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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电影对青少年及儿童攻击行为的
刻板呈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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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电影有选择建构现实和刻板印象的理论视角,整合攻击行为的定义,可研究

我国电影如何建构青少年及儿童攻击行为以及攻击行为特征的内部动态关系。 研究发现,
电影建构了一个不良的拟态环境,充斥着攻击信息,其刻画的攻击行为具有性别、美即是好

等刻板偏见。 具体为,常将男性、长相丑陋的人物刻画为具有暴力倾向,女性、长相一般的

人物被刻画为实施间接攻击行为的人;将长相好看、正面人物的攻击行为赋予奖赏性和正

义性。 研究结论有助于净化儿少儿观影环境,反思刻板印象文化偏见,有利于促成社会各

方应对少儿观影的应尽责任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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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电影作为主流的信息载体,与青少年及儿童群体生活息息相关。 青少年及儿童如何理解电影?
电影对青少年及儿童的影响如何? 这些问题一直都是研究热点话题。 而电影如何影响儿童的研究

中最为知名的当属媒介暴力研究,其已有 90 余年的研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 1928—1932 年间佩恩

基金会主导的电视对儿童的效果研究。 在这发展历程中主要涌现两类研究,一是对暴力信息特征的

内容分析;二是关于暴力信息的效果研究。 识别暴力信息特征历经了不断细化的过程,如以血腥、枪
支为代表的暴力行为,到打架斗殴的直接攻击行为,再到逐渐将辱骂、嘲讽等间接攻击行为视作攻击

行为;而效果研究则是经历了强效果(如皮下注射[1] ) 、有限效果(如加强理论[2] )到弱效果(如信息

处理范式)的转变过程,并且因影响因素复杂,至今研究结论争论不一。
随着其他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儿童发展心理学、社会学习理论等研究发现,青少年及儿童的一个

特性,便是模仿。 特别是青少年及儿童易被与他们年龄、性别相似的角色所吸引,进而模仿其言

行。[3] 一些关于儿童对媒介内容模仿的研究发现,媒介构建了儿童心目中的“社会现实” ,提供了生活

和行为的标准和概念,以及幻想、白日梦和情绪波动等内容。[4] 媒介在建构过程当中,存在一个本质

特征———“媒介是有选择地建构现实” ,如框架理论[5] 、涵化理论[6] 等都提到媒介内容对社会环境的

扭曲呈现,特别是媒介刻板印象的问题。 同时也有研究指出,很多暴力欺凌现象就源于社会性别的

刻板印象。[7] 所以,本研究重点不在于媒介效果的强弱之争,而是聚焦媒体建构本质,探究影片内容

的建构逻辑。 目前对电影如何建构青少年及儿童攻击行为的研究尚少,从刻板印象的角度解读留存

较大空白,开展相关研究十分有必要。
鉴于此,基于电影有选择建构现实和刻板印象的理论视角,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方法,探究电影

是如何呈现青少年及儿童的攻击行为,特别关注电影是如何运用刻板印象来刻画青少年及儿童攻击



行为。 相较于以往的内容分析与媒介效果研究,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受媒介有选择建构现实和

刻板印象的理论启示,旨在梳理出我国电影刻画青少年及儿童攻击行为的刻板呈现,特别是对影片

建构的青少年及儿童攻击行为的动态关系进行相关性分析,深入理解电影生产制作背后的逻辑,以
及各元素背后的关联度,以此来提升电影制作方、剧作家、家长或监护人对儿童观影的重视。

二、基本理论与研究假设

(一)攻击行为的相关概念

1. 攻击行为和暴力行为

攻击行为( aggression
 

behavior)是媒介效果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至今学界对这一概念还未达成

共识。 目前对“攻击行为” “暴力”以及“媒介暴力”概念做出清晰定义的学者有 Bushman 和 Ander-
son,认为攻击行为是指故意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8-9] 暴力( violence)是指以极端方式伤害(如谋

杀、死亡、受伤)为目的,故意对他人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10] 媒介暴力( media
 

violence)则是暴力的

衍生概念。 Bushman 认为采取任何极端方式对媒介角色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都属于媒介暴力,这些

媒介角色包括真实的人或动物、虚构的人物或卡通人物,[11] Anderson 则认为所有的暴力行为均属于

攻击行为的范畴,但是攻击行为不一定都是暴力行为。[9] 总体来看,二者对攻击行为的定义未整合已

有与攻击行为相关的概念,仍缺乏具体可操作化概念,故下文将从表现形式与发展两个角度对相关

概念进行整合阐释。
2. 从表现形式区分攻击行为

攻击行为的本质是有意图地伤害他人,其核心要素包括伤害意图、伤害行为以及社会评价。[12]

