研究则主要是对事件发生中细节的

关注。个案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种研

究方法，已经得到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等不

同领域学者的肯定，体育学界对个案研究法也进行了

探讨。张力为（２００２）认 为 它 有 助 于 对 个 体 规 律 的 探

讨，有助于对事件变化 过 程 的 深 入 探 讨，还 有 助 于 节

省研究资金［６］。周进国等（２０１０）认为个案研究的方法

对体育社会问题特别适用［７］，因为体育社会问题边界

的模糊，有必要使用个案研究达到深入剖析体育社会

问题的目的。涂传飞（２０１０）则从人类学的角度来阐释

民族传统体育中的个案应该倾向于使用质的方法来对

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进行建构［８］。个案研究可以探索

社会现象的深层次问题，不是仅从数据上进行推理解

释，而且是基于个案的背景情况、亲身经历、想法感受

来综合的对深层次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中广泛收集资

料是为了对 现 象 进 行“深 描”，以 展 现 现 象 的 本 来“面

目”，同时将揭示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和事物之间的关

系［９］。个案研究最适合回答“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

题，也就是说当研究者想深入调查一个问题，对现实生

活情境中复杂、微妙的情况做出解释的时候，个案研究

法最有效［１０］。基于此，本文拟使用个案研究法对青少

年体育暴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２　对象与方法

２．１　对象

以目的抽样的方式选取符合标准的受访者，即一

年之内在体育活动中与他人发生过冲突的青少年。在

实际调查过程中，同场对抗性项目中更容易发生体育

暴力事件，而女性与男性相比，参与同场对抗性项目的

人数较少，所以将访问对象确定为男性。年龄范围为

１７～２３岁。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经过受访者同意后

进行访问（表１）。

２．２　方法

２．２．１　参与观察法

所谓参与观察法，就是研究者深入到所研究对象

表１　案例的基本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代号 性别 年龄 年级 采访时间 爱好

Ａ 男 １７ 高一 ２０１４／３／２７ 电子暴力游戏

Ｂ 男 ２０ 大一 ２０１４／４／７ 电子暴力游戏

Ｃ 男 １９ 高三 ２０１４／４／１５ 港台武打电影

Ｄ 男 ２０ 大一 ２０１４／４／２１ 暴力动作电影

Ｅ 男 ２３ 工作 ２０１４／５／１３
电 子 暴 力 游 戏

和动作电影

的生活背景中，通过实际参与到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

过程中所进 行 的 观 察［１１］。通 过 与 体 育 教 师 及 体 育 爱

好者的了解，候选了８位曾在体育活动中与他人发生

过冲突的参与者。在进行深度访问之前，利用体育活

动“融入”他们的生活。将他们生活中的行为表现，言

语表达以研究者“第三者”的角度进行记录。在全部记

录完成后，筛选出了５名受访者。

２．２．２　深度访问法

深度访问法，又称临床式访问，它是为搜集个人特

定经验 的 过 程 及 其 动 机 和 情 感 资 料 所 做 的 访 问［１２］。

对研究中的５名参与者提前进行预约，将访问的重点

确定在体育暴力事件发生的过程、当时的感受以及自

身的行 为 上，如“在 体 育 活 动 中 的 冲 突 是 怎 么 发 生

的？”、“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那么做？”等。

访问时间不少于９０分钟，一周后，将访问内容整理为

ＷＯＲＤ文本文档，与 受 访 者 进 行 核 对，将 不 符 合 受 访

者原意的部分进行修改。

３　结果分析与讨论

３．１　青少年体育暴力特点的分析

３．１．１　发生的偶然性

个案１：去比 赛 又 不 是 为 了 打 架，也 就 是 事 赶 事，

说到那里了，我们平时辛苦训练也是为了取得比赛的

胜利。

个案２：去篮球场玩本来就是图个开心，谁知道遇

上这倒霉事，哎，弄得一点都不高兴，还生了一肚子的

气。

个案３：在比赛中我是为了给班集体征得荣誉，虽

然我学习不好，但是也想留下点让大家记得住的东西，

结果怎么是这样。

从案例中可见，青少年体育暴力与其他形式的暴

力行为有所不同，不像球场暴力中的某些情况，是有预

谋、有组织、有计划的。青少年体育暴力完全是偶然发

生的，因为青少年处在身心剧烈变化的时期，逆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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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将荣誉看得比较重要，为了赢得比赛，可能使

