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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校园欺凌行为的调查研究

———以连云港市某中学为例

摘 要

本研究采用由山东师范大学张文新、武建芬以及英国渥斯特大学 Kevin

Jones 所共同修订的 Olweus 儿童欺凌问卷中学版，考察了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

区 233 名初中学生。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校园欺凌行为的理论界定与实际考察以及

研究方法，此年龄阶段学生欺凌/被欺凌行为的基本特点，探索欺凌行为产生的

原因，欺凌行为的危害与干预，结论与展望。研究结果发现：（1）连云港市初

中学生中存在严重的欺凌问题，近 47.72%的被调查中学生卷入欺凌问题。（2）

总体上，连云港市小学生欺凌/受欺凌问题的发生率具有一定稳定性。（3）在性

别方面，男生在占欺凌/受欺凌者中均占多数；女生在对待此类问题时的反应相

较于男生更加积极；行为方式上，男生倾向于直接身体欺凌行为，女生则多为间

接言语欺凌行为；（4）在年龄方面，中学生在欺凌/受欺凌的行为表现上均出现

由言语欺凌方式向身体欺凌方式，间接欺凌方式向直接欺凌方式恶化的趋势。（5）

中学生欺凌行为发生的场所主要有教室、操场、厕所、上放学路上等，但其中操

场、厕所、校外的欺凌情况更具潜在的危险性，容易引发暴力行为。（6）中学

生在欺凌/受欺凌行为中所担当的角色与其对欺凌/受欺凌行为的态度有关系。

（7）家长、老师对待欺凌行为的态度等环境因素对欺凌行为的干预有影响。（8）

社会方面的监督与环境营造会对校园欺凌行为造成干预。

关键词：初中生；校园；欺凌；欺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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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bullying behavior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 AMiddle School in Lianyungang City as a Case

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ed by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Zhang Wenxin, Jian Fen

Wu and British Worcester college Kevin Jones the revised olweus bullying

questionnaire school edition. The effects of the Xinpu District, Lianyungang City,

Jiangsu Province, 230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Research content mainly

includes the theory of school bullying behavior definition and actual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method, this age students bullying / bullying behavior of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exploring the reasons for bullying behavior, bullying behavior of the

harm and intervention, conclusion and prospec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 serious

bullying problems existing in (1) in Lianyungang City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nearly 48.63% of surveyed students involved in bullying problems. (2) overall,

Lianyungang City primary school bully / by bullying the incidence has certain

stability. (3) In terms of gender, boys in accounted for bullying / victimization who

account for the majority of; Similar problems girls tend to be more positive coping

style; behavior, male students tend to use the body's direct contact bullying behavior,

girls are more indirect speech bullying behavior; (4) in terms of ag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bully / bullying behavior appeared by verbal bullying way to limb

bullying way indirect bullying way to direct bullying way deterioration trend (5)

middle school bullying occurs place mainly in the classroom, playground, toilets,

on her way home from school, but the playground, toilets, school bullying situation

more potentially dangerous, easily lead to violence. (6)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bully / bullying behavior plays the role and the bully / by bullying attitudes. (7)

parents and teachers' attitudes towards bullying behavior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bullying intervention.

Key Words: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ampus; bullying; bully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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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我国国内中学生欺凌行为有愈演愈烈之势，引起教育、行政机构、

学校教师和心理学工作者的广泛关注。据网络统计，2015 上半年媒体曝光的校

园暴力事件主要有 42起，其中初中生参与的就有 33 起，占总数 69%
[1]
，初中阶

段成为校园暴力事件高发期。初中正是人步入青春期，处于一生中最重要的第二

成长高峰的时期。研究表明，长时间处于欺凌/受欺凌的行为影响下，对于初中

生在这一阶段的身心发展极为不利，严重影响学习生活。Smith等人的研究结果

证明：“经常受欺凌的学生会遭受情绪孤独、抑郁、注意力分散、记忆力下降、

厌学、逃学等痛苦，严重的甚至会导致自杀；对于经常欺凌他人的学生来讲，若

不予及时制止，一些学生会把欺凌行为作为一种达到个人目的的有效行为手段而

长期使用，久而久之，这些学生会形成攻击性人格特点[9]。”可见欺凌行为是中

学生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威胁因素。在我国，有关学校欺凌问题的研究起步较

晚，虽已取得许多令人可喜的研究成果，但相对于国外学者、研究机构以及社会

反馈的研究深度与融合度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存在大量需要学习、改进与深入

研究的地方。比如在我国，校园欺凌行为虽引起了社会上大多数学校、老师与家

长的一定关注，但总体来说仍是所谓的“亡羊补牢”，即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学生

已经被卷入了校园欺凌行为甚至遭到暴力行为创伤之后才能意识到欺凌行为的

严重性。这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从而导致了学生卷入校园欺凌行为后很多时

候不会主动与家长和老师沟通，而后者也很少及时发现或了解到学生所经历的真

实情况，校园欺凌行为问题得以持续恶化，无法得到缓解。

本研究以连云港市新浦区为例，通过对 230 名初中学生的问卷调查，拟对该

市此年龄阶段的学生欺凌/受欺凌现状进行调查分析，了解该地区欺凌行为的基

本特点、普遍性以及发展趋势，进而唤醒校方、家长及社会对该问题的更广泛的

关注，丰富我们对青少年校园欺凌行为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准确的掌握此行为的

发生机制，更有效的对此行为进行预防以及干预，帮助学生在初中阶段身心的健

康发展。

一、研究综述

（一）校园欺凌行为的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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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欺凌行为是指中小学校园中普遍存在于中小学生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攻