但是因情境激发的不同,分类也呈现多样化。 攻击涵盖了一系列因为年龄、严重程度、受害者看法不

同而不一样的行为。[13] Valkenburg 和 Piotrowski 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梳理,将攻击行为分为直接攻击行

为和间接攻击行为。[14] 常见的直接攻击行为,主要指的是直接攻击他人身体的肢体动作,其特点是

直接性和公开性,如打架、推搡等;间接攻击行为,也被称作社会或关系型攻击,其特点是间接性和隐

蔽性,主要目的是破坏他人关系、自尊心、社会地位等,使其心理受到伤害。[15-16] 间接攻击行为是由间

接( indirect) [17] 、关系( relational) [18] 和社交( social) [19] 三个概念整合而来的,这三个概念有相同之处

也有不同之处:间接攻击主要是指社会排挤、忽视他人等方式,如通过背后传流言、八卦等排挤他

人。[20]本研究整合这些概念的主要特征,认为间接攻击主要通过散布谣言,试图让同龄人在社会团

体中备受排挤,进而使得他人心理受到伤害。
3. 从发展角度看攻击行为

从发展的视角来看,不同年龄的儿童具有不同程度的攻击行为,主要分为学龄前儿童(小于 6
岁)和青少年。 研究表明,儿童青春期(11 岁左右)是攻击行为转变的关键节点,原本属于早期儿童

的一些攻击行为,如打架、肢体冲突,在这个阶段会演变为暴力行为,因为引发的伤害后果较为严

重。[21] 主要在于儿童生理的快速发育具有潜在的危害力,如我国将最低刑责年龄定为 12 岁①,将此

考量进来,儿童致他人重伤的行为视作暴力行为。 另一方面,一些追踪长期效果的研究表明,青少年

直接攻击行为包括身体攻击( physical
 

aggression) ,威胁和言语辱骂( verbal
 

abuse)及偷窃,这些攻击行

为具有显著性效果;而在低龄儿童时期的幻想性攻击行为( playful
 

&
 

fantasy
 

aggression)研究中并没有

发现显著效果。[22-23] 幻想性攻击行为指的是魔法之类的行为,其效应不显著的原因在于,儿童在七八

岁便能区分开幻想和现实。[24] 故本研究不将其作为攻击行为的一个单独类别来考量,而是将其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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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十一)中将刑法第十七条修改为:“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
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
责任。” “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
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攻击行为的特征来研究。 由此,提出第一个研究问题:电影是如何刻画真实性和幻想性的,其在青少

年及儿童攻击行为中又呈现什么样的特征?
间接攻击在儿童早期主要表现为“我不是你的朋友,除非你按照我的要求来做” “如果别人不做

某事,就不邀请别人参加聚会,结束友谊” “胁迫别人做某事” “不听惹自己生气的人的话”等,随着儿

童语言等能力的提高,这些行为在青少年时期趋于稳定发展。 依据 Forrest 等学者做的因子分析和

Coyne 学者针对电视节目的内容分析研究,间接攻击行为进而又被细分为三个类别:社交排斥( social
 

exclusion) (如散布流言蜚语伤害他人) 、恶意嘲讽( malicious
 

humor) (如在背后搞小动作) 、引发他人

内疚感( guilt
 

inducting) (如给别人施加心理负担) 。[25-26] 其中很多研究指出,社交排斥很容易增强青

少年产生攻击行为的倾向,特别是在被同龄人拒绝与攻击行为之间相互影响。[27]

综上,本研究将电影中青少年及儿童的攻击行为依据表现形式、伤害程度区分为以下的内容(参

考表 1) 。 并提出第二个研究问题:国产电影刻画的青少年及儿童攻击性行为特点如何? 其数量如

何? 其中,直接攻击行为、间接攻击行为、暴力行为的特点,以及最主要的表现分别是什么?

表 1　 青少年及儿童攻击行为的概念界定

特点 类别 定义 主要表现(测量)

媒介中的

攻击行为

直接攻

击行为

间接攻

击行为

直接性、
公开性

间接性、
隐蔽性

身体攻击
直接伤害他人身体的肢体

动作攻击

如击打、撞击、推、踢、挤压、按
住和投掷物体等

暴力行为

(媒介暴力)

指的是以极端方式的伤

害、以伤亡为攻击目的,严
重危害他人生命安全

使用枪、刀具等,强奸、抢劫和

杀人等

间接攻击

主要通过散布流言、试图

让同龄人在社会团体中倍

受排挤等,破坏他人社会

关系,使得他人心理受到

伤害

社交排挤、恶意嘲讽、引起内

疚等

　 　