用一些超越比赛规则的行为。同时，因为身心发展的

不统一，可能对事情产生一些不合理的认知观念从而

导致体育暴力事件的发生。

３．１．２　后果的严重性

个案１：这 件 事 对 我 的 影 响 挺 大 的，比 赛 后 被 记

过、学校的处分，我爸和学校好说歹说才让我的处分取

消的，但是心里面还是不舒服，就好像有案底一样。心

里面一直背负着一种奇怪的感觉。

个案３：我其实是一个挺热爱班集体的人，就算学

习不太好，也想让班里其他人记着我的好，我才在比赛

里面那么拼命，我是真的没有想到，这次的打架却让其

他人对我更疏远。

个案４：我没有想到这次打球差点划伤我的眼睛，

幸亏只是划伤了眼睑，要是再差一点，后果不堪设想，

事后我家里人也感到特别害怕，以后还专门嘱咐我要

小心。

从案例中可见，体育暴力的后果虽然没有在伤亡

程度上达到特别严重，但是对青少年的心理影响却是

深远的。Ａ同学因为打架被记过，被处分，觉得打架这

件事因为学校的通报、处分，像是他人生的一个污点一

样。Ｃ同学想为班集体做出贡献，但是却 拉 开 了 他 与

班级其他同学的关系。他本来是想为班级争光的，但

是因为他的冲动、鲁莽，给别人造成他就是那样容易生

气、发怒的人，给班集体抹黑，弄得大家都对他有意见。

这件事可能影响他的人际交往能力。

３．１．３　活动的情境性

个案１：当时我们在比分上落后于对方，本来心里

面就不高兴，再加上他们还那样，我们都忍不了。

个案３：我也是为了让我们班赢，当时的比分是比

较胶着，一会儿我们赢两分，一会儿他们赢两分，我当

时也是太着急了，所以才会那么生气。

个案５：我其 实 打 得 还 不 错，过 了 他 好 几 次，可 能

他有点受不了被我耍吧，但是也不能用膝盖磕我啊，本

事不行就去练，就知道用“阴招”。

从案例中可见，体育活动中的大比分落后和比分

胶着的时候容易发生暴力事件。以往的研究也说明，

团体表现会影响到体育暴力的形式。Ｇｕｉｌｂｅｒｔ（２００４）

针对体育暴力的形式在一些核心的体育运动中进行抽

样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暴力事件取决于运动区和团

体的表现［１３］。这是因为体育比赛对抗的激烈性，强烈

的竞争性，所以在比赛中比较容易产生冲突，比赛中的

情境会因荣 誉 感、自 尊 心、表 现 欲 等 影 响 青 少 年 的 判

断，是引发体育暴力事件的直接因素。

３．２　青少年体育暴力特征的分析

根据研究的问题，将深度访问资料整理出２万字

的文本资料。除了通过访问收集资料，还会参与观察

他们在体育活动中的表现，整理出观察记录约７千字。

以深度访问资料为基础和观察记录中的内容，综合分

析提取以下４个特征（表２）。
表２　青少年体育暴力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ｙｏｕｔｈ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ｐｏｒｔｓ

特 征 原 始 资 料 列 举

不合理认知
观念

“在众人面前丢人，失了面子”；“他凭啥这样欺
负人？我就好欺负？”；“那个动作就是挑衅了”

负性情绪
“本来输的心里 就 不 舒 服”；“欺 人 太 甚 那 个 人
不讲理”；“那个手势就是鄙视我们了”；“生气，
一口气就到嗓子眼了”；“我受不了他了”

