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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的频发严重影响着学生的身体发展和心理健康。尽管没有确切的数据统计结果表

明校园欺凌者的行为与家庭教育息息相关，但家长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从家长教育

行为视角入手，解释校园欺凌者行为的心理成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有利于家长帮助儿童构建正

确三观，培养良好行为习惯，从而促进健康成长，减少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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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frequent campus bullying has seriously affected students’ physical develop-
ment and mental health. Although there is no exact data and statist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beha-
vior of school bull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family education, the role of parents in the growth of 
their children is irreplaceab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ents’ educational behavior,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psychological causes of campus bullying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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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is helpful for parents to help children build correct three outlooks and cultivate good beha-
vior habits, so as to promote healthy growth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campus bullying. 

 
Keywords 
Campus Bullying, Psychological Causes, Parental Education Behavior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2016 年 11 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要求加

强教育预防、依法惩戒和综合治理，切实防治学生欺凌和暴力的发生[1]。2017 年 12 月，教育部等 11 部

门联合出台了《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界定了校园欺凌的概念，《加

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中指出：“中小学生欺凌是发生在校园(包括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
内外、学生之间，一方(个体或群体)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

造成另一方(个体或群体)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事件[2]。”校园欺凌者，往往是在整个校

园欺凌事件中占有主导地位的一方。2019 年 11 月，一则女孩疑似因感情导致的纠纷被另外十几个男女

围住凌辱怒骂，当街遭到霸凌；2020 年 10 月，陕西兴平一 15 岁少年被 6 人殴打致死后被埋；2021 年 6
月，初中生小梦被误认为是告密者，随即遭到了多名同学的辱骂。诬陷的“证据”多次被恶意传播，患

上了重度抑郁。近年来一个又一个媒体报道校园欺凌事件的结果大多以受欺凌者的身心长期沉浸在强烈

的阴影中，欺凌者因为自己的行为受到学校处分甚至法律惩罚，抱憾终生结尾，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

视与思考。 
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有其复杂的成因，既有家长教育不当，学校监管不到位，也有相关法律不完善

及不良社会风气的诱导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但在众多校园欺凌案件的背后或多或少都能反映出一些家长

教育方面的问题。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问卷网，对 1002 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43.7%的受访者认为青少年暴力行为源于家庭不良的教养方式，42.7%的受访者认为未成年人容易模仿见

过的暴力行为，31.9%的受访者认为父母与孩子缺乏沟通导致孩子不会用正确方法解决矛盾[3]。有些家

长过分溺爱，满足孩子的一切需求，造成孩子自私自利、缺乏同理心；有些家长重智轻德，造成家长教

育的缺位，孩子易形成心理上和道德品格方面的缺陷；有些家长教育方式简单粗暴，让孩子在默化潜移

中养成用暴力解决问题的生理和行为习惯等。基于家长教育行为视角解释校园欺凌者行为的心理成因，

找到校园欺凌者攻击行为的动机，提出相应的措施，对于家长在发挥预防青少年校园欺凌方面显得尤为

重要。 

2. 校园欺凌者的心理特征 

2.1. 自我主义倾向严重，缺乏同理心 

在与社会其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共情能力低，即无法与他人感同身受的孩子，容易在处理问题时表

现出强烈的攻击倾向，也更容易成为校园欺凌中的施暴者。心理学家米勒和艾森伯格在 1988 年的研究中

通过元分析发现，共情与攻击行为呈负相关。即共情能力越低，越容易出现攻击行为；共情能力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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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能抑制攻击行为。如果一个人能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那么，他就能体会到攻击给他人带来的伤害，

引发悲伤、内疚等情绪，从而能够控制攻击行为[4]。现如今多数的独生子女都有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倾

向，缺乏合作意识，如果将来其他人不能像父母一样对他不合理的要求进行迁就，他们很容易产生冲动

和愤怒，随即开展报复性攻击行为，成为校园欺凌者，严重情况下甚至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2.2. 缺少温暖，心理抑郁 

电影《少年的你》中，魏莱从小到大享受父母提供的优渥物质条件和精英教育，唯一的要求就是要

取得好成绩，再考上好的大学。表面生活完美的魏莱，却从没有得到过父母真正的关爱，“要是我今年

再复读，爸爸就不会理我了。”看似解气的一句话背后是魏莱父母忽视了孩子性格上健康发展的畸形教

育，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下，她用错误的方式把迷茫添加到别人身上，用暴力的手段找回自己的安全感。

缺乏父母必要的教育引导和行为约束，孩子没有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行，收到的关心也十分有限，与父母

的交流仅限于学习方面，他们出现的任何心理上的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恰当的疏导，从而在情绪及心理方

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缺陷，长此以往下去孩子很容易用欺凌同学来缓解自己父母给予的压力，通过校园

欺凌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2.3. 习惯用暴力解决问题 

在家庭环境中，很多问题少年都可能遭遇过来自父母不同程度上身体或心灵的伤害。目睹家庭暴力

对青少年心理的影响，可以在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得到一定的解释，该理论强调环境在塑造儿童行为