(二)媒介描绘攻击者的刻板印象

媒介刻画攻击行为集中在暴力方面,主要是针对少数种族、女性等弱势群体方面,如黑人群体在

媒介中常被刻画为暴力分子。[28] 而且媒介刻画攻击行为存在美即是好( What
 

is
 

beautiful
 

is
 

good)的特

征,即倾向将攻击行为与美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许多社会心理学研究指出,人物形象存在美即是

好的刻板印象[29] ,即是长相漂亮的人物会比长相一般的拥有更多良好品质和更满意的生活结

果[30-31] ,这种刻板印象在中西方文化中均有体现[32] 。 一项关于刻板印象的元分析研究也指出,人们

会受到美即是好的强烈影响,从而去评价个人的社会能力,即是人们期望漂亮人物可以具有更多社

交能力或者良好的品质。 虽然媒介刻画“美是好的”和“丑是坏的”的内容有时候并不一致,但这两

者经常在媒介刻画中产生勾连[33] ,尤其是在电影媒介的刻画中最为严重。 有研究对电影的人物特

征进行内容分析时发现,长相好看的人物会具有良好的品质,与攻击性行为联系较弱[34] 。
Coyne 等人通过对英国电视节目中的间接攻击行为进行内容分析发现,有吸引力的攻击者更加

倾向使用间接攻击行为,长相不漂亮的攻击者倾向使用直接攻击行为;[25] Martins 等对美国电影进行

内容分析时,也发现了媒介刻画更倾向于有吸引力的人物使用间接攻击行为。[35] 这些媒介研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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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即是好”的刻板印象研究也是一致的,媒介刻画擅长将长相美丽的人物与幸福美好生活勾连在一

起。 由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一个假设:
H1:电影刻画倾向有吸引力的电影人物实施间接攻击行为,无吸引力的电影人物实施直接攻击

行为

Coyne 等学者对迪斯尼动画电影中的间接攻击进行内容分析时发现,反面人物(如坏蛋)更多地

使用间接攻击。[36] 但是动画电影在美国电影协会( MPAA)的评级中属于 G 级①,其受众主要是儿童,
其本身就存在很少的暴力内容,而有研究在对美国青少年电影进行内容分析时发现,间接攻击行为

更多地被普通人物角色实施,暴力行为则多被反面人物实施[35] 。 由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二个假设:
H2:电影刻画倾向正面电影人物实施间接攻击行为,反面人物使用直接攻击行为

有研究运用内容分析法进行研究时发现,媒介刻画有吸引力人物的间接攻击行为是正义和奖赏

的[25,37] ,对于聪明机智、长相好看的英雄人物采取的暴力行为,媒介刻画很少带有惩戒性。[38] 同时,
在当前的电视媒体中,大部分的攻击性行为均未刻画其产生的一些负面伤害结果,如动画片《卑鄙的

我》 ,小黄人的一系列攻击破坏行为均没有受到惩治。 此外,那些善良勇敢、长相漂亮人物实施的攻

击行为多会被赋予拯救人类的使命。 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a:电影刻画有吸引力的人物使用攻击行为会更加具有奖赏性

H3b:电影刻画正面人物使用攻击行为会更加具有奖赏性

H4a:电影刻画有吸引力的人物使用攻击行为会更加具有正义性

H4b:电影刻画正面人物使用攻击行为会更加具有正义性

媒介刻画中还存在另一个特征———性别差异。 女性时常被视作观察对象,如传统女性特征、美
的象征、性的对象等。[39] 许多使用内容分析法的相关研究发现,媒介对性别的刻画集中表现为两大

鲜明特征,强调“超级男性气质”和“超级女性气质” (即男性多被媒介刻画为暴力、性态度强硬、渴望

行动和冒险等;女性多被刻画为依附于男性,[40] 其常被描绘为年轻漂亮、富有同情心、浪漫温柔。[39]

在对比男女形象差异的研究方面,男性角色始终要比女性角色占据更多主导优势,且男性角色会更

多地被刻画为攻击性、威胁性,女性角色则在言语上会更加尖酸刻薄、具有敌意[41] ,如有研究分析新

闻报纸上对奥运会中男女运动员的报道,验证了男权文化主导下的一个普遍假设,即体育新闻中男

性会比女性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有利的画面。[42] Feshbach 分析了喜剧中的间接攻击行为,发现媒介刻

画女孩参与间接攻击(93%)要远多于男孩(40%) 。[16] 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5:电影刻画倾向男性角色实施直接攻击行为,女性角色实施间接攻击行为

