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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近二十年来年关于校园欺凌问题研究的1650篇期刊论文进行整理和分析，阐述我国校园欺凌问题

的研究现状。主要表现为：发表论文数量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涉及学科广泛，研究主题逐渐丰富全面。

并通过具体分析心理学专业的相关文献，深入分析了校园欺凌的研究内容，校园欺凌测评工具的发展；

探讨了校园欺凌的成因及其危害，校园欺凌问题的防治和干预措施，并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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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sorting out and analyzing 1650 journal papers on school bullying in the past 20 year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school bullying in China. The main performance is: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 year by year, involving a wide range of 
subjects, and gradually rich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 topics. And through the specific analysis 
of psychology related literature, in-depth analysis of school bullying research content, the devel-
opment of school bullying assessment tools. The causes and harms of school bullying,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measures of school bullying are discussed,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i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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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各个国家，都存在校园欺凌现象，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我国关于校园欺凌报道也屡见不鲜，

近两年更是发展成为了社会的热点问题。校园欺凌会给学生带来巨大且影响深远的危害，在这其中，不

论是实施暴力和承受伤害的欺凌者、被欺凌者，还是无辜被卷入的旁观者，都难逃欺凌行为带来的负面

影响。所以，这就使校园欺凌问题成为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话题。 

2. 校园欺凌问题的研究概述 

从知网上搜索与校园欺凌有关的文献发现，我国最早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出现在 2002 年，但 2002
年至 2014 年的论文数量基本无增长，呈现平稳趋势。2015 至 2022 年论文数量增加显著，呈急速增长趋

势，且 2016 年校园欺凌研究成果是 2015 年研究成果的 10 倍之多。可见校园欺凌问题是近几年出现的一

个热门话题，且热度持续升高。 
从论文研究总的数量来看，用“校园欺凌”为“主题”进行检索，发表时间截止到 2022 年 3 月，得

到的文献数量为 1650 篇，从这些已有文献的数量来看，校园欺凌问题已然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从文献的主题分布频次来看，依次最多为“欺凌者”“、校园欺凌”、“欺凌行为”，并且，以“网络

欺凌”、“施暴者”和“受害者”为主题的文章也占有一定比例，校园欺凌问题的主体和形式都得到了

一定的研究。另外，从论文的学科分布来看，大部分是教育学专业学科相关的研究文献，其中，心理学

专业相关的论文占 2.33%。 
鉴于教育部在 2016 年 4 月的文件中第一次直接使用“校园欺凌”概念，并且，“欺凌”还有一种更

具体的说法为“欺负”[1]。所以，本文中，也用“校园欺负”作为关键词进行了“主题”搜索，得到相

关文献 84 篇，虽然数量相对较少，但有的研究出现的时间更早。其中，在 2004 年就以心理学专业视角

对校园欺负问题进行了研究。 

3. 校园欺凌研究的内容 

对学校里的欺负问题最早的探讨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期的瑞典，但首次以实验数据为

依据的则是 Olweus 于 1970 年在瑞典首先发起的一项系统研究计划。国内的研究起步相对晚一点，一开

始针对国外校园欺凌展开研究，随后几年，逐渐拓宽研究广度，对我国的校园欺凌问题进行深层研究。

特别是近两年，很多学者的研究集中在如何预防与解决校园欺凌问题，还有部分学者致力于分析成因及

影响。 

3.1. 校园欺凌现象的描述研究 

2002 年，张文新利用修订的 Olweus 欺负问卷对 9205 名城乡儿童进行了测查，结果发现，中小学生

中存在着较严重的欺负问题，近 1/5 被调查的儿童卷入欺负/受欺负问题[2]。还有研究者使用欺凌行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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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问卷对西安市某小学 688 名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小学儿童校园欺凌行为普遍存在，男女生均有欺

凌他人的行为，且男生比女生更易受到欺凌[3]。贾昊男等人对哈尔滨市 949 名大学生在初中阶段遭受校

园欺凌情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调查对象中共 148 人遭受过校园欺凌[4]。由此可见，校园欺凌问题由来

已久且较为严重。此外，也有学者进行了跨文化研究，通过对比中美两国青少年校园欺负受害问题，发

现在受害发生率和受欺负类型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并且两国的男生受欺负率均高于女生[5]。这一系列研

究有助于了解我国和外国欺凌现象的不同，有利于我国研究者结合本国的国情、人口结构、文化背景等

本土特色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来预防和解决校园欺凌问题。 

3.2. 校园欺凌测量工具的研究 

想要预防欺凌行为，就要先对其进行准确的测量和识别，因此研究者开发了大量校园欺凌测量工具。

但由于以往研究多基于西方文化背景，使得跨文化欺凌率的比较变得困难，不仅会显示出结构不等值的

情况，也会进而影响干预的有效性[6]。目前，除了有对国外量表的修订之外，比如对 Olweus 欺凌/受害

量表的修订[7]、对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学生卷) 2016 版的修订[8]等，也有研究者在国内不同群体中对各