击性行为[5]，如殴打、敲诈勒索、散布谣言等。Perry等认为学校中的攻击行为

通常是指一组欺凌实施者对另一特定的或不定同伴经常施加的带有伤害性的行

为[P]。Olweus 也认为欺凌行为是一方针对力量较弱个体而时常实施的蓄意性伤害

行为[Q]。M.Elliott指出这种以身体、口头、情感和威胁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有意伤

害他人的行为，即便是偶发事件，也势必给被欺凌者带来痛苦及伤害
[R]
。目前，

心理学者较普遍采用的是 Peter Smith 根据欺凌行为的三个特点所阐述的定义：

⑴欺凌是一种特殊的攻击性行为且带有有意性，它可以归属于攻击性行为的一个

子集；⑵与普通的攻击行为相比，欺凌行为具有力量的不均衡性，即欺凌者在心

理、力量或人数等方面处于强势，受欺凌着处于弱势且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的抵抗

与反击；⑶欺凌行为具有重复发生性，即欺凌者会长时间的对他人实施欺凌行为，

而受欺凌者也会长时间的受到欺凌
[3][6]

。国内学者陈世平认为欺凌行为本质“是

一种侵犯行为，是发生在个体之间以强凌弱的故意伤害行为[7]。”

在我国，天津师范大学的陈世平教授则将儿童欺凌行为及其特点定义为“欺

凌行为是儿童之间一种以强凌弱的故意伤害行为,是侵犯行为的一种形式
[7]
。”

它的主要特征为“行为双方的力量不对等性、故意性和伤害性，表现形式包括以

踢打为代表的外显的身体暴力方式的欺凌；在学生朋辈交往时以孤立受欺凌个体

为欺凌手段；以利用体态、表情或言语等行为的恐吓为代表的威胁方式的欺凌等
[9]。”

综述所述，本研究认为，校园欺凌行为是一种初中校园中普遍存在的不良行

为，具有重复性、隐蔽性与复杂性，是中学生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威胁因素。

（二）研究现状

西方的对于欺凌，尤其是学生欺凌行为的研究开展较早，已获得的研究成果

种类也较为丰富。一般认为，对该问题的研究始于挪威卑尔根大学的 Dan Olweus

1978年出版《校园中的攻击欺凌者与替罪羊》一书，建设性的提出该行为是：

“受害者被一个或多个个有意地、反复地、持续地施以负面行为，造成受害者心

理的或身体的不适应或伤害，这个受害者就是在受欺凌[2] 。”并在研究基础上编

制出了第一个“校园欺凌行为问卷”[2]。随后欺凌行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如，Arora 和 Thompson 为了鉴别欺凌行为的受害者编制了“学校生活量表”，

Olweus 也在原有基础上年推出了小学版和初中版的的“儿童欺凌问卷”，以及

Smith 的同伴提名问卷等等。虽然每一问卷也都有其自身的不足，有待进一步完

善，但这势必成为推动欺凌行为研究的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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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ry发现欺凌行为中，大多数的受欺凌者是及其被动的“低攻击性受害者”，

小部分是属于激惹他人而被欺凌的“高攻击性的受害者”。Smith 也发现受欺凌

者存在多数的“消极的受害者”和少数的“激惹受害者”[E]。在对欺凌者的研究

中，Olweus 大部分的欺凌者具有主动进行攻击性，一小部分属于不具主动性的、

参与欺凌者[F]。Rihgy 指出前一类是故意的、没有同情心的邪恶者，后一类属于

“追随者”或“消极的欺凌者”[G]，Dake也发现这种现象在学生中普遍存在[A]。

英国伦敦大学的 P.Smith在对本国 7000多名中小学生的欺凌问题调查研究中发

现，约 27%的中小学生卷入了欺凌行为，并认为这种欺凌行为是“系统的、重复

的、故意的权利虐待”[8]。但 Baldry认为仅凭单一的评价方法进行机械区分欺凌

者的身份可能会低估欺凌行为的发生率，必须综合多种评价方法全面欺凌者的身

份才是较为理想的策略[B]。在欺凌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中，有研究者发现男生比

女生表现出更多的躯体攻击行为和言语攻击行为[C][D]。但在跨文化研究，Menesini

发现,英国女生特别是高年级女生,相对于男生对受欺凌者持有更少的同情心，而

意大利的女生则对受欺凌者抱有更多的同情心[I]。研究结果的差异，也提醒研究

者需对欺凌行为进行更谨慎、更系统的考察。

Gladstone 研究中发现童年受欺凌的个体与没受欺凌的个体相比，有更高被

诊断为社交恐惧症抑郁症的机率[J]。也有研究者发现,有童年受欺凌经历的大学

生被测出更高的抑郁和焦虑水平，Olweus 采用追踪研究技术进一步验证了受欺

凌对抑郁的长期作用。已有的研究表明,欺凌行为对被欺凌者日后抑郁的负面作

用不仅是短期的(1-4 年)[M]，而且具有长期性(4 年以上)[N]。并且这种对心理产

生的负向作用还具有一定的累积剂量效应，Sourander 和 Sugdenet等人先后发现，

相对于偶尔受欺凌者，那些遭受频繁欺凌的受害者更被可能确诊出严重情绪障

碍、精神分裂症等问题[O]。

我国心理学研究者开始逐渐关注起儿童欺凌领域的研究始于上世纪末。张文

新率先开始了我国学校欺凌问题及干预的研究，从上世纪 90 年代引进并主持修

订了 Dan Olweus的校园欺凌问卷[29]开始，深入系统的研究了我国校园生活环境

中所出现的欺凌行为，为之后国内校园欺凌行为以及青少年失范行为等多领域的

研究奠定了基础。冯维探讨了陈世平认为欺凌行为具有“行为双方的力量的不对

等性，行为发生的故意性，以及后果的伤害性，表现形式多以踢打为代表的外显

的肢体接触的暴力欺凌为主，在学生朋辈交往时则以孤立受欺凌个体为欺凌手

段，辅以体态、表情或言语等恐吓行为为代表的综合威胁行为[9]。”陈世平通过

对儿童欺凌行为的调查，探讨了欺凌行为发生原因、发展形成的过程，及控制和

消除欺凌行为的途径
[24]
。曹薇等认为校园欺凌行为与父母教养方式有关，影响了

儿童的心理健康，[25]许璐发现暴力视频游戏与初中生网络欺凌行为有显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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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王美芳，发现了欺凌者相较于受欺凌者在校园中是受部分学生接纳和喜爱的，