幽默诙谐性是指电影人物角色在攻击过程中,为取悦受众而特意使用的语言或者行为。[38] 有研

究表明,电影描绘攻击行为的时候添加的幽默性( humor)元素,可能致使暴力的严重性或后果变得微

不足道,进而增加侵略的可能性。[43] 所以,本研究提出问题三,电影刻画的青少年及儿童攻击行为的

幽默性呈现什么样的特征?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说明与样本标准

豆瓣电影作为国内主要的观影参考平台,其豆瓣评分具有较高认可度,电影简介资料齐全。 在

电影资料获取方面,研究运用网络爬虫技术,在豆瓣电影官网上获取青少年相关话题电影,具体为将

地区选项设为“中国大陆” ,主题特色类别选定为“青春” ,以“标记最多”为第二关键词,旨在获取在

青春主题类别里观看人数(或者讨论热度)相对高的电影样本,抓取“电影名称” “上映年份” “语言”
“片长” “豆瓣评分” “评价人数”信息,将语言设定为“普通话语言” ,同时将海外制片电影(语言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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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进行剔除,最后获得 487 部“普通话语言”国产电影。
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青少年及儿童电影的筛选标准:①剧情故事主线围绕儿童或者青少年展

开,②影片主要核心人物是青少年及儿童。[44] 去除掉不相关内容后,根据电影资源的可得性,最终获

得 49 部符合标准的青少年及儿童题材电影作为本研究的分析样本。
(二)变量测量与编码说明

1. 攻击者性别

因影片类型涉及故事片与动画片,攻击者性别编码分为男性、女性、男女都有、其他(动物) 。 群

体攻击编码为“男女都有” ,对动画片角色性别而言,第一权重会依据拟人化视觉程度编码,其次是综

合配音效果、电影场景中的其他信息判断,如台词用的是“她”还是“他” 。 如《妈妈咪鸭》中的“鸭子

姐弟”无任何拟人特质,编码为其他(动物) 。
2. 攻击者年龄

攻击者的年龄时期主要分为少年时期(小学生、初高中生,2 ~ 18 岁) 、青壮年时期(大学生,工作

者,19 ~ 65 岁) 、老年时期(65 岁以上) ;以及其他综合信息,如“是否在社会中担任一定的职位” “社

会角色如何”进行判断。
3. 攻击者的吸引力

攻击者的吸引力主要是基于电影人物的外表长相进行划分,包括有吸引力、一般、无吸引力三

类。 女性有吸引力的特征是大眼睛、皮肤白皙、五官立体、笑容灿烂、身材苗条等;男性有吸引力的特

征是身材壮硕、有肌肉、五官立体帅气、笑容灿烂等。[45] 一般吸引力则是整体表现较为普通。 无吸引

力体现为长相丑陋,不具备明显的吸引特征。 同时,编码中也会综合其他信息,如动画角色,除了形

象设计方面,也会考虑到影片中其他角色的评价、传统文化、时下青年文化因素等综合判断。 如台词

中有出现“她 / 他在朋友间很受欢迎,是校花、校草”相关内容。
4. 攻击行为类别

攻击行为类型分为三种:身体攻击、间接攻击、暴力行为。 间接攻击行为的二级类别有:社交排

斥(如散布流言蜚语伤害他人) 、恶意嘲讽(如在背后搞小动作) 、引发他人内疚感(如给别人施加心

理负担) 。[26,36] 如动画角色采用身体某个部位去攻击、带有魔法工具的攻击一般编码为身体攻击,造
成严重伤害的行为(流血、伤亡等)编码为暴力行为。

5. 攻击行为的奖惩属性

攻击行为的奖惩属性,指的是攻击行为发生后,是否随后会带来惩罚。 每一个攻击行为都会被

记录为“是” “否(惩戒) ” “没有提及” 。
6. 攻击行为的正义属性

攻击行为的正义性,编码记录为“是”或“否” 。 正义的攻击行为在电影中被描绘为社会制裁,或
者是为了实现美好理念的必要行为(如人类和平、英雄主题、惩治恶人) 。[46]

7. 攻击行为的真实属性

攻击行为的真实性,指的是攻击行为是真实类还是幻想类,编码记录为“真实”或“幻想” 。 如一

些带有魔法性质的攻击,是幻想类别;涉及辱骂、打架斗殴等攻击行为则编码为真实类别。
8. 攻击行为的幽默属性

攻击行为的幽默性是指电影为讨观众喜爱而设置的桥段或者特定动作,记录分为“是”或“否” 。

四、研究结果

(一)信度分析

编码工作在 2020 年 1 月 3 日至 1 月 31 日期间进行,由深圳大学的三位研究生负责。 三位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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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共分析了 49 部电影作品 ( 总计 4743 分钟) ,其中动画片占比 42. 857% ( 21 部) ,故事片占比

