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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ampus bullying in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to explore the mediat-
ing effect of peer relationship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mpus bullying and parenting 
style. Methods: 585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the general situation scale, the bullying beha-
vior scale, parenting style scale and peer relationship scale. Results: 1) The bullying h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 while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2) The bullying h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peer acceptance, while a positive correla-
tion with the peer fear inferiority; 3) Both the peer acceptance and the peer fear inferiority have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ullying behavior and parenting relation. Con-
clusion: Peer relationship has a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mpus bullying 
and parenting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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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留守儿童校园欺凌问题的现状，并探讨同伴关系在校园欺凌与父母教养方式之间的中介作用。

方法：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欺负行为问卷、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及同伴关系量表对585名被试进行

测量。结果：1) 欺凌行为与积极父母教养方式呈显著负相关，与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呈显著正相关；2) 欺
凌行为与同伴接受呈显著负相关，与同伴恐惧自卑呈显著正相关；3) 同伴关系在留守儿童校园欺凌行为

与父母教养方式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结论：同伴关系在留守儿童校园欺凌行为与父母教养方式之间起到

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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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 70 年代，最早关注欺凌行为的学者是奥维斯，他对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的校园欺凌问题

展开了深入研究。他认为欺凌是一种反复发生的、以大欺小或以多欺少的恶意侵害行为，通过孤立、侮

辱、威胁、打骂、勒索等方式侵害他人身心(刘天娥，龚伦军，2009)。近年来，我国校园欺凌事件频繁发

生，从湖南道县女生被掌掴到四川资阳女生遭扒光羞辱，很多事件情节恶劣，令人发指，这些欺凌事件

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进行探讨。 
留守儿童主要指父母双方或任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长达半年以上，留在户籍所在地没有父母陪伴成

长的未成年孩子(赵景欣，刘霞，申继亮，2008)。留守儿童普遍的教养形式为隔代教养，由祖父母或者外

祖父母主要负责。因为年龄代沟与客观条件的限制，很多留守儿童慢慢开始出现逆反心理与逆反行为，

甚至出现欺凌行为。他们会欺负比他们年龄小或者身体不如他们健壮的儿童，男生多以身体欺负为主，

女生多以言语欺负为主，留守儿童的欺凌行为明显多于非留守儿童(刘雨，2016)。究其原因不难发现，留

守儿童之所以出现欺凌行为，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长期不在父母身边，缺乏父母教养，

加之无人照顾等原因，导致其欺凌行为愈演愈烈。 
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抚养和教育孩子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观念、行为以及非言语表达

的综合(赖运成，等，2014)。不同父母表现出的教养方式不同，积极父母教养方式是在父母抚养与教育子

女过程中表现出的情感温暖、尊重与包容，消极父母教养方式是在父母抚养与教育子女过程中表现出的

专制、冷漠、拒绝与过度保护。积极父母教养方式有利于中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自信心的建立、自我

效能感的提高，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则相反(孙红梅，赵冬梅，赵晨晨，2013)。留守儿童父母采用的教养方

式多凸显“高期待低关注”这一特点(张帝，等，2016)，留守儿童在这种教育结构下成长，对其心理健康

会产生不利的结果，导致留守儿童不能养成良好的学业习惯，成绩呈现较差情况(吴航，2015)，导致自信

心下降，并且容易出现人际关系问题。在人际适应上，留守儿童的同伴关系中表现出更多的友谊冲突或

背叛，更高的同伴拒绝和更低的同伴喜欢(侯珂，等，2014)。我们发现有这样一个现象，在都是留守儿童

的基础上，与同伴关系较好的留守儿童的相比，同伴关系较差的留守儿童受到同伴的尊重和接纳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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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受到忽视，出现欺凌行为的几率较大。我们由此提出，好的同伴关系能降低欺凌行为发生的几率。 
目前对留守儿童的研究更多是集中在父母教养、隔代教育、心理问题等方面，对同伴关系研究不多。

近几年对于学生欺凌行为研究逐步增加，但对于留守儿童校园欺凌与父母教养方式和同伴关系研究较少，

基于目前的现状，本研究将深入探讨留守儿童同伴关系在欺凌行为与父母教养方式间的作用，将通过对

三者关系的研究，为减少留守儿童校园暴力现象提供理论参考。基于以上内容提出研究假设：1) 欺凌行

为与积极父母教养方式呈显著负相关，与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呈显著正相关；2) 欺凌行为与同伴接受呈显

著负相关，与同伴恐惧自卑呈显著正相关；3) 同伴关系在留守儿童校园欺凌行为与父母教养方式之间起

中介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通过整群取样的方法，对重庆市铜梁、彭水、垫江，合川，永川五个区县部分中学的初中生进行问

卷调查，共计 700 名学生参与，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585 份，有效率为 83.6%。有效问卷包括留守儿童问

