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17, 7(3), 225-229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17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17.73029    

文章引用: 张东(2017). 网络欺负研究进展. 心理学进展, 7(3), 225-229.  
https://doi.org/10.12677/ap.2017.73029 

 
 

Research on Cyberbullying 

Dong Zhang  

Faculty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Feb. 26th, 2017; accepted: Mar. 14th, 2017; published: Mar. 20th, 2017 

 
 

 
Abstract 
The rapid spread of the Internet has led to cyberbullying as a new psychosocial problem. Cyber-
bullying refers to individuals or groups cause repeated damage to individuals who are difficult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a hostile attack in an electronic contex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
views the research of cyberbullying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definition, prevalence, characteristics,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raditional bullying, the harm, the related research and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in recent years. The future research and content 
of cyberbullying are foreca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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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导致网络欺负成为一个新的心理社会问题。网络欺负是指个体或群体使用电子信息交

流方式，多次重复性地伤害难以自我保护的个体的一种敌意性的攻击行为。本文通过梳理近年来国内外

文献，从网络欺负的定义、普遍性、特征、与传统欺负的关系、危害、相关研究、定性研究等方面对网

络欺负研究进行系统性回顾，并对未来网络欺负的研究内容和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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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发布的《第 3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7.10 亿，半年增长率为 3.1%，互联网普及率为 51.7%，较 2015 年底提

升了 1.3 个百分点。中国网民年龄结构的调查表明，10~19 岁群体占比 20.1%，同时与 2015 年底相比，

10 岁以下儿童群体占比有所增长，并且互联网有继续向该年龄段渗透的趋势。手机即时通讯和网络即时

通讯网民使用率分别为 91.9%和 90.4%，是互联网最常用的应用。互联网的高速普及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加方便便捷，但不可否认这也产生了很多新的心里社会问题，如中小学生中的网

络欺负问题。网络欺负会给参与者和旁观者带来较大的负面心理影响，如抑郁、焦虑甚至导致自杀行为

的发生。 
一项英国的关于网络欺负的统计报告显示(Child Line, 2014)，有 69%的年龄在 13~22 岁之间的年轻人

经历过网络欺负。而针对 13~17 岁青少年的调查结果表明，有超过一半的 Facebook 使用者在过去的一年

内经历过至少一种形式的Facebook欺负(Kwan & Skoric, 2013)。国内研究者陈启玉等(2016)对1103名7~11
年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 82.77%的青少年报告在过去的 1 年里曾经遇到过 1 次以上的网络欺负，

57.21%的人报告曾经对他人实施过 1 次以上的某种形式的网络欺负；另有 40.16%的人表示身边有同学或

朋友在 SNS (Social Network Sites，社交网络)使用中遭遇过网络欺负，49.86%的人表示曾经在 SNS 上看

到过有人遭遇网络欺负。由此可见，网络欺负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2. 网络欺负的定义 

网络欺负问题的研究近些年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但是关于网络欺负的定义仍大多是以传统欺负

的定义为基础进行界定的，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界定方式。一般认为，网络欺负是指个体或群体使用电

子信息交流方式，多次重复性地伤害难以自我保护的个体的一种敌意性的攻击行为(Smith et al., 2008)。
也有人认为网络欺负的定义是在电子情景下(如电子邮件、博客和短消息等)故意和重复地伤害他人，以至

于受害者难以自我防卫(Kowalski, Limber, & Agatston, 2012)。有研究者综合关于网络欺负的多个定义，将

其总结为：不明团体或个体通过电子手段(例如短信、图片/视频片段、电话、电子邮件、聊天室、即时消

息和网站等)针对难以自我保护的受害者的一种故意的、重复性的以及永久性的行为模式。而近年的研究

发现，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网络欺负定义，很多研究结果出现较大的差异，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网络欺

负一致的、概念性的和可操作性的定义。 

3. 网络欺负与传统欺负：交叉重叠的复杂关系 

Antoniadou 等(2016)通过分析 2007-2014 年发表的相关文献，提出网络欺负和传统欺负之间的关系一

般有三种：(1) 它们构成了相同的现象，但识别的方式不同；(2) 它们只在一些特殊方面和在某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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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3) 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现象。关于两者关系的争论具有其必要性，因为如果确认了两者构成了相同

的现象，那么可以使用相似的预防和干预措施，反之，假设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那么应该更多关注

有效的实践效果中鉴别识别应得到更多的研究(Antoniadou & Kokkinos, 2016)。国内研究中，李俊一(2015)
采用元分析技术的结果，他认为传统欺负与网络欺负是两种实质不同的欺负形式。网络欺负和传统欺负

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争论的焦点。 
关于网络欺负和传统欺负之间是否存在重叠，研究结果还是存在着较大分歧。网络欺负和传统欺负

在某些特征上存在相同的地方，如重复性、力量不平衡、主观故意伤害性。但相较于传统欺负，网络欺

负又因为其发生方式的独特性，因此又具有其自身的特征，如主客体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非及时反馈