而男生被欺凌者显著低于男生非欺凌者的欢迎度，而女生中却无差异，这与我国

文化中对男女两性不同的社会角色期望有关
[4]
。刘小群发现初中生欺凌行为与抑

郁、焦虑和社会支持之间有显著关系，[27]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欺凌/受欺凌身份

学生的抑郁和自杀意念水平总体上均显著高于未参与欺凌行为的学生[28]。

近年来，我国校园中欺凌行为的发生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欺凌行为对儿童造

成的负面影响直接关系到儿童的健康成长，影响其社会化进程，而欺凌行为本身

就是社会不安定的一个潜在因素也亟需引起社会关注。从总体上看，现今对于校

园欺凌行为的相关研究在调查过程中真实性与严谨性，社会关注度与公信度，已

有研究成果的社会推广度，对于欺凌行为发生机制的更深层次讨论已取得较丰硕

成果，但也发现研究中的不足，甚至研究成果的不统一，这也说明对欺凌行为的

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和系统化。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以年级为单位，对在连云港市某中学初一、

初二、初三这三个年级中随机抽取的的 233 名学生进行调查。发放问卷 230 份且

全部回收，经过数据处理，剔除无效问卷 13 份，得到有效问卷 220 份，占总问

卷 95.7%，有效被试具体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各年级男女被试分布表

年级\性别 男 生 女 生 合 计

初一（13-14 岁） 52 48 100

初二（14-15 岁） 35 27 62

初三（15-16 岁） 35 23 58

合 计 122 98 220

(二）研究工具

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是 Olweus自陈式欺凌行为问卷，现有英文版中分为

Olweus版和 Smith版两种，而 Smith版则是在 Olweus的原版基础上进行了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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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定。

本研究采用由张文新、武建芬以及英国渥斯特大学 Kevin Jones 共同翻译并

修订的 Smith版儿童欺凌行为问卷作为研究工具。该问卷分为小学版与中学版，

中学版含 20 个项目，均分为 4 个维度。维度 I 关于朋友，含 2个项目，用于调

查被试在校园中的交友情况及孤独感体验；维度 II 关于被欺凌，含 6 个项目，

用于调查被试在校园中是否受欺凌及方式等情况，得分越高，受欺凌程度越高；

维度 III 关于欺凌，含 6 个项目，用于调查被试在校园内是否欺凌他人及方式，

同样得分越高欺凌他人分情况越严重；维度 IV关于对欺凌的态度，含 6个项目，

得分越高表示被试对欺凌行为的反应越积极，越反对欺凌行为，反之则反应越消

极，越支持欺凌行为。4 个分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在 0. 61- 0.82 之间，分半

信度在 0. 62- 0. 80 之间，这说明了评定表在总体上有较好的稳定系和内部一

致性
[29]
。

（三）研究程序

1.采用问卷法，随机从各年级各班抽取被试。施测过程由各年级各班班主任老师

和主试共同进行问卷调查，各年级全采用统一指导语，遵守问卷规定的程序：下

发问卷、宣读指导语以及向被试解释关于欺凌/被欺凌行为的操作定义、全体被

试均以匿名独立形式完成问卷，时限为 30 分钟，整个实测时间为 40 分钟左右。

2.回收并筛选所得问卷，整理所得数据并录入 SPSS19.0 进行处理。

3.分析所得数据，最后参考已有研究对数据进行解释，得出结论。

三、调查结果及分析

（一）欺凌/受欺凌行为的发生情况

问卷中欺凌/受欺凌这两种情况中均设有 5 种实际情况可供被试进行报告，

具体统计情况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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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被试欺凌/受欺凌情况统计表

受 欺 负 欺 负 欺凌&受欺凌

频 率 人数（n） 百分比（%） 人数（n） 百分比（%） 人数（n） 百分比（%）

从来没有 132 60.00% 197 89.54% 214 97.28%

偶尔有过一两次 34 15.45% 10 4.55% 4 1.82%

有过几次 32 14.55% 8 3.64% 1 0.45%

大约一周一次 12 5.45% 3 1.36% 1 0.45%

每周好几次 10 4.55% 2 0.91% 0 0.00%

总 计 220 100% 220 100% 220 100%

经过对数据的整理计算发现，220 被试中有 105 人卷入了欺凌/受欺凌情况，

约占整体 47.72%，其中有 88人报告受到欺凌，占 40%；有 23 人报告欺凌有欺凌

同学的行为，占 11.26%。对卷入欺凌/受欺凌者进行 2×2 独立性2
检验得

2=6.508，df=1，p<0.05，即初中学生卷入受欺凌比例高于卷入欺凌比例。

（二）欺凌/受欺凌的年龄因素与性别因素

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18]，学生卷入校园欺凌问题的概率与其年龄和性

别因素有关，各年级被试的具体分布见表 3、4。

表 3 各年级被试受欺凌情况统计表

不卷入 受欺凌

n % n %

初一（n=100） 67 67.00% 33 33.00%

初二（n=62） 32 51.62% 30 48.38%

初三（n=58） 33 56.89% 25 43.11%

总体（N=220） 132 60.00% 88 40.00%

表 4 各年级被试欺凌情况统计表

不卷入 欺 负

n % n %

初一（n=100） 87 87.00% 13 13.00%

初二（n=62） 56 91.32% 6 9.68%

初三（n=58） 54 87.72% 4 12.28%

总体（N=220） 197 98.18% 23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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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初中学生是否欺凌/受欺凌与年龄因素这两个变量进行 2×3 列联表2检