卷 455 份，非留守儿童问卷 130 份，留守儿童问卷所占比例为 77.8%。具体情况见表 1。 

2.2. 研究方法 

2.2.1. 欺负行为问卷 
中文版欺负行为问卷，根据 Peter Smith 在 1990 年修订的欺负行为问卷小学版和中学版修订而成。问

卷一共分为四个维度，分别为关于欺负、被欺负、朋友和态度。因子总分相加，分数越高，说明被欺负

水平越高。该问卷的科隆巴赫系数为 0.77，各因子的科隆巴赫系数均在 0.70 以上，信效度较好。 

2.2.2.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采用蒋奖等人在 2010 年根据父母教养方式问卷(EMBU)进行修订后的问卷(蒋奖，等，2010)，修订

后的问卷共有 42 个题目，分为两部分，分别为父亲版和母亲版，每部分 21 题，题目一致。问卷两部分

各包含三个维度：拒绝、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问卷采用 4 点计分，从 1 到 4 分别为“从不这么做”、 
 
Table 1. Distribution chart of subjects 
表 1. 被试分布情况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M) 比例(%) 

性别 男 273 46.7 

 女 312 53.3 

年级 初一 260 44.4 

 初二 152 26.0 

 初三 173 29.6 

是否留守 是 455 77.8 

 否 130 22.2 

是否独生 是 171 29.2 

 否 414 70.8 

是否班干部 是 208 35.6 

 否 377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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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这么做”、“有时这么做”、“总是这么做”。该量表信度为 0.79，效度为 0.78，具有良好的信

效度。其中把父亲情感温暖与母亲情感温暖归为积极父母教养方式，把父亲拒绝、母亲拒绝、父亲过度

保护与母亲过度保护归为消极教养方式。 

2.2.3. 同伴关系量表 
采用邹泓等人修订的同伴关系量表(邹泓，蒋索，2008)，问卷主要考察同伴与他人相处过程中的自我

感觉。本问卷共有 30 个项目，主要分为两个维度，即同伴接受分量表(1 至 20 题)和同伴恐惧自卑分量表

(21 至 30 题)。问卷采用 4 点计分“1 = 完全不符合”、“2 = 不太符合”、“3 = 比较符合”、“4 = 完
全符合”，其中同伴接受分量表除 1、3、7、11、17 项目外其余项目要反向计分，分量表总分越高表明

同伴接受度越高，同伴关系越好，在班级越受欢迎。同伴恐惧自卑分量表项目都采用正向计分，分量表

总分越高表明在同伴交往过程中，恐惧感和自卑感越高，自我感觉越差。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5,
有较好的信度。 

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20.0 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和处理。 

3. 结果和分析 

3.1. 父母教养方式、欺凌行为与同伴关系相关 

欺凌行为与积极父母教养方式、同伴接受呈显著负相关，与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同伴恐惧自卑呈显

著正相关；同伴恐惧自卑与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呈显著正相关，与积极教养方式呈显著负相关(见表 2)。 

3.2. 中介效应 

3.2.1. 同伴接受在父母教养方式与欺凌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采用分层回归的方式进行检验中介效应，这是由温忠麟等人提出的普遍适用方法(温忠麟，等，2004)。

首先，以积极父母教养方式为预测变量，以欺凌行为作为结果变量建立回归方程；其次，以积极父母教

养方式为预测变量，以同伴接受为结果变量建立回归方程；最后，以积极父母教养方式和同伴接受作为

预测变量，以欺凌行为作为结果变量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积极父母教养方式能够显著预测欺凌行为，

当欺凌行为进入方程后，结果不显著，表明同伴接受在欺凌行为与积极父母教养方式之间起完全中介作

用。当改变预测变量为消极父母教养方式，结果显著，说明同伴接受在欺凌行为与消极父母教养方式之

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见表 3、表 4)。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bullying behavior, parenting style and peer relation 
表 2. 欺凌行为与父母教养方式、同伴关系的相关分析 

 M ± SD 1 2 3 4 5 

1 欺凌行为 41.66 ± 10.23 1     

2 积极父母教养方式 40.42 ± 10.19 −0.186** 1    

3 消极父母教养方式 54.39 ± 10.21 0.269** −0.355** 1   

4 同伴恐惧自卑 20.65 ± 7.27 0.287** −0.174** 0.294** 1  

5 同伴接受 62.12 ± 10.54 −0.341** 0.351** −0.406** −0.602**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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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Mediation effects of peer acceptance on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 and bullying behavior 
表 3. 同伴接受在积极父母教养方式和欺凌行为的中介效应检验 

步骤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F β t 

第一步 欺凌行为 积极父母教养方式 20.776*** −0.186 −4.558*** 

第二步 同伴接受 积极父母教养方式 79.866*** 0.351 8.937*** 

第三步 欺凌行为 积极父母教养方式 38.765*** −0.074 −1.762*** 

  同伴接受 74.150*** −0.341 −8.611 

 
Table 4. Mediation effects of peer acceptance on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and bullying behavior 
表 4. 同伴接受在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和欺凌行为的中介效应检验 