57. 143%(28 部) ,详情可见附件内容。 为确保编码员之间的信度,在编码工作正式开始前对三位编

码员间的信度进行了检测:三位编码员共同对 5 部电影进行独立编码,编码数量占总样本量的 10%
(总样本量为 49 部电影) 。 信度检测使用 R

 

3. 5. 1 软件中的“ irr”包,计算主要变量的 Krippendorff 的
alpha 值。 发现攻击性的性别(0. 9) 、攻击者的吸引力(0. 822) 、攻击行为的类型( 0. 922) 、攻击行为

的真实性(0. 707) 、攻击行为的正义性( 0. 818) 、攻击行为的幽默性( 0. 732) 、攻击行为的奖赏性

(0. 798) ,信度数据均大于 0. 7,说明编码员之间具有较高的信度。
(二)变量描述与假设检验分析

1. 攻击行为特征的基本情况

电影中充斥着攻击行为(表 2) ,其中暴力行为占比( 50. 624%) 超过一半,间接攻击行为( 26.
381%) ,身体攻击行为(22. 995%)最少。 攻击行为出现次数最多的电影是《秦时明月之龙腾万里》
(84 个攻击行为,每 1. 16 分钟有一个攻击行为出现) 、《哪吒之魔童降世》 ( 72 个攻击行为,每 1. 52
分钟有一个攻击行为出现) 、《龙之谷:破晓奇兵》 (67 个攻击行为,每 1. 38 分钟有一个攻击行为出

现)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62 个攻击行为,每 1. 44 分钟有一个攻击行为出现) 。 其中,青少年及儿

童的攻击行为有 692 个,主要来自《哪吒之魔童降世》 《龙之谷:破晓奇兵》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

表 2　 总体攻击行为的描述统计

攻击行为的类型 频数 比例( %) 每小时出现攻击行为(次)

身体攻击 258 22. 995 3. 264

间接攻击

社交排挤 84 28. 378 1. 063

恶意嘲讽 172 58. 108 2. 176

引起内疚 40 13. 514 0. 506

总计 296 26. 381 3. 745

暴力行为 568 50. 624 7. 185

总计 1122 100 14. 194

　 　

表 3　 青少年及儿童人物攻击行为主要变量的统计

变量 类别 频数 比例( %) 变量 类别 频数 比例( %)

性别

男 435 62. 861

女 176 25. 434

都有 56 8. 092

其他 25 3. 613

吸引力

有吸引力 415 59. 971

一般吸引力 229 33. 092

无吸引力 48 6. 936

人物类型

正面人物 349 50. 434

普通人物 216 31. 214

反面人物 127 18. 353

真实性
真实 368 53. 179

幻想 324 46. 821

正义性 是 160 23. 121

幽默性 是 175 25. 289

攻击行为

类型

身体攻击 205 29. 624

间接攻击

社交排挤 67 33. 168

恶意嘲讽 111 54. 95

引起内疚 24 11. 881

总计 202 29. 191

暴力行为 285 41. 185

总计 69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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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及儿童攻击行为的统计结果发现(表 3) ,电影描绘排名靠前的攻击行为是暴力行为

(41. 185%) ,其最常见的是打架斗殴(31. 768
 

%) ;间接攻击(29. 191%) ,其中社交排挤中最常见的

是“八卦” (17. 808%) 、叫他人离开(滚) (15. 069%) 、背后批评他人(13. 698%) ,恶意嘲讽中最多的

是公共场合嘲笑他人(27. 777%)以及侮辱他人的言语(26. 984%) ;身体攻击(29. 624%) ,其中朝别

人扔东西(24. 14%)和用手击打或者捶打(24. 14%)出现最多。 这些攻击行为 45. 665%发生在陌生

人之间,34. 249%发生在朋友之间,且 62. 861%为男性角色、59. 971%为有吸引力的人物、50. 434%
为正面人物实施,且这些攻击行为 53. 179%具有真实性(如打架斗殴、辱骂行为) ,23. 1%具有正义性

和 25. 3%具有幽默性。
2. 攻击行为特征的相关性分析

吸引力。 实施身体攻击行为中有吸引力的人物(32. 5%) ,实施间接攻击行为中一般吸引力的人

(38%) ,实施暴力行为中无吸引力的人(81. 3%)等排名相对靠前。 攻击者吸引力和攻击行为类型的

卡方检验显著,说明攻击者吸引力与攻击行为类型之间存在差异,χ2( d = 4,N = 692) = 43. 398,p<
0. 001,V焊 = 0. 177,相关强度①为“小相关” [47] 。 多重比较发现,一般吸引力人物更加倾向实施间接

攻击行为,无吸引力的人物更加倾向实施暴力行为。 所以假设 H1 得到部分支持。
人物类型。 实施身体攻击行为中最多是“正面人物” (35. 8%) ,最少是“反面人物” (15. 7%) ;实