验，结果得出2 = 4.092，df=2,p<0.05,即初中各年级之间受欺凌者的比例存在

显著差异，这说明随着初中生年龄的增长，校园受欺凌的比例在下降；而欺凌者

在各年级所占的比例则没有显著性差异，得2=1.516，df=2，p>0.05。

不同性别被试的具体分布见表 5、6

表 5 不同性别被试受欺凌情况统计表

不卷入 受欺凌

n % n %

男（n=122） 69 56.55% 53 44.45%

女 (n=98) 63 64.29% 35 35.71%

总体（N=220） 132 60.00% 88 40.00%

表 6 不同性别被试欺凌情况统计表

不卷入 欺 负

n % n %

男（n=122） 102 83.60% 20 16.40%

女 (n=98) 95 96.94% 3 3.06%

总体（N=220） 197 89.55% 23 10.45%

对中学生是否受欺凌/欺凌与性别因素这两个变量进行 2×2 的独立性2检

验，结果得出2=1.352，df=1，p>0.05，可以发现初中男女不同性别之间的受欺

凌者的比例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不同性别之间的欺凌者的比例则存在显著性差

异，得2=10.319，df=1，p<0.05,，这说明在初中校园内，相较于女生，男生更

容易成为攻击他人的欺凌者。

（三)校园欺凌/受欺凌的行为类型分布以及与性别因素的关系

问卷中针对所测的欺凌/受欺凌行为给出了 6 种类型，包括：辱骂，身体攻

击，恐吓威胁，强索或毁坏财物以及造谣诽谤、制造孤立，又在题目最后给出了

空白给予被试报告所经历过的其他特殊欺凌/受欺凌方式，以防被试找不到合适

的选项而弃选。本研究又将这 6 种欺凌方式分为三种类型：直接言语欺凌，直接

身体欺凌以及间接欺凌。直接言语欺凌包含辱骂和恐吓威胁，直接身体欺凌包含

身体攻击和强索或毁坏财物，间接欺凌包含背地里的造谣诽谤及制造孤立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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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的欺凌行为分布见表 7、表 8。

表 7 欺凌/受欺凌类型分布图

欺 负

n %

受 欺 负

n %

直接身体欺凌 7 36.47% 30 30.43%

直接言语欺凌 12 49.41% 42 52.17%

间接欺凌 4 14.12% 16 17.39%

总计 23 100% 88 100%

整理数据所得，在总共 88 名受欺凌的被试中，受到直接言语欺凌的有 42

名，直接身体欺凌的有 30 名，间接欺凌的有 16名；而在总共 23名有欺凌行为

的被试中，利用直接言语欺凌的有 12名，直接身体欺凌的有 7名，间接欺凌的

有 4 名。结合观察表 7可发现，初中生群体卷入的欺凌行为大多属于直接言语欺

凌，而在这三种欺凌行为类型中：直接言语欺凌类型占第一位，直接身体欺凌占

第二位，间接欺凌占第三位。

而在初中阶段的男性被试中，受到直接言语欺凌的有 20 人，受直接身体欺

凌的有 27 人，受间接欺凌的有 6 人；利用直接言语欺凌他人的有 10人，直接身

体欺凌的有 7 人，间接欺凌的有 3 人。在女性被试中，受到直接言语欺凌的有

22人，直接身体欺凌的有 3人，间接欺凌的有 10 人；利用直接言语欺凌他人的

有 2 人，直接身体欺凌的有 0 人，间接欺凌的有 1 人。

表 8 初中阶段男女生欺凌/受欺凌行为类型表

受 欺 负

直接言语欺凌 直接身体欺凌 间接欺凌

欺 负

直接言语欺凌 直接身体欺凌 间接欺凌

男生 20 27 6 10 7 3

女生 22 3 10 2 0 1

总计 44 30 16 12 7 4

对学生是否受某类型的欺凌与男性/女性学生各自进行 2×2 独立性2检验

得出2
=17.34，df=1，p<0.05，由此发现男生受直接身体欺凌的比例显著地高于

女生；2=19.48，df=1，p<0.005，由此发现女生受间接欺凌的比例极显著高与

男生；2=1.87，df=1，p>0.05，由此发现男女生在受直接言语欺凌方面不存在

显著的性别差异。

对学生利用某类型欺凌行为与学生性别之间的关系同样各自进行2×2独立

性 x2检验得出 x2=1.693，df=1，p>0.05；2=1.236，df=1，p>0.05，由此发现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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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在利用直接言语欺凌以及间接欺凌行为方面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而