步骤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F β t 

第一步 欺凌行为 消极父母教养方式 45.095*** 0.269 6.715*** 

第二步 同伴接受 消极父母教养方式 112.008*** −0.406 −10.583*** 

第三步 欺凌行为 消极父母教养方式 44.930*** 0.164 3.820*** 

  同伴接受 73.492*** −0.340 −8.573*** 

3.2.2. 同伴恐惧自卑在父母教养方式与欺凌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首先，以积极父母教养方式为预测变量，以欺凌行为作为结果变量建立回归方程；其次，以积极父

母教养方式为预测变量，以同伴恐惧自卑为结果变量建立回归方程；最后，以积极父母教养方式和同伴

恐惧自卑作为预测变量，以欺凌行为作为结果变量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积极父母教养方式能够显著预

测欺凌行为，当欺凌行为进入方程后，结果显著，说明同伴恐惧自卑在积极父母教养方式与欺凌行为之

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当改变预测变量为消极父母教养方式，结果显著，说明同伴接受在欺凌行为与消极

父母教养方式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见表 5，表 6)。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欺凌行为与积极父母教养方式呈显著负相关，还可以负向预测欺凌行为；欺凌行为与

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呈显著正相关，还可以正向预测欺凌行为。也就是说父母教养方式越消极，过度保护

亦或是不管不顾都会导致孩子更容易出现欺凌行为。本研究与何丹等人(2016)研究结果一致，拒绝型教养

方式对儿童关注较少，对其行为缺乏有效监督，过度保护型教养方式则会导致孩子更容易出现欺凌行为。

究其原因，留守儿童长期处于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与普通孩子相比，得到的关注更少，因此更容易出现

欺凌行为的增加。父母给予他们更多的温暖与包容，让他们感受到父母的关心与爱，会提高他们的安全

感，导致他们欺凌行为的减少。 
欺凌行为与同伴接受呈显著负相关，与同伴恐惧自卑呈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同伴关系越好，越

不容易出现欺凌行为。本研究结果与赵景欣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赵景欣，刘霞，张文新，2013)。原因可

能是一定程度上同伴关系是对留守儿童的父母关系的补充，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照顾，同伴在他们的生

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伴关系越好，他们彼此之间相处能够更加平和，同时能够有利于人际关系

的处理。反之，同伴恐惧自卑会加深留守儿童的不信任感，让他们产生不安全感，从而更容易产生欺凌

行为。 
本研究还发现同伴关系在欺凌行为与父母教养方式之间起中介作用。积极父母教养方式能够负向预

测欺凌行为，消极父母教养方式能够正向预测欺凌行为。在纳入同伴接受和同伴恐惧自卑后，积极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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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Mediation effects of peer fear inferiority on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 and bullying behavior 
表 5. 同伴恐惧自卑在积极父母教养方式与欺凌行为的中介效应检验 

步骤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F β t 

第一步 欺凌行为 积极父母教养方式 20.776*** −0.186 −4.558*** 

第二步 同伴恐惧自卑 积极父母教养方式 18.136*** −0.174 −4.259*** 

第三步 欺凌行为 积极父母教养方式 32.753*** −0.141 7.221*** 

  同伴恐惧自卑 52.144*** 0.287 −3.513*** 

 
Table 6. Mediation effects of peer fear inferiority on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and bullying behavior 
表 6. 同伴恐惧自卑在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和欺凌行为的中介效应检验 

步骤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F β t 

第一步 欺凌行为 消极父母教养方式 45.095*** 0.269 6.715*** 

第二步 同伴恐惧自卑 消极父母教养方式 55.207*** 0.294 7.430*** 

第三步 欺凌行为 消极父母教养方式 39.114*** 0.202 4.945*** 

  同伴恐惧自卑 51.681*** 0.286 7.189*** 

 
极父母教养方式直接效应都有一定程度的降低，说明同伴关系在二者之间起中介作用，即父母教养方式

是以同伴关系为中介作用于欺凌行为。 
对于目前留守儿童出现的各种欺凌行为，我们应该在对留守儿童本身进行教育外，更多的应该探讨

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提高留守儿童的同伴关系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欺凌行为的发生，肖少北等

(2011)研究也发现欺负者的同伴拒绝水平更高些，同伴接纳程度一般。因此对于留守儿童我们应该给予更

多的关心与关爱，同时注意培养他们的人际交往的方式和方法，提高同伴关系水平，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5. 结论 

1) 积极父母教养方式可以负向预测欺凌行为，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可以正向预测欺凌行为。 
2) 欺凌行为与同伴接受呈显著负相关，与同伴恐惧自卑呈显著正相关。 
同伴关系在欺凌行为与父母教养方式之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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