性、匿名性、超时空性和强扩散性等特征。有研究者发现当考虑到参与形式的时候，传统欺负和网络欺

负极少有重叠，大部分参与了网络欺负的学生并未同时参与传统欺负。而 Baldry 等人(2016)研究了传统

校园欺负和网络校园欺负是否在参与者角色上存在重叠，结果发现两者存在明显的重叠，有 12.1%学生

既在学校欺负别人，同时也在网络上欺负他人。同样地受欺负者也存在着 7.4%的重叠。结果表明传统校

园欺负与网络校园欺负存在着重叠。不同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和关注的点存在着差异，因此研究结果也

就有所不同。 
网络欺负和传统欺负的参与者角色不同。有研究者让被试完成一份自我报告式问卷，测量其网络去

抑制、人格特质、社交能力和关系以及网络使用情况。结果表明虽然一些学生以相同角色参与到传统欺

负和网络欺负中并且具有共同的特点，但他们大部分以相反的角色参与到一种或两种欺负中。另一研究

发现，两者预测因素不同。依据预测因素，网络欺负的预测因素是男性、网络去抑制、网络活跃度和精

神特质，而传统欺负的预测因素是男性、网络去抑制和刺激寻求。网络受欺负可被网络去抑制、断言和

很少的同伴关系预测。而传统受欺负被网络技术和冲动不负责任特质所预测。 

4. 网络欺负的危害 

虽然有研究显示网络欺负的危害相较于传统欺负更小，有研究显示心理社会问题(心理痛苦，社会解

体，一般的攻击性)会根据欺负的形式而改变。相较于网络欺负的受害者，传统欺负的受害者有更大的内

在问题，传统欺负者比网络欺负者有更大的攻击性(Kubiszewski, Fontaine, Potard et al., 2015)。Amanda 等

人做了一项网络欺负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纵向研究，发现在随访中网络受欺负者报告抑郁症状和社会焦

虑症状的比例分别是未卷入网络欺负的被试的 2 倍和 1.68 倍(Fahy, 2016)。网络欺负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

响具有持久性和较难消除的特点，这是由网络欺负的特点所导致的。由于网络技术存在局限性，很难完

全将网络欺负的内容进行清除，这就有可能给网络受欺负者造成持久性和重复性的心理伤害。网络受欺

负对于抑郁水平既存在直接影响，同时网络受欺负又通过影响反刍思维间接影响抑郁水平(钟云辉，赖水

秀和唐宏，2015)。 

5. 网络欺负的影响因素 

网络欺负与其他因素之间的相关研究一直是网络欺负研究的重点。Zych 等(2015)研究了移情如何通

过性别年龄和民族影响传统欺负和网络欺负。结果发现认知的和情感的移情都与校园欺负和网络校园欺

负无关。Sari 等(2016)的研究检验了暴力倾向和网络欺负施暴和网络欺负受害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三者

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同时通过简单回归分析确定了暴力倾向可以较好预测网络欺负施暴和网络欺负受害。

还有研究显示，有反社会和危险行为内容的媒体对感到愤怒或挫败的青少年吸引力增加，由于暴露于反

社会媒体内容会激发网络欺负行为，这加强了愤怒对网络欺负行为的影响(Olson, Kutner, & Warner, 2008; 
Plaisier & Konijn, 2013)。还有关注道德脱离、父母教养方式等与网络欺负影响因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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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调查了父母/监护人和教职工关于在小学年龄段的学生中出现的网络欺负的意识和认知。研究

者使用焦点小组法探索了网络欺负的出现、网络欺负和网络受欺负的特点、网络欺负的影响和成人监督

的作用。关于网络欺负的发生，主题包括儿童能力(读写能力和电脑技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使用途径(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以及外部因素如同伴压力。当问及儿童卷入网络欺负的特点时，

主题包括卷入网络欺负和传统欺负之间的关系、性别的作用和网络欺负的不同动机，没有小组感觉网络

欺负比传统欺负令受害者产生较少苦恼，并且提出围绕涉及网络欺负的性质和关于受害者的特点的讨论

的网络欺负的主题。当谈及成人干预的作用，被试提到规则/限制的使用和感觉到在 ICT 技术上存在的代

沟。被试赞成在家监督互联网和手机的使用应该会是有益的，但与在学校使用监管较少一致(Monks, 2016)。
国内还尚未发现有研究者对网络欺负进行定性研究。 

6. 研究展望 

网络欺负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具有较大的危害性，家庭、学校和社会对此都应该重视起来。由于我

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尚未有研究进行过中国青少年网络欺负普遍性和特征的大数据样本研究，

而这就无法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因此应该要对当前我国青少年网络欺负现状开展摸底调查，

收集可靠的一手资料，为之后政策制定及干预做好铺垫。 
同时关于校园欺负国内大多做的是相关研究，还缺少定性研究方面的文献和资料。中国文化背景与

西方也存在差异，本土化研究也应该得到研究者的重视。网络欺负预防和干预体系的建立是当务之急，

但也需要法律和政策的支持。跨领域的研究能够为网络欺负的预防和干预提供支持，如与法学方面的研

究者共同研究保护网络受欺负者及网络欺负责任认定的相关法律法规，与计算机方面的研究者共同探讨

如何在技术层面为青少年免受网络欺负危害撑起一把保护伞等。网络欺负发生具有跨空间的特点，不只

局限在学校范围内，而学校是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纽带，这就让在学校层面建立预防和干预体系成为研

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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