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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校园欺夜研究达评

郑亚搞 常春英 瘳慧 云

校园欺凌是各级学生遇到的最为常见的人际暴力 。 相关

研究表明 ，
约 １ ／３ 的中 、小学生 曾受过校园欺凌ｍ

。 校园欺凌已

严重影响正常的教学活动 、校园安全与秩序 。 探寻校园欺凌

的原因 、 预防校园欺凌的发生 ，
针对校园欺凌者进行相应的

教育 ，

已成为 目前校园管理 、
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

方面的重要研究 内 容 。 近年来 ，
我国各级学校已开始关注校

园欺凌方面的研究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 本文归纳 、总结已

有的研究成果 ， 以期为学生思想政治与心理健康教育改革 、

学生管理制度的创新提供参考 。

１ 校园欺凌概念界定

一

般认为 ，各类学生受到老师 、同学的持续性身体攻击或

心理性攻击均可视为校园欺凌 ，
这些攻击行为会造成受害者

持久的精神痛苦Ｉ２０ １ ６ 年 ４ 月
，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

公室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 》将校园欺凌界定为
“

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 、语言及网络等手段
，

实施欺负 、侮辱造成伤害
”

的行为％ 校园欺凌指同学之间的

欺凌 ，
不包括老师及校外人员对学生的欺凌 。 校园欺凌的方

Ｄ０１ ： １０ ． １ ９５２ １ ／
ｊ

．ｃ ｎｋ ｉ ． １６７３ －

１６６２ ．２０２０ ．０４ ． ０２３

基金项 目 ： 江西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 目
（ ＪＹ １ ９２０５ ）

作者单位 ： ３４ １０００ 赣州 ，赣南 医学院心理学系 （郑亚楠 ） ，农村医

学教育研究中心 （廖慧云 ）
；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学工处 （常春英 ）

式包括肢体攻击 ，
也包括言语攻击或精神侮辱 ，

还可 以指网络

或现实中的造谣、恶意中伤等 。 本研究将校园欺凌定义为
“

发

生在校园及其辐射区域内 的 、 在同学之间发生的恶意身体 、 心

理方面的攻击或侮辱 ，
包括肢体攻击 、言语攻击或恶意中伤等

多种手段 ，
可 以导致欺凌对象在身体 、

心理等方面受到损伤
”

。

２ 校园欺凌评估工具的研究

目 前 ，
国 内针对校园欺凌的评估问卷的研究主要采用

Ｂｕ ｓｓ －Ｐｅｒｒ
ｙ
攻击量表、 Ｏ ｌ

ｗｅｕ ｓ 被欺凌冋卷 、直接和间接攻击量

表 （ ｄ ｉｒｅｃ ｔ ａ ｎｄｌｎｄｉｒｅｃ ｔａ
ｇｇ
ｒｅ ｓｓ 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

ＤＩＡＳ ）等 。 因为文化差异

可能造成的评估偏差
，
上述问卷均经过本土化研究

，
可用于评

估国 内校园欺凌 ，如张文新等Ｗ对直接与间接攻击量表在小学

生和初中生群体进行的本土化研究 、 余毅震等Ｈ对 Ｏｌｗｅｕ ｓ 被

欺凌问卷在初中生群体进行的本土化研究 以及 Ｂｕ ｓｓ －Ｐｅｎｙ 攻

击量表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本土化修订％这些问卷已在我国校

园欺凌研究中得到广泛的运用 。 但上述问卷修订过程中均发

现
，部分分量表的内在

一

致性系数明显低于国外研究 ，
这可能

与文化差异有关 。 而评估不同类型的学生的校园欺凌情况是

否能选用同样的量表也存在争议 ， 如 Ｂｕ ｓｓ
－Ｐｅ ｒｒ

ｙ
攻击量表在

不同学生群体中修订的维度存在差异 。因此 ，
应编制更适用于

我国本土文化背景下的校园欺凌问卷 ，
同时

，
针对不同类型的

学生
，

应有不同的评估量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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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校园欺凌与被欺凌现况调查

了解 目 前国 内校园欺凌的现况并有针对性的设计相应的

教育教学改革 ，
对减少校园欺凌有着重要的意义 。 陈小龙？对

４ ４ ３４ 名中学生进行调查
，
发现 ９６ 名 （ ２ ．２％ ）调查对象在过去

１ 年存在欺凌行为 ，
５８ ９ 名 （ １ ３ ． ３％ ）调查对象在过去 １ 年存在

被欺凌 ；
贾昊男等 对 ９４９ 名大学生进行 回顾性问卷调查

，
发

现 １ ４８ （ １ ５ ． ６０％ ）的调查对象在初中阶段存在被欺凌现象 。 这

些研究多为校园内 的
“

身体欺负与被欺负
”