资本凭借

“我哥比我大两届，在学校受不了欺负”；“和我
在一起玩的人多，打 架 了 叫 的 人 也 多”；“我 练
过散打，根本不怕”；“我叔是副校长，他们能把
我怎样”

应对行为

“我就拿上球砸了人家，脚踹了他，然后两队都
看见了，大家也都打 起 来 了”；“扔 了 球 就 开 始
打了，直接给他一脚”；“我忍了他好几次了，他
居然还要挑衅，我必须教训教训他”

３．２．１　不合理认知观念

个案１：就是学校和学校之间打比赛了，本来我们

这面打得不好，分数不如人家，本来心里面就不舒服，
本来就输了，然 后 人 家 还 做 了 个 鄙 视 的 手 势，挑 衅 我

们。这对我和我们队就是一种侮辱，给了谁能受得了？

被这样羞辱，不打他是我对不起他。
个案２：在篮 球 场 和 别 人 玩，他 们 小 动 作 太 多，什

么拽 衣 服、用 膝 盖 顶 我 腿 后 面，我 这 人 打 球 比 较“干

净”，我没有小动作，别人一有小动作我就生气得不行。
我和他说过一次，不听的话，我也来小动作，主要就是

用挥肘来打他。谁不会用啊。
个案３：在班 级 的 篮 球 比 赛 中，在 上 篮 过 程 中，被

别人直接推到在地，周围有那么多同学看着，这是一件

多丢“面子”的事情，这让我以后在学校还怎么过。虽

然我也有小动作，但是我必须赢，我也只能这样。
个案４：在 篮 球 场 与 别 人 打 球，被 别 人 打 翻 了 眼

镜，划伤了眼睛，但是他还说话冲，没有和我道歉。这

样的事情我就没有碰到过，他必须和我道歉，不能就这

么就算了。

个案５：在公共体育场与他人打篮球，对方在上篮

过程中故意使用膝盖撞我身上，很疼，本来就有身体接

触，我已经倒地了，他应该向我道歉，哪怕是慰问一下，
这些都没有。

不合理认知观念是没有客观资料支持，不切实际，

·４５·

体育与科学　　　　　　　　　　　　　　　　　　　　　　　　　　第１期



夸大负面的观念，表现为对己、对人、对事的不合理思

维或歪曲认知［１４］。在个案１中，学生Ａ的不合理认知

是选择性提取，仅将对方的一个肢体动作解释为了对

自己以及整 个 球 队 的 侮 辱，看 不 起，当 做 了 挑 衅 的 行

为。个案２中，学 生Ｂ因 为 自 己 打 球 比 较“干 净”，于

是对他人要求也比较高，稍低于他的心理预期就生气，
这属于绝对化要求的一种，但是人在社会中每个人的

行为方式、动机、目的都不太一样，过分苛求使对方与

自身有相同的认知的话，就容易产生冲突。个案３中

的参与者因为要“面子”，无法忍受自己在其他人面前

被推到，认为倒下是一件出丑的事情，会影响到自己的

形象，所以感到生气。学生Ｃ这种行为属于过分概括