类量表进行了信效度检验，表示其可以作为国内校园欺凌行为的测评工具进行使用[9]。另外，还有国内

有学者开发出了一些测量工具，比如学校欺凌、受害和目击者量表[10]、学校欺凌严重性知觉量表[11]等。

这些测评工具的开发和使用，对进一步研究校园欺凌问题，提供了可靠的技术和数据支持，对识别和解

决校园欺凌行为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3. 校园欺凌的成因研究 

许多文献都从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四个方面对校园欺凌的成因进行了研究。从宏观层面来看，

导致校园欺凌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由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组成。其中客观原因包括社会问题、家庭和学

校这三个层面，主观原因则为学生个人。 
个人的性格、气质类型、生活环境等因素，都对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有影响。儿童在校园受欺凌程

度与儿童自尊水平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自尊水平低的儿童更容易受到欺凌[12]。高羞耻倾向者自我整体

评价较低、拥有高自我否定倾向，对消极结果解释更容易从内部归因，进而出现校园欺凌行为[13]。在家

庭方面，低质量的亲子依恋关系会引起个体较多的抑郁、攻击等内外化问题，进而增加校园欺凌[14]。因

此，学者们普遍认为，经常在学校实施欺凌的学生往往是由于缺失正确的家庭教育，较少体会到家庭温

暖。且研究发现，被欺凌者的家庭教育也会有所缺失，他们的家庭通常缺乏民主氛围、父母和子女关系

恶劣。在学校方面，老师和同学的言谈举止也会对学生产生影响，并且校园欺凌行为和受欺凌行为均与

学校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15]。可以说，低生活满意度不仅会导致欺凌行为的发生，也会增加被

欺凌的几率。从社会层面来看，一些在社会环境中导致暴力的因素(比如种族歧视、吸毒、使用武器、虐

待儿童等)也会引起校园欺凌与暴力[16]。同时，学校通常是周边“小环境”和社会“大环境”的反映，

所以学生也容易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增加了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几率。 

3.4. 校园欺凌的危害研究 

校园欺凌行为作为一种恶意的攻击行为，对欺凌者、受害者和旁观者的心理健康都有着重大冲击，

影响着他们的健康成长。 
章恩友等指出，欺凌易导致欺凌者形成不良人格、出现社会化障碍及攻击倾向[17]。校园欺凌行为中

的被欺凌者存在许多心理适应不良的问题，容易产生焦虑、抑郁、孤独感和自杀信念等内化问题行为，

也会导致其日后产生违反道德和社会行为规范的外化问题行为[18]。旁观者的学生也受到消极影响。“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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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欺负者(例如，嘲笑受欺负者)，或不干预欺负者，旁观者会增加心跳频率并伴随有较高的消极情绪[19]。
总而言之，即使是轻度的欺凌受害卷入，也会对个体心理健康产生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20]。 

3.5. 校园欺凌的预防及干预措施研究 

国内学者提出的校园欺凌预防措施主要从包括学生、家庭、学校和社会，这四个方面着手。需要综

合调动四个方面的力量，达到统筹兼顾，标本兼治[16]。特别要加强学校、社会和家庭对学生健康的关心

和教育，积极预防校园欺凌[21]。 
还有研究者分别从欺凌者、受欺凌者、旁观者的心理状态入手，探究校园欺凌行为产生的根源，从

而针对其特点提出防治策略和干预措施。比如，通过探讨被欺凌者遭受欺凌的诱因、心理适应与问题行

为，从受欺凌者自身、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等角度提出防治和干预的策略[18]，换句话说，只有增强被欺

凌者的自尊与自强，才能从本源上遏制欺凌现象的发生。此外，对旁观者进行有效的干预也可以减少校

园欺凌行为。因为有研究发现，旁观者行为会影响欺凌的进程：当旁观者倾向于保护受害者时，欺凌行

为就会相应地减少，因此建议加强对旁观者的干预，进而来减少和降低校园欺凌事件[22]。 

4. 展望 

近几年校园欺凌事件的频繁出现，使得校园欺凌问题在社会各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更加速了研究

者对这一问题的密切关注和深入探讨。纵观我国关于校园欺凌问题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在上述多方面领

域中都取得了较大突破。但由于这一现象会随着社会环境、家庭结构、教育理念等因素的改变而不停变

化，还需要不断跟进现实，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未来的研究需要：第一，更加着眼于探讨不同层面的因素对于欺凌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目前研究

多集中在个人层面，而群体内部、群体内部与外部之间也存在欺凌和冲突，所以探讨群体因素对校园欺

凌的影响也很重要。第二，要依靠多学科共同研究找到更加有效的防治措施。对于校园欺凌问题的预防

与解决，只通过单一学科的研究，是不够的。需要教育、心理干预、社会帮助、法律等手段，通过多学

科联合，多管齐下达到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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