2=1.284，df=1，p>0.05，由此发现男女生在利用身体欺凌行为方面存在显著差

异的性别差异，即男生相较于女生更倾向于实用身体欺凌行为。

(四）欺凌发生的场所

问卷中在欺凌/受欺凌的发生场所方面给予被试 6 个选项，分别是操场、厕

所、教室、上学或放学回家的路上以及其他地方，具体地点分布见表 9。

表 9 欺凌/受欺凌地点分布

欺 负

n %

受 欺 负

n %

操 场 8 34.78% 22 25.00%

教 室 7 30.43% 25 28.41%

厕 所

上/放学路上

其他场所

4 17.39%

2 8.70%

2 8.70%

18 21.59%

12 14.77%

11 10.23%

总计 23 100% 88 100%

由上表可知，初中生的欺凌/受欺凌行为多发生在教室与操场这两类场所，

其次为厕所、上学或放学回家的路上以及其他地方。然而其中在上/放学路上和

其他地方这两类校园之外的场所也是初中生欺凌/受欺凌行为的高发区，应当引

起学校、老师以及家长的重视。

（五）初中生面对他人受到欺凌时的态度

不同的人在面对他人受到欺凌时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倾向，这表明了其对欺凌

/受欺凌行为的不同态度。问卷要求被试回答在面对其他同学受到欺凌的情况时

选择何种方式对待，共设有 5种情况：“看热闹”、“走开”、“只管做自己的

事”、“也跟着欺凌这个同学”这三个选项代表了对待欺凌行为的消极态度，而

“报告老师”及“帮助被欺凌的同学”为积极态度。具体情况见表 10、11、12。

表 10 男女生对待欺凌行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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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极

n %

积 极

n %

总 计

n

男 生 21 17.21% 101 83.79% 122

女 生 17 17.34% 81 83.66% 98

总 计 38 17.27% 182 83.73% 220

对性别和态度之间的关系进行 2×2独立性2
检验，得2

=0.01，df=1，p>0.05，

说明男女生在对待欺凌行为的态度上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

表 11 不同年龄学生对待欺凌行为的态度

消 极

n %

积 极

n %

总 计

n

初一 12 12.00% 88 88.00% 100

初二 5 8.06% 57 91.84% 62

初三 20 34.48% 38 65.52% 58

总 计 37 16.82% 183 83.18% 220

对学生的年龄因素与对待欺凌的态度进行 2×3 独立性 2
检验，得

2=17.992，df=2，p<0.05,说明不同年龄阶段的初中学生对欺凌行为的态度存在

显著差异，结合表 7可以发现初二学生对待欺凌行为的态度最积极，占 91.84%；

其次是初一，占 88.00%；最不乐观的是初三，占 65.52%。

表 12 不同角色学生对待欺凌的态度

消 极

n %

积 极

n %

总 计

n

不卷入 8 6.96% 107 93.04% 115

受欺凌 9 10.47% 77 89.53% 86

欺 负 7 53.85% 6 46.15% 13

欺凌&受欺凌 5 83.33% 1 16.67% 6

总 计 29 13.18% 191 86.82% 220

对处于欺凌/受欺凌行为中的角色因素与态度的关系进行 2×4 独立性2
检

验，得2=49.034，df=3，p<0.005，说明差异显著，结合表 8可以发现，不曾卷

入欺凌/受欺凌的初中学生对待此问题态度最积极，占 93.04%；其次是受到欺凌

的学生，占 89.53%；不太乐观的是欺凌者与欺凌&受欺凌双重角色的学生，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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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5%和 16.67%。

（六）受欺凌后的报告情况

问卷中从三个维度对初中生遭遇欺凌问题后的行为反应进行测量。所含的问

题包括：“你是否把欺凌的事告诉过老师”，“你是否欺凌的事告诉过父母？”，

“你是否同朋友交流过欺凌的事”，每个问题都包含 4种频率选择：没有被欺凌

过，有时告诉，经常告诉，从未告诉。选择过告诉的被认定为积极选择，从未告

诉的为消极选择。具体情况见表 13

表 13 中学生受欺凌后的报告情况

积 极

n %

消 极

n %

总 计

n

告诉家长 15 17.05% 73 83.95% 88

告诉老师 38 43.18% 50 56.82% 88

告诉朋友/同学 27 30.68% 61 69.32% 88

总 体 80 30.03% 184 69.97% 264

在 88 名报告受到过欺凌的学生中，有 31.82%的学生会在受到欺凌后选择告

诉老师；其次是告诉同学/朋友，占 23.72%；最后是告诉家长，占 17.05%。从本

研究的调查结果来看，在遭遇到欺凌过后，相较于家长，初中学生更愿意与老师

和同学朋友交流情况。

四、讨论分析

（一）对欺凌/受欺凌行为总体情况的讨论分析

从研究所得数据分析来看，接受调查的 233 名初中学生中，除去无效的 13

份数据，有近 47.72%卷入欺凌问题，其中受过欺凌的占 40%，有欺凌行为的占

10.45%，同时存在欺凌/受欺凌的占 2.72%，受欺凌的学生比例大于实施欺凌的

学生。这说明连云港市的初中学生群体中存在较普遍的校园欺凌行为，而且现在

的初中生大多都是独生子女，在家中被家长所宠溺，初到一个新的环境很容易出

现受到一点不如意就认为“受欺凌”或者实际上已经造成了欺凌他人的行为却不

自知的情况出现，因为一点小事就产生冲突等，从而导致了初中校园欺凌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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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性与复杂性，值得该市初中院校、学生家长群体以及社会的深入关注与认真