施间接攻击行为中最多是“普通人物” (50%) ,最少是“反面人物” (16. 5%) ;实施暴力行为中最多是

“反面人物” (67. 7%) ,最少是“普通人物” (22. 2%) 。 攻击者人物类型和攻击行为类型的卡方检验

显著,χ2( d = 4,N = 692) = 101. 15,p<0. 001,V焊 = 0. 27,相关强度为“中相关” [47] 。 多重比较发现,正
面人物倾向实施身体攻击行为,反面人物倾向使用暴力行为。 所以假设 H2 得到部分支持。

假设 H3 的验证结果表明(表 4) ,攻击者人物类型和攻击行为奖赏性的卡方检验显著,χ2( d = 6,
N = 692)= 22. 123,p<0. 05,V焊 = 0. 126,相关强度为“小相关” [47] 。 多重比较发现,有吸引力人物倾向

刻画攻击行为具有奖赏性,不倾向于刻画攻击行为的奖赏性没有提及;一般吸引力人物的攻击行为

的奖赏性没有提及,故假设 H3a 得到支持;人物的吸引力和攻击行为奖赏性的卡方检验显著,χ2( d =
6,N = 692)= 42. 53,p<0. 001,V焊 = 0. 175,相关强度为“小相关” [47] 。 多重比较发现,正面人物攻击行

为倾向刻画为具有奖赏性,普通人物攻击行为的奖赏性不会被提及刻画,反面人物攻击行为的既会

刻画奖赏也有惩戒,故假设 H3b 也得到支持。
对 H4 的分析结果表明(表 5) ,人物的吸引力和攻击行为正义性的卡方检验显著,χ2( d = 2,N =

692)= 56. 762,p<0. 001,V焊 = 0. 286,相关强度为“中相关” [47] 。 多重比较发现,有吸引力人物倾向刻

画攻击行为具有正义性,一般吸引力人物和无吸引力人物倾向刻画攻击行为不具有正义性,故假设

H4a 得到支持。 攻击者人物类型和攻击行为正义性的卡方检验显著,χ2( d = 2,N = 692) = 128. 22,p<
0. 001,V焊 = 0. 43,相关强度为“中相关” [47] 。 多重比较发现,正面人物倾向刻画攻击行为具有正义

性,普通人物和反面人物倾向刻画攻击行为不具有正义性,故假设 H4b 得到支持。
性别。 实施身体攻击行为多来自“其他” (52%) ,最少是“男女都有” (19. 6%) ;实施间接攻击行

为中多来自“男女都有” (50%) 、“女性” (42. 6%) ,最少是“其他” (4%) ;实施暴力行为中多来自“男

性” (48. 3%) 、“其他” (44%) ,最少是“女性” ( 26. 7%) 。 结果表明,攻击者性别和攻击行为类型的

卡方检验显著,故性别与攻击行为类型存在显著差异,χ2( d = 6,N = 692) = 53. 335,p< 0. 001,V焊 =
0. 196,相关强度为“小相关” [47] 。 多重比较发现,女性角色倾向实施间接攻击行为,男性角色倾向实

施暴力行为,故假设 H5 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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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攻击者特征与攻击行为奖赏性列联表

变量
攻击行为的奖赏性

是 没有提及 否(惩戒) 都有

人物的吸引力

有吸引力 149(3. 3焊) 114( -3. 8焊) 97(0. 5) 55(0. 1)

一般吸引力 57( -2. 5) 97(3. 7焊) 50( -0. 4) 25( -1. 2)

无吸引力 10( -1. 6) 17(0. 4) 10( -0. 3) 11(2. 1)

人物类型

正面人物 129(3. 3焊) 101( -2. 3) 82(0. 5) 37( -2)

反面人物 45(1. 1) 32( -2. 1) 20( -2. 1) 30(3. 9焊)

普通人物 42( -4. 5焊) 95(4. 2焊) 55(1. 2) 24( -1. 1)

　 　 注:括号里面为调整后的残差( adjusted
 

residuals) ,焊调整后的残差绝对值大于 3

表 5　 攻击者特征与攻击行为正义性列联表

变量
攻击行为的正义性

是 否

人物的吸引力

有吸引力 136(7. 4焊) 279( -7. 4焊)

一般吸引力 24( -5. 5焊) 205(5. 5焊)

无吸引力 0( -3. 9焊) 48(3. 9焊)

人物特征

正面人物 143(11. 2焊) 206( -11. 2焊)

反面人物 1( -6. 6焊) 126(6. 6焊)

普通人物 16( -6. 6焊) 200(6. 6焊)