化，也就是看问题的时候比较片面，容易以一当十，将

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看做是自己在这一次比赛中

的表现，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对自己下达绝对化的要

求，在这两个不合理认知观念的作用下，表现出了十分

易怒和暴躁。在个案４和个案５中的参与者在陈述的

过程中常常有“必须”、“应该”的词语，这是绝对化的要

求典型表现，是对他人的一种极端化的要求，也是苛求

他人、控制他 人 的 表 现，也 是 不 合 理 信 念 中 常 见 的 一

种。案例中的 参 与 者 在 面 对 体 育 活 动 中 的 突 发 事 件

时，产生了不合理的认知观念，这些不合理的认知观念

引发了认知的偏差。
案例中的参与者对体育活动中发生的动作或方式

产生了认知的偏差，也就是说在一个过大的动作产生

时，个体对情境加工后的认知是敌意的。根据参与式

观察记录显示，学生Ｂ在对方对他进行防守的过程中

有推搡的小动作，他就认为对方是故意使他难堪，有意

进行犯规，具有敌意性，所以他就特别生气，使用挥肘

的方式进行“反攻”。但是当自 己 对 他 人 进 行 防 守 时，
这种推搡的动作就成为了正面的，属于正常的防守动

作。这种认知的偏差都是出于有利于自己的一方面进

行解释的。
同时，案例中的人员大都对自我认知反应敏感，对

他人的认知反应迟钝。例如，观察学生Ｄ在体育活动

中的表现和事后的询问得出，当别人对自己防守时，他
会对小动作过分关注，解释为这是具有敌意性的。但

是如果自己处于进攻的阶段时，就会关注是否能进球。
也就是说案例中人员的移情反应较弱，大量研究也说

明了移情反应与攻击性或暴力行为呈负相关。Ｍｉｌｌｅｒ
和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８８）通过元分析提出，攻击行为应该与

移情存在负相关；移情反应可能是攻击性的一个抑制

因素［１５］。Ｓｔｒａｙｅｒ和Ｒｏｂｅｒｔｓ（２００４）对５岁 儿 童 的 观

察也发现，移情得分越高的儿童，愤怒情绪、生理攻击

和言语攻击越少，也较少地参与物质争抢［１６］。

３．２．２　负性情绪

个案１：我们都在电影里面看到过，竖起中指再向

下就是说你很弱、你很菜的意思，虽然我们水平不行，
也不用这样鄙视我们吧？不仅仅是侮辱我一个人，是

侮辱我们整个队伍，这点让我感到特别屈辱，不开心。
个案２：我这人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所以当别