对待。

（二）欺凌行为的性别差异讨论分析

从统计结果来看，初中男女学生在欺凌/受欺凌的普遍性方面、欺凌行为表

现方面以及对该问题的态度方面均存在差异，初步证明了相关研究的结论[11，13]。

具体情况与分析如下：

1.总体来看，男生在卷入欺凌/受欺凌问题的比例均高于女生，占总体的

33.18%，女生则仅占 17.27%。这说明了初中阶段男生更容易卷入校园欺凌问题，

学校、老师及家长在预防或处理校园欺凌问题时应该考虑到性别因素的差异，要

将初中阶段的男生作为关注的重点。

2.从欺凌情况来看，女生占 35.71%，男生占 44.45%，两者之间并没有显著

差异。而从欺凌情况来看，女生占 3.06%，男生占 15.40%，差异显著，这说明了

初中阶段男生校园欺凌问题中更容易成为欺凌者。

3.从欺凌的方式来看，男生更倾向于利用直接身体欺凌，女生则倾向于利用

直接言语欺凌和间接欺凌。本研究认为这与处于青春发育期的男女学生身心发展

差异，同伴交往的差异以及我国社会环境下存在已久的男女性在社会角色差异而

导致的不同行为倾向性有关：一方面，男生比女生更强壮，尤其经历了青春期身

体二次发育以后两性体格与力量上的差异更为明显，因而男生会更多地采用身体

欺凌的方式，而女生则多选择利用言语欺凌；另一方面，男女生的同伴交往方式

与态度是不同的。引用 Rivers和 Smith 在《Aggressive Behavior》一书中所提到

的观点：“女生的社交网络窄小且亲密，而男生喜欢较为广阔松散的群体交往，

因此群体排斥等间接欺凌对女生更为有效[T]。”与国内相关研究[11]的结论是一致

的。

4.从对欺凌问题的态度上来看，男女生在态度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虽然结

果与相关研究不一致[11][13]，但从干预欺凌行为的方法来看，男生倾向“帮助被欺

凌的同学”的比例更高，女生则倾向于选择“报告老师”，而总体上初中女生对

欺凌行为持否定态度,具有更强烈的干预倾向。这很可能是因为男生在该年龄阶

段处于身心迅速成长的状态，更易运用直接的力量手段去干预欺凌行为；而女生

则相较于男生来说对更具有同情心，更容易产生“换位”移情的情况，但出于个

人强壮程度不足等性别因素而选择间接干预的方式。这与相关研究的结果是吻合

的[13]。



初中生校园欺凌行为的调查研究———以连云港市某中学为例

17

（三）欺凌行为的年龄差异

1.从欺凌情况来看，欺凌行为的发生率有随着初中学生年龄的增长而升高

的趋势出现，这可能是由于学校、老师以及家长长期对校园欺凌问题的不重视造

成的，他们可能认为初中生在学校的欺凌/受欺凌行为只是“孩子之间的打闹”，

不能给予足够重视和及时干预，从而导致了该问题长期失控、恶化的状态。

2.从欺凌的态度来看，初二年级的学生对于欺凌行为的态度最积极，初一

年级第二，学生初三年级的学生对于欺凌行为的态度最消极，可能是因为初一年

级的学生刚刚入学，对新的校园环境还不熟悉，彼此之间缺乏交流与沟通，在面

对欺凌行为时大多选择忍气吞声，袖手旁观等消极反应；而对于初三学生来说，

随着在学校的学习生活时间增多，同学之间越来越熟悉，对欺凌行为变得司空见

惯，在学业上又面临这升学的压力，通常会觉得事不关己，选择对身边的欺凌行

为冷眼而视。

（四）欺凌行为的场所

数据表明，初中学生欺凌/受欺凌行为的高发生区域在学校的操场与教室，

这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所得结论相符的[15][16]。在我国初中学生的上课时间较长，

学习压力较大，自由活动的空间受限，这导致了学生在课间休息时段更容易因不

良情绪而产生言语和身体上的冲突，而教室和操场都是学生集中活动的场所，因

而成为了校园欺凌行为集中发生的区域。但欺凌行为的其他发生地也不能被忽

视，相较于教室、操场这类开放的公共场所，学校厕所、楼梯间等以及校外等隐

蔽性很强的场所虽然发生欺凌的比例较小，却更容易发生一些勒索、暴力侵犯等

严重的恶性欺凌行为且不易被人及时发现，十分具有危险性，值得校方、老师以

及家长的高度重视。

(五）对欺凌行为的报告情况

究其缘由，本研究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初中时期正是学生逐渐步入心理与生理

急剧变化的青春期的时候，对家长所产生的叛逆心理影响了对受欺凌后的行为反

应，转而对身边的朋友角色的同学和保护者角色的老师会有更多交流。但从总体

上看，积极行为的学生仅占 30.03%，这说明无论是学校还是单独的家庭，对校

园欺凌问题的干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需要在学生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循序渐进的

加以引导，逐步改善这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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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欺凌行为的干预/应对措施

校园欺凌行为虽然在学生之间具有普遍性，但其隐蔽性也容易造成学校，教

师和家长的忽视。正如前文所说，初中阶段是人身心急速变化成长的重要时期，

心智尚不成熟，很容易受到外部刺激而对未来个性塑造、价值观等重要个人发展

造成不可逆的严重后果，而校园欺凌行为正是严重阻碍初中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

主要不良因素，要采取准确而强硬的措施对该问题进行干预。

本研究结合上文的讨论分析，为了缓解校园欺凌现象中的被卷入学生报告率

低以及欺凌行为发生的场所越来越隐蔽这两个主要问题，从学校、教师、家庭与

社会四个方面出发，参考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研究在干预方面的研究成果[14][19][20]，