　 　 注:括号里面为调整后的残差( adjusted
 

residuals) ,焊调整后的残差绝对值大于 3

五、讨论与结论

(一)主要发现与结论

本研究基于电影有选择性地建构现实和建构刻板印象的理论视角,围绕电影如何建构攻击行为

而展开,揭示了青少年及儿童的攻击信息环境。 经过分析,研究发现以下结论。
1. 电影中充斥着攻击行为画面,暴力行为排名第一

电影中充斥着攻击行为画面,在于我们对攻击行为的定义进行了整合。 相对于以往只分析暴力

行为的研究而言,本研究包含间接攻击行为,如传播八卦流言、诽谤他人等。 并且,我们发现间接攻

击行为常出现在青春校园题材当中,特别是朋友关系中,如《闪光少女》 《夏洛特烦恼》 《老师好》等影

片当中有较多同学争论、排挤的画面。 暴力行为较常出现在动画片中,如《龙之谷:破晓奇兵》 《哪吒

之魔童降世》 ,主要在于宣扬少年英雄惩恶扬善的精神。
2. 电影多刻画攻击行为的真实性,较少刻画幽默性和正义性

真实性的攻击行为主要体现为一些打架、纵火、辱骂等行为;而幻想类主要是一些使用魔法工具

的行为,较常在动画片中出现。 在本研究中,真实性和幻想性的出现比例相当,这是因为选取的动画

片样本较多。 真实性常见于间接攻击行为,如《闪光少女》中出现的奚落和嘲讽式语言攻击;而幻想

性则是常见于动画片中的暴力行为。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动画片主要依靠技术完成,制作

起来相对现实中的暴力行为较容易,并且能够带来更加强烈的视觉效果。 本研究也发现,整体上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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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行为的幽默性元素较少,这也较符合常理,因为攻击他人并不是为了搞笑。
3. 电影建构了一个不良的拟态环境,存在性别、长相等偏差

电影刻画攻击行为存在一定的性别刻板偏见———常将男性、长相丑陋的人物刻画为暴力的,常
将女性、长相一般的人物刻画为实施间接攻击。 如《老师好》中刻画的学生形象就十分鲜明,桀骜不

驯的混混洛小乙、鬼灵精怪的王海都是比较典型的男性角色,而女性角色更多是爱八卦、斤斤计较,
如虚荣张扬的关婷婷。 这与我国青少年及儿童的性别教育也存在着巨大联系。 传统的性别教育观

念带有严重的性别刻板印象,认为女性是依附于男性生存的,且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而男性才是

主导者。[48] 有学者对我国小学语文课本中出现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发现,男性担任主角的课文是女

性的 4. 3 倍;在能力方面,课文多将女性描述为无知低能,而男性则是智慧渊博的人才;在性格方面,
女性多被描绘为小气、计较等,男性则具备勇敢、正直的品质。[49] 电影对性别的污名刻画可能会强化

青少年及儿童对性别的认知偏差,如认为男孩是勇敢暴力的,而女孩则是惯用耍手段、背后使伎

俩的。
4. 电影刻画存在“美即是好”的刻板偏见

电影善于强化个人英雄主义的创作和宣扬,将长相好看、正面人物的攻击行为赋予奖赏性和正

义性。 这些攻击行为多数带有明显的奖惩性质,一定程度上起到合理化暴力行为的作用。 如哪吒、
孙悟空虽然很调皮捣蛋、到处打架、惹是生非,但是基本都是秉持为人除害的主旨,从而受到百姓的

喜爱。 电影刻画这些攻击行为具有奖赏性,因儿童的自我判断能力较低,可能会强化其认为攻击行

为的合理性,如认为正面人物(如英雄角色)采取的行为就一定是正确的。
通过对暴力、间接攻击突出的电影编码数据进行观察,不难发现电影制作攻击行为的逻辑———

电影传递的主题内容与儿童的阶段成长轨迹息息相关。 具体为,动画片被认为是少儿观看的节目,
所以暴力行为多以动画的形式呈现,并且这类攻击行为常带有正义、奖赏等性质。 这符合少儿简单

处理问题的逻辑认知,只存在对与错、奖与惩两个对立的思维方式。 而间接攻击主要出自青春校园

主题,与影片形式无关,如《上官海铃》虽采用动画制作,但是校园青春题材,剧中间接攻击行为出现

的频率较高。 并且电影刻画这些间接攻击行为不赋予正义性,且奖惩区别也不明显。 如《闪光少女》
中的主角在校人缘欠佳,对于校草的奚落和嘲讽,影片也没有给出过多正当理由,更多是个人喜好的

差别。 这基本符合青少年成长的思维特征:随着年龄的增长,其语言沟通能力和社会认知能力强化,
看待诸如社会规范等问题会更加多元,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促成间接攻击现象的增加。