人有小动作的时候我就特别生气，特别受不了，尤其是

当我和他说过一遍的时候。
个案３：让我 当 众 出 丑 还 不 如 杀 了 我，太 丢 人 了，

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个案４：不管你是故意还是不小心，最起码的道歉

是应该的吧？不道歉还这么牛，让我觉得没有得到最

起码的尊重，对于这种人，我真是一点都忍不下去，欺

人太甚了。
个案５：我和他说你撞疼我了，人家一点反应也没

有，最让我火大的是他居然说要不你还回来，还面带讥

笑，让我一口气就到嗓子眼了。
负性情绪，也称消极情绪，是具有负效价的情绪。

它是反映个体主观紧张体验与不愉快投入的一般性情

绪维度，包含了一系列令人厌恶的情绪体验，如愤怒、
耻辱、厌恶、内疚与恐惧等，低的负性情绪水平表示一

种平静的情 绪 状 态［１７］。将 研 究 中 的 访 问 资 料 进 行 分

类统计，案例的参与者在叙述过程中提到“愤怒”、“侮

辱”、“生 气”、“火 大”等 表 达 负 性 情 绪 的 词 语 高 达８７
次，说明青少年在体育暴力发生前的心理状态多为愤

怒、生气等负性情绪，负性情绪的刺激是体育暴力行为

发生的直接原因。从个案１到个案５都表现出了负面

情绪，而负面情绪表达为实际行为的时候就会产生暴

力行为。研究表明，愤怒情绪是导致攻击行为的一个

重要原因，或 者 就 是 攻 击 行 为 本 身［３］［１８］。例 如，学 生

Ａ在受到挑衅后的第一反应是屈辱、不公平，而且这种

挫败感在队伍内部产生共鸣，继而引发愤怒、生气等负

面情绪，是导致发生体育暴力行为的直接原因。学生

Ｄ在自认为受到不公的待遇后，产生愤怒情绪。工人

Ｅ在受到侵害后，对方语言挑衅的情况下，情绪不受控

制而发生的暴力行为。
暴力行为发生前都具有负面情绪的累积，到一个

临界点就会爆发出来。本案中每个人的临界点都不相

同，这与其经 历 背 景 和 个 人 阅 历 相 关。例 如，学 生 Ａ
是对鄙视手势十分敏感，因为其平时观看的比赛和电

视影视作品中出现的鄙视手势有关，平时生活中也曾

看到有人使用鄙视手势发泄不满，也明白手势的含义，
所以当鄙视 手 势 出 现 的 时 候 就 出 现 了 屈 辱 愤 恨 的 感

觉，让其暴力行为一触即发。也就是说挑衅动作是点

燃情绪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观察记录中发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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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最受不了别人小动作过大，因为他自认 为 体 育 活 动

中很“干净”，自己没有多余的小动作，同样他觉得别人

也不应该有小动作。一旦出现小动作就感觉受到不公

平的待遇，就要和对方理论，继而出现暴力行为。学生

Ｃ在学校中的形象是“带头大哥”，自己对自己的身份

认同感强烈，有强烈的自尊，有任何对自尊伤害的事情

上喜好使用暴力解决问题。在体育活动中的犯规给他

造成在这么多人面前伤害其“面子”的错误认识，而他

认为暴力行为可以挽回他的“面子”。
在体育活动情境中，某些行为的发生会引起参与

者对过去经验的回忆，触发不良的体验，导致体育暴力

行为的产生。同时，因为周围同学的加油声和自己平

时的一贯作风，就将这个情景和自己过去和别人打架

的体验联系到了一起，认为自己丢了“面子”，不打架就

不可以挽回。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２００３）等 在 研 究 自 动 化 攻 击

倾向时，发现攻击性的相关意识结构的阈下启动会影

响个体的知 觉 判 断，引 发 显 著 的 内 隐 性 攻 击 倾 向［１９］。
暴力信息可为个体提供将内隐攻击性转换为行为的线

索，当刺激产生时会激活大脑中的相关概念，并在相当

长的时 间 内 增 加 这 些 概 念 在 情 境 中 的 可 通 达 性［２０］。
也就是说当这一刺激产生时，会激活大脑中的暴力信

息，从而产生暴力行为。暴力信息是对以往不良的经

历的储存，一旦有任何线索让人联想到那些不好的经

历便会引发对不良情境的回忆，引发个体的暴力行为。
学生Ｄ是在篮 球 活 动 中，被 他 人 打 掉 眼 镜 划 伤 眼 角，
但是对方却没有及时道歉，对方认为自己是无意行为。
学生Ｄ对他人这种不道歉的行为不满，认为对自己的