， 言语欺凌相关成

果较少 ；而研究对象多为 中 、小学生 ，
大学生校园欺凌与被欺

凌成果罕见
，
其原因可能在于研究者认为

，
大学生因年龄 、身

体素质 、学业经历等原因
，
更不容易被

“

身体欺负
”

。 但这种观

点恰恰忽视了大学生在言语欺凌与被欺凌方面的研究 。 同时

校园欺凌的研究多集中于校园 内
，
对于网络等其它载体的校

园欺凌研究较少 。 上述研究表明 ，
大学生校园欺凌 、言语欺凌

及网络欺凌
，
值得研究者进一步关注 。

４ 校园被欺凌者心理健康研究

被欺凌者的心理问题及干预研究 ，

一直是各类学校心理

健康教育者关注的领域 。 王哲等 采用焦虑 自评量表和校园

欺凌问卷对 ２ ３４０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
发现小学时被欺

凌的经历对大学的焦虑状态有预测作用 ， 而中学时被欺凌的

经历对大学的焦虑状态则没有预测作用 ；张紫微等＾对 １６４９

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
，
发现欺凌者 、受欺凌者 、欺凌 －受欺凌

者以及旁观者的均有较高的抑郁水平 。 针对被欺凌对象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的补救措施 ， 将成为未来各级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的重要任务 。

５ 校园欺凌与被欺凌发生的社会心理因素

探讨发生校园欺凌的原因 ， 并有针对性的开展教育宣传

以减少校园欺凌 ，
也是 目 前教育工作者的重要研究任务 。 王

健等？对 ８ ８４ 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 ，
发现农村地区 、男生 、

饮酒 、上网 、体型偏瘦会增加校园欺凌的风险 ， 而父母关心能

够降低校园欺凌发生率 ，并建议中学应有针对性的创造积极

健康的校园环境以减少校园欺凌的发生 ； 郭俊俏和赵必华 〖

１ ２
］

通过对 ２ ３６４ 名 ４￣９年级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
发现教师支

持和学校归属感能够降低学生被欺凌行为 。 探索各级各类学

生校园欺凌与被欺凌的社会心理因素 ，
是未来校园欺凌研究

与教育的重要领域 ，
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

６ 校园欺凌的防治与教育

根据研究成果
，
有针对性的设计相应的教学课程与宣传

环节 以减少校园欺凌的发生
，
是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课题 。 王

茜等Ｍ提出 ，检察机关在预防校园欺凌时有重要的优势 ，
通过

宣传 、 严格依规处理校园欺凌事件 、建立学校一社区一家庭

的联动机制 ，
对减少校园欺凌行为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

曾楚翘等Ｍ提出加强学生法制意识的培养能够降低校园欺凌

行为 。 但与上述校园欺凌社会心理机制方面研究结合不紧

密 ，

“

两张皮
”

现象较为 明显 ，
缺乏针对影响 因素开展的教育

与宣传活动 。 同时 ，各类校园欺凌的防治与教育手段均为主

观设计 ，
是否有效缺乏量化评估 。 尤其是人格 、心理资本等心

理学视角探讨教育方法的研究匮乏 。 这方面研究未来仍需进

一■步加强 。

７ 未来的研究趋势

目 前 ，
国 内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多集中于中 、小学

，
针对

大学生的研究较少 ， 关于校园环境 、 手机依赖等因素能否影响

大学生校园欺凌的研究还有所不足 ；其次 ，
校园欺凌的研究多

集中于身体攻击 ，
对于言语欺凌的研究较少 ； 第三 ，

针对校园

欺凌教育方案的设计 ，与 已有关于校园欺凌的社会心理因素

结论脱节
，

且研究多为质性研究
，
对于提升效果的量化研究不

足 ；最后
，

已有校园欺凌的研究工具多为国外问卷
，
尚未开发

适用于我国文化背景下的校园欺凌问卷 ，
尤其是关于言语欺

凌的评估问卷匮乏 。 此外 ，
校园欺凌的法律问题研究 、网络欺

凌以及在心理健康教育 、 思想政治教育等课程中融人预防校

园欺凌的研究
，
也将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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