得出以下观点：

1.应对学生欺凌行为报告率低的措施

学校方面，应当对校园中学生间的欺凌问题高度关注，制定严格的校园行为

规范，对校园欺凌问题进行严格的监控，推行“学生自治”，让学生自己监督身

边不和谐的校园欺凌行为，鼓励学生积极举报，及时制止，保护与开导被欺凌学

生，严肃教育，积极引导具有欺凌行为的学生；开展各种有关杜绝校园欺凌行为

的宣传和教育文化活动，在全校师生中普及校园欺凌行为的预防和干预知识，从

而缓解校园欺凌行为的严重程度；加强学校的学生心理辅导工作，建立健全心理

辅导设施，争取为卷入欺凌行为的学生提供更加专业有效的心理辅导与治疗，在

校园营造和谐有序的学习生活环境。

教师方面，应当更积极的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多与学生进行交流沟通，实

时掌握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和人际关系情况，鼓励学生积极反馈身边发生欺凌情

况，给予被欺凌学生足够的支持与保护，及时开导，帮助其重塑自信，尽可能减

少欺凌行为对他们身心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健康愉悦的学习与生活；严肃教育有

欺凌他人行为的学生，让他人正确认识到欺凌行为对他人和其自身的不良影响，

引导其重新融入健康和谐学习生活当中去。注重班风建设，及时发现并有效处理

好学生的欺凌问题，做到有理有据，公平温和。多与学生家长沟通交流，密切关

注卷入欺凌问题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与家长通力合作，确保学生有序健康的学

习与生活。

家庭方面，家是学生除校园以外的主要生活环境，父母作为孩子相处时间最

久和亲密度最高的重要他人[21]，应该与级任老师保持一定的沟通与交流，建立学

生在学校和在家中的情报网，密切关注孩子的学习与生活，定时与孩子交流学校

身边发生的事，鼓励孩子在卷入欺凌行为后能诚实的、及时的与家长们沟通，做

到准确的察觉与积极干预；而后也应做到以身作则，要力求正确合理的分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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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回家后所报告的在学校的各种情况和问题，杜绝一味宠溺、偏袒孩子的行为，

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社会方面，应当对校园欺凌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度，运用社交媒体等手段进

行应有的社会监督，让卷入欺凌行为的孩子们不会因社会的漠视和舆论的压力不

敢发声，独自承受，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经历，自愿寻求外界的帮助。

2.应对欺凌行为发生的场所趋于隐蔽的措施

学校方面，应当加强对校园安全工作的重视程度，完善校园内隐蔽场所的监

控等安全工程，在校门口以及学校附近设立安全港，保护学生安全无忧的到校学

习与生活。

教师方面，级任老师在积极与学生交流时应注意着重了解校园内欺凌行为常

发生的地点，在班级中出现或可能出现欺凌问题时应当在课间等学生休息的时段

对这些欺凌行为集中发生的场所进行定期的巡逻查看，以便于及时发现并制止校

园暴力欺凌行为。

家庭方面，父母与孩子在交流沟通时应当着重了解上放学时的情况，在发觉

孩子有卷入欺凌行为的情况时最好做到能接送孩子上放学，在解决孩子欺凌问题

的过程中首先做好学生在上放学路上的安全工作，不能亡羊补牢。

社会方面，应当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建立健全娱乐场所及信息传播的分级制

度，尽可能阻隔过于成人化的或具有暴力性等会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不良信

息和不良人员与学生的接触，有关部门应完善对学校及周边等学生集中场所的安

全建设，为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身心成长与发展建立一个友好的社会大环境。

（七）对研究中的误差以及不足之处的讨论

1.在回收数据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本研究所得数据的准确性，结合初中学

生在进行自我报告时的态度、对问卷内容的理解程度以及对校园欺凌问题界定等

方面的差异，该市初中学生群体中欺凌问题的高发生率与真实情况依然具有一定

的误差。

2.在被试方面，由于条件限制无法对每个被试采取单人施测，初中学生可能

受本身已有的道德评价与共同施测群体的态度影响，对这种为社会所抵制的消极

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作出不符合实际的自我报告，导致欺凌他人的次数低于实际发

生率。

3.在施测过程方面，一部分初中被试并不是十分配合，在所收回的问卷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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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受到过欺凌”,“是否欺凌过他人”以及“对待欺凌的态度”等问题上有

些被试所报告的答案出现了反复修改，前后矛盾以及只选自己所认为的最佳答案

等情况出现，对问卷的效度造成了不良影响。

以上这些不足都是在本研究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其他研究者也曾多次指出

过些问题。这说明了问卷法虽是一种切实有效的样本调查方法，但在反映被调查

问题的真实情况与结合实际运用解决问题等方面依然存在许多漏洞与不足，其他

研究者也曾多次指出过以上问题，值得在今后该领域的研究中慎重对待，努力改

进，更加丰富和完善研究成果。

五、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经调查发现近 47.72%的被调查小学生卷入校园欺凌/受欺凌问题，这说明

连云港市初中学生的校园欺凌行为具有普遍性和严重性。

（2）总体上，连云港市中学生在欺凌/受欺凌问题在发生率具有一定稳定性。

（3）性别因素与校园欺凌问题存在一定的关系，男生在占欺凌/受欺凌问题上表

现较消极，人数均占多数，容易成为受欺凌者也容易成为欺凌着；而女生在此问

题上表现较为积极，相对于欺凌者来说更易成为受欺凌者。

（4）初中生在欺凌行为的表现类型上具有性别差异：女生更倾向于直接言语欺

凌，间接欺凌占第二位，直接身体欺凌的发生率较低；而男生则更倾向于直接身

体欺凌，利用直接言语欺凌和间接欺凌的概率较低；

（5）校园欺凌行为的高发生场所为教室和操场，但不能忽视包括校外等其他场

所的欺凌情况。

（6）初中生对待欺凌问题的态度与其在欺凌/受欺凌问题中的身份有显著性相

关：未卷入欺凌状况者对待欺凌的态度最积极，受欺凌又欺凌他人者对待欺凌问

题的态度最消极，而单纯的受欺者与欺凌者的态度相比较积极。这说明了卷入欺

凌行为会使初中学生很难甚至无法认识到自己的失范行为，从而干扰初中学生建

立正确合理的价值观。

（7）初中生在欺凌行为的报告问题上不令人乐观，约有 60%的受欺凌学生选择

沉默，不予报告。这与学校、家庭及社会对于该问题的关注程度低以及欺凌行为

自身特点有关。

（8）教师与家长之间的合作干预有助于缓解校园欺凌问题，将有效减少欺凌行

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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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社会关注度的提高，监督手段的丰富和力度的加强都是对校园欺凌问题的

有益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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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调 查 问 卷 （中学版）

同学们好!