身体造成侵犯没有理由不道歉，于是就产生了口角，然
后发生暴力 行 为。工 人Ｅ对 他 人 的 这 种 超 越 规 则 的

动作有着强烈的排斥感，而且口角的争执进一步激化

了他的负性情绪，使得情绪不受控制，造成暴力行为的

发生。

３．２．３　资本凭借

个案１：我爸从小就教育我出去以后不能吃亏，而

且有啥事，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我爸是干部，他们

惹不起，我爸也不会打我，我不怕。
个案２：我从小就在培训班里学习散打，他们谁敢

惹我，我又不怕他们。而且我哥比我大两届，也在一个

学校，也受不了欺负。
个案３：当时 在 学 校 比 较 张 狂，感 觉 自 己 有 点“小

势力”吧，一说起打架，我感觉自己挺厉害的，和我在一

起玩的人也挺多，打架叫的人也多，所以脾气就可暴躁

了。我们从一个中学升上来的同学也多，我也能打，就
是感觉自己是“老大”的感觉。我已经在学校通报过很

多次，我叔叔是副校长，他们也不能够把我怎么样。

个案４：我打球 时 间 挺 长 的，差 不 多 有６年 了，我

因为从小长得高、身体壮，高中是特招上去的，也跟着

教练练过，身体比其他人好点，不说别的，一般人还一

点不怕他们。
个案５：和我一起来玩的同事就在旁边，我看他是

两个人一起来的，我们有４个人，能怎么样，也不怕他

们。
资本凭借是指所依靠的社会关系。本研究中的资

本参考Ｍａｒｘ（１８６７）在资本论中的解释，资本不是一种

物，而 是 以 物 为 媒 介 的 人 和 人 之 间 的 社 会 关 系。

Ｆｉｅｌｄｓ（２００９）提出，通过将被欺侮、斗殴等与运动联系

到一起，过去 的 研 究 未 能 展 示 一 个 例 子，就 是 人 际 暴

力［２１］。在体育暴力过程中，学生 Ａ清楚地知道，一旦

发生什么事情，家庭都会站在他这一边，父母的教育方

式直接告诉孩子出去以后不要吃亏，无形中对孩子在

遇事处理事情的方式上造成影响，让孩子更多地考虑

到自己，而忽视了他人。即使犯错，也知道家长会为自

己的错误“买单”。所以在体育活动中与他人产生分歧

的时候，为了不吃亏，容易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学生

Ｂ因为从小练习散打，打击能力和抗击打 能 力 都 比 较

强，也因此不害怕打架，解决的方式多为暴力行为，他

本人也有要好的同学在，为了江湖义气等，也会以暴力

的形式来解决争端。学生Ｃ在学校是“头儿”，基本上

没有人惹他，他喜欢通过打架的方式解决问题，养成了

张扬、跋扈的性格。即使在学校出了事情，因为叔叔是

校级领导，所以处理事情多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让

Ｃ误以为后果不严重，更加剧了他的以暴力解决 事 情

的处事方式，形成了蛮横、“要面子”、容易使用暴力解

决问题等特 点。学 生Ｄ对 自 己 的 评 价 是 在 这 群 打 球

的人里面是 高 的，壮 的，打 起 来 不 吃 亏 的。工 人Ｅ是

知道自己要好同事就在附近，而且人数占优，认为自己

就算打起来也不怕，吃不了亏。
从案例中可见，参与者在体育暴力发生的过程中，

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社会资本、自身资本等情况综合

考虑，这或多或少会影响暴力行为的发生。在中国这

种社会关系、“面子”文化历史悠久，青少年从小在此文

化中，多少会受 到 影 响，Ａ、Ｃ在 打 架 之 前 下 意 识 地 认

为自己就算是打了后果也不太严重，因为家里有人做

官。Ｂ、Ｄ都是依靠自身的身体素质好，觉得自己吃不

了亏。Ｅ则是依靠自己工作的社会关系，来 对 当 前 情

境进行评估的。暴力活动的参与者也会站在自己的角

度评估双方的资本。案例中的个体或是凭借个人资本

或是凭借社会资本，至少在当时是占优势或是自认为

占优势的，评估之后才采取行动的。本案中的人员都

有自认为可以凭借的资本与他人进行对抗不吃亏，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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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了暴力的方式来发泄自我的情绪。例 如，工 人Ｅ
在发生争吵的过程中，下意识地对自己和对方的人数