(二)启示与不足

1. 研究启示

相较于以往的研究,本研究对当前国产电影如何建构青少年及儿童攻击性行为动态关系进行梳

理,整合攻击行为相关概念,补充人物角色与刻板印象的角度。 通过分析发现,攻击信息普遍充斥在

青少年及儿童电影中,电影刻画存在英雄主义色彩、性别、美即是好等刻板偏见。 梳理这些攻击行为

的动态关系,有助于社会净化儿童观影的环境。 电影已无时无刻地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悄无声

息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认知和态度。 为净化青少年及儿童观影环境,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为此

提出以下建议:
(1)应提升家长对电影内容适龄性判断的素养,着重强化学习识别欺凌信息的能力。 这一素养

可以帮助父母正确引导儿童观影,充分认识媒介内容,提高辨别能力。 其次,加强对儿童媒介素养的

培育。 具有良好媒介素养的儿童,判断媒介信息时具有较好的甄别力,能够理智对待媒介信息。
(2)电影监管机构应积极反思相关制度,推进法治力量的护航。 制定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的观影指南,以切合实际的电影年龄适宜性标准来保护未成年人的观影权益。 特别是加强少儿电

影节目的监管力度,打造真正意义上的全年龄段动画影片。 其次,电影放映机构,如电视台、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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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净化传播内容。 大众媒介扮演着放大镜的作用,需要谨慎对待相关文化产品,
做到严格筛查电影内容,如血腥暴力、侮辱性字词等,为儿童铸造第一道防护线,做好保护儿童心智

健康的守门人。
(3)电影制作方在剧本创作和剧情表现上应更加慎重。 重新审视制作的媒介内容,反思暴力表

征是否得当,避免攻击行为对低龄儿童心智发展带来潜在负面影响。 如对英雄、长相漂亮人物、男性

暴力行为的刻画要把握好尺度。 考虑到儿童的阶段成长特点,制作相应各个年龄段的影片进行启蒙

认知,如分为学龄前、学龄儿童、青少年、成年人等类别适宜观看的电影内容,在制作中特别注意减少

低幼儿童中的暴力动画,倡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交友观。 最后,影片还应多传递人文关怀的理念,少
一些社会偏见、污名化的刻画,以免对儿童认知造成误导。

2. 研究不足

本研究在获取电影资源的时候并不太理想,因电影缺乏分级类别,难以较为清晰的甄别属于青

少年及儿童电影。 同时,青少年及儿童的攻击行为是随着成长而不断变化的,即在不同年龄段表现

方式不一。 如幼儿多是为了争夺玩具而与伙伴产生矛盾,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直接攻击行为;随着

儿童的语言沟通能力提高,其可能会通过辱骂等言语方式伤害他人,这一时期则是间接攻击行为将

会突出。 未来,电影需要进一步精细化,包括从影片主旨、表现手法、题材等方面区分,进一步专注研

究学龄前儿童的攻击行为刻画,为低幼儿童的影片提供更为明确的制作规范,也为干预儿童的媒介

教育提供更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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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movies '
 

selectiv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nd
 

stereo-
types,this

 

study
 

integrates
 

the
 

definition
 

of
 

aggressive
 

behavior,and
 

studies
 

how
 

Chinese
 

movies
 

construct
 

ag-
gressive

 

behavior
 

of
 

adolescents
 

and
 

children,as
 

well
 

as
 

the
 

internal
 

dynamic
 

relationship
 

of
 

aggressive
 

be-
havior

 

characteristics. We
 

found
 

movies
 

are
 

inundated
 

with
 

aggression,and
 

it
 

constructs
 

a
 

bad
 

pseudo-envi-
ronment

 

that
 

focuses
 

on
 

gender
 

bias
 

and
 

something
 

beautiful
 

is
 

good. Specifically,male,ugly-looking
 

charac-
ters

 

are
 

often
 

portrayed
 

to
 

be
 

violent,and
 

female,average-looking
 

characters
 

are
 

portrayed
 

to
 

engage
 

in
 

indi-
rect

 

aggressive
 

behavior. The
 

aggressive
 

behavior
 

of
 

good-looking
 

and
 

positive
 

characters
 

is
 

given
 

reward
 

and
 

justice.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interpreted
 

the
 

content
 

of
 

media
 

portray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ereotypes
 

which
 

helps
 

to
 

purify
 

the
 

environment
 

of
 

children
 

watching
 

movies
 

and
 

reflect
 

on
 

stereotypes
 

cultural
 

bias,
and

 

finally
 

discusses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suggestions
 

of
 

all
 

parties
 

in
 

society
 

for
 

children ' s
 

viewing
 

of
 

mov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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