为了了解你在学校学习、生活情况，解除你的烦恼，快乐健康的成长，请配合我们如实回答

下面问题。

说明:本调查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学生的在校状况。调查结果仅为研究所用，而不作为你的行

为评定的依据。请你回答下列问题时不要有所顾及，你的回答将受到严格保密。请你务必如

实回答下列问题。谢谢你的合作!

年级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性别_________年龄_________户口所在地(选择)：市区\乡镇

1.你在班里有没有要好的朋友?( )

(1)没有 (2)有一个 (3)有两、三个 (4)有许多

2.你是否有这种经历 :课间休息时别的同学都不想与你在一起玩，而使你独自一人?

( )

(1)没有过 (2)有过一、两次 (3)时有发生 (4)大约每周一次 (5)每周数次。

以下是关于同学被欺凌的问题。这里说的同学被欺凌是指一个同学或一群同学对另外一个同

学实施身体的或心理上的攻击或侵害。即:一个学生受到另外一个或几个学生如下对待时，

这个学生就是在受欺凌:说难听的话、取笑或叫取难听的外号;将他(她)排斥在朋友之外、故

意不理他(她);打、踢、推、撞或威胁;散布谣言、散布恶意小纸条以使别的学生不喜欢他(她);

或故意损害这个同学的物品;做其它诸如此类的伤害性事情。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这个同学

很难进行自卫或反击。

但是，同学之间相互开玩笑不叫欺凌，而两个力量均等的同学之间打架或争吵不叫欺凌。

3.本学期你在学校里被其他同学欺凌过吗? ( )

(1)从来没有 (2)偶尔有过一两次 (3)有过几次

(4)大约一周一次 (5)每周好几次

4.别的同学是怎样欺凌你的?(可多选) ( )

(l)本学期我没有受到过欺凌 (2)辱骂我 (3)踢、推或打 (4)恫吓、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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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强迫向我要钱、或者拿走或者损坏我的东西

(6)不让我参加任何活动和游戏

(7)对我进行造谣诽谤，使其他同学不跟我玩

(8)其他方式，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你是在哪里被欺凌的?(可多选) ( )

(l)我没有被欺凌过 (2)在操场 (3)在教室 (4)在厕所

(5)在放学回家和上学的路上 (6)在其他地方

6.欺凌你的同学是哪个班的?(可多选) ( )

(1)我没有被欺凌过 (2)同班的 (3)同年级别班的

(4)高年级的 (5)低年级的

7.你是被一个同学欺凌还是被几个同学欺凌? ( )

(l)我没有被同学欺凌过 (2)一个男同学 (3)几个男同学

(4)被一个女同学 (5)被几个女同学 (6)男、女同学都有

8.你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被别的同学欺凌过吗? ( )

(l)我没有被欺凌过 (2)仅一、两次 (3)有过几次 (4)约每周一次 (5)每周数次

9.当你看到一个与你同龄的同学在学校里受到欺凌时，你通常怎么做?

(1)看热闹 (2)走开 (3)只管做自己的事 (4)帮助被欺凌的同学

(5)报告老师 (6)也跟着欺凌这个同学

10.当一个同学在学校受到欺凌时，其他同学是否加以制止? ( )

(1)从来不制止 (2)偶而制止 (3)时常制止 (4)经常制止

11.你是否把欺凌的事告诉过老师? ( )

(l)我没有被欺凌过 (2)有时告诉老师 (3)经常告诉老师 (4)从未告诉老师

12.你是否把欺凌的事告诉过父母? ( )

(1)我没有被欺凌过 (2)有时告诉父母 (3)经常告诉父母 (4)从未告诉父母

13.你是否把欺凌的事告诉过朋友? ( )

(l)我没有被欺凌过 (2)有时告诉朋友 (3)经常告诉朋友 (4)从未告诉朋友

14.你会参、与欺凌一个你不喜欢的同学吗? ( )

(1)会 (2)也许会 (3)不知道 (4)我想不会 (5)绝对不会

15.本学期你是否欺凌过或参与欺凌过别的同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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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从来没有 (2)偶尔有过一、两次 (3)有过几次

(4)大约一周一次 (5)每周好几次

16.当你欺凌别的同学时，你通常是独自一人还是与其他(她)同学一起? ( )

(l)我没有欺凌过别的同学 (2)独自一人

(3)与另一个同学一起 (4)与几个同学一起

17.你通常是怎样欺凌别的同学的? ( )

(1)我没有欺凌过别的同学 (2)辱骂 (3)踢、推或打 (4)恫吓、威胁

(5)抢夺或拿走或者损坏同学的东西 (6)不让同学参加任何活动和游戏

(7)说同学的坏话，对同学进行造谣诽谤，使其他同学都讨厌他

(8)其他方式，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老师有没有因为你欺凌别的同学而批评过你? ( )

(l)我没有欺凌过别的同学 (2)欺凌过，但没有挨老师批评 (3)挨过批评

19.家长有没有因为你欺凌过别的同学而批评你? ( )

(l)我没有欺凌过别的同学 (2)欺凌过，但没有挨过家长批评 (3)挨过批评

20.你是否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欺凌过别的同学? ( )

(1)我没有欺凌过别的同学 (2)仅一、两次 (3)有过几次

(4)大约一周一次 (5)每周好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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