进行了评估，认 为 自 己 这 边 人 数 占 优，所 以 才 打 的 对

方。所以，资本在体育暴力行为发生的过程中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

３．２．４　应对行为

个案１：我当时直接拿上球就砸了对方球员，用脚

踹了他，然后两队人都打起来了。

个案２：我扔了球直接就上去给了他一拳。

个案３：我翻起身就朝他脸打去了，老师拉都拉不

住。

个案４：本来 是 和 他 说 了，可 是 他 的 语 气 太 冲，太

狂，我实在是受不了就和他打了起来。

个案５：他 说 让 我 打 他 试 试，我 就 直 接 上 去 踢 他

了。

应对行为是指采取措施、行为以应付出现的情况。

案例中的学生或工人的应对方式都诉诸于武力解决问

题，或者是从语言暴力到行为暴力这一过程。例如，学
生Ａ在受到对方动作行为挑衅的时候，立即用球砸和

用脚蹬等行为攻击对方，引起了双方队员的群殴。工

人Ｅ在对方使用挑衅语言的时候，使用了暴力行为。

个案中参与者在负性情绪达到极值后的应对行为

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使用身体暴力来解决，二是先

进行语言暴力再进行身体暴力。

个体的不 合 理 认 知 观 念 也 会 对 争 端 产 生 负 面 影

响，而个人的价值观的形成是与其所成长的环境息息

相关的，也会影响事情的决策。在访问中，本案中的个

体都曾长时间玩暴力电子游戏或喜欢观看暴力刺激的

电影，如学生Ａ和学生Ｂ平时最爱玩的是ＣＦ和英雄

联盟等。学生Ｄ和工人Ｅ喜欢看武打动作电影，最喜

欢看精彩的武打镜头，对电影中的行为给出的评价是

极为“男人”。个体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之下，会改变

攻击性的思维模式，可能对暴力行为产生脱敏，从而在

接受和使用暴力行为的概率上大大增加。暴力信息会

随着体育情境的发展而由暴力线索引发，当有刺激产

生时，向 子 弹 出 膛 一 样，一 触 即 发。Ｂａｒｔｈｏｌｏｗ 等

（２００２）以暴力游戏视频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个体在接

触暴力游戏视频的短期脱敏效应。研究结果发现，短

期接触暴力游戏视频会引起玩家暴力认知和情绪的改

变，提高玩家的敌对情绪，使得暴力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提高［２２］。Ｍｃｍａｈｏｎ等（２００９）在社会信息加工模式的

基础上探讨了暴力线索暴露和攻击的认知中介模型，

表明暴力线索的暴露会使个体报复性攻击信念增加，

自我控制降低，增加了攻击行为的产生［２３］。

３．３　青少年体育暴力的过程分析

通过对案例的举证分析，从青少年体育暴力的发

生全过程可见，大多经历这几个阶段：开始阶段、酝酿

阶段、爆发阶段。体育活动本身就是以对抗为手段来

让活动的参与者通过竞争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为了

增加体育比赛的观赏性，对某些规则的修改使得身体

接触频繁出现，加之文化媒体对激烈对抗的宣传，甚至

在冰球比赛中规则允许双方进行“打架”，这很容易让

青少年形成不合理的认知观念。

从案例中可见，在开始阶段，由体育活动中的身体

接触产生了不合理的认知观念，并将不合理的认知观

念通过“犯规”、“小动作”、说脏话等形式表现出来。

酝酿阶段中，不 合 理 的 认 知 观 念 引 发 的 这 些“犯

规”、“小动作”会激化双方的情绪，情绪的变化导致产

生负性情绪，负性情绪会不断地积累。同时，个体也会

对当前情境进行评估，个体会下意识地将自身所拥有

的资本与对方进行对比，由对比的结果分析自己是否

能取得优势。这个阶段在实际的体育情境中虽然时间

非常短，但却是体育暴力发生的直接原因。
爆发阶段是青少年体育暴力表现最激烈的阶段，

不论是通过负性情绪积累的爆发还是评估的结果，通

常表现方式有两种：一是直接进行身体暴力，二是由语

言暴力导致身体暴力。在整个过程当中，参与者的不

合理认知观念中敌意认知、“面子”、欺负、吃亏对最后

处理问题方式有影响，这种不合理认知观念所导致的

认知偏差和极端处理问题的方式，导致了暴力行为的

发生。同时我们也发现在负性情绪积累过程当中，参

与者会对当前情景进行评估，评估的过程基于当前的

资本，如果占优，会主动进行情绪发泄。

４　小结

根据５名个案的深度访问信息文本与参与式观察

的记录，提出了青少年体育暴力的特点有发生的偶然

性、后果的严重性、活动的情境性。青少年体育暴力的

特征包括不合理认知观念、负性情绪、资本凭借、应对

行为。青少年 体 育 暴 力 发 生 的 过 程 主 要 包 括 开 始 阶

段、酝酿阶段和爆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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