中的作用，根据该理论儿童在目睹父母家庭暴力的过程中通过模仿，逐渐内化成自我的人际关系风格[5]。
在冲突性家庭氛围中父母所表现出的谩骂、殴打等行为会不自觉地被青少年所习得。长期处在发生暴力

冲突的家庭中，他们变得冷漠自私，与人疏远。因为习惯了用暴力去解决问题的环境，所以使用暴力对

他们来说是一种正常行为，一旦与其他人在事情上出现了分歧，他们就会把暴力带到现实生活中，成为

校园欺凌者。 

3. 校园欺凌者行为的心理成因——基于家长教育行为视角 

3.1. 溺爱型教养方式 

北京市妇联家教研究会曾对北京市 50 余万中学生的家长做过一次 1%抽样调查。在被调查的 5747
名家长中。“对孩子溺爱、有求必应”的家长占 34.96%；“只要学习好，对孩子不要求其它的方面”的

家长占 11.35%，两项相加达到 46.31%。说明有将近一半的中学生家长对孩子不能严格要求。而在小学生

家长中，溺爱孩子的比例高达 70% [6]；2015 年，中国学前教育宣传月的主题是“给孩子适宜的爱”。

由此可见大部分家长都有着不正确的教育观。教育家马卡连柯曾说：“一切都为了孩子，为了他牺牲一

切，这是父母送给孩子最可怕的礼物。”被宠坏的孩子会认为自己的要求是合理的，也是应该被其他人

所满足的。在这种家庭环境下成长的孩子逐渐养成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事情发展一旦不如他所愿

就开始耍脾气，只能接受被爱，不懂得主动付出，既缺乏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担当、责任，也缺

乏直面挫折失败的能力。家长对孩子早期教育行为不当，对孩子过于的娇惯和宠爱，终会伤害了孩子，

伤害了别人。 

3.2. 知识教育重于道德教育 

在儿童的发展中，学校和家庭是儿童接受教育的两大主要场所。学校是面向大多数学生的教育，这

种群体的社会生活是家庭教育不能满足的。但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同样也不容小觑，家庭教育是针对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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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孩子个性化的教育，与学校主要传授知识不同，家长的主要任务是孩子的习惯养成和人格教育。中国

教育科学研究院《小学生家庭教育现状调查》课题组对北京、黑龙江、江西和山东四省市的 2 万名家长

和 2 万名小学生分别进行了家庭教育相关问题的调查，数据显示近六成学生对学习感到不同程度的“累”，

且该数据随年级增高而直线上升；尽管有 35.27%的家长认为子女学业负担较重，但仍将学习作为家庭教

育的重点，超过 81.50%的学生放学后仍有不同程度的(课外班或家长布置的)额外作业，亲子沟通中也有

近五成家庭将学习作为主要话题；由此，子女学业成绩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家长对其的教育方式：成绩好

的学生能获得更多自主权，亲子沟通更融洽；成绩较差的学生则受到更多的约束，其情绪情感需求也易

被家长忽视[7]。知识教育重于道德教育的教育无论是对个人，家庭还是社会都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3.3. “言传”重于“身教” 

我们常说，孩子是家长的一面镜子，因为作为孩子的学习榜样，父母的言行举止往往给他们带来潜

移默化的影响。但在一些家庭中，家长只注重“言教”，并没有“身教”，为子女做好榜样示范。北京

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北京师范大

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和中国教育报家庭教育周刊联合发布的《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2018)》关

于 11 万余名四年级学生、7 万余名八年级学生的数据显示：超过两成的四、八年级学生报告家长经常在

孩子面前做出不良行为示范，包括不讲诚信、不讲礼仪、不遵守公共规则等。报告家长曾经“答应过孩

子的事情做不到”的四、八年级学生的人数比例分别为 42.2%、63.7%；报告曾经看到家长“说脏话、粗

话"的四、八年级学生的比例分别为 28.6%、44.4%；报告曾经看到家长“大声喧哗”的四、八年级学生

的人数比例分别为 24.9%、42.9%；报告曾经看到家长“乱扔垃圾”的四、八年级学生的人数比例分别为

24.0%、24.9%、42.9%；报告曾经看到家长“在需要排队的时候插队”的四、八年级学生的人数比例分

别为 12.0%、11.3% [8]。家长错误的教育方式非常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孩子照着家长的行为去做，

结果只会越走越偏。 

4. 解决措施——基于家长教育行为视角 

4.1. 适度约束，理智施爱 

毋庸置疑，家长对子女的爱是不掺任何杂质的感情流露，但这不能成为父母娇惯孩子的借口，很多

家长认为爱一个孩子，就是要给予孩子他们可能需要的全部东西，殊不知过重的馈赠为以后的伤害也埋

下了伏笔。如果家长想让孩子有更好的发展，就必须对他们施以正确的爱，对于他们的不合理的要求果

断拒绝，哪怕他的欲望再强烈，家长也不能予以满足。一味放任孩子错误的做法，长久以来只会助长孩

子的贪欲，养成不良的品行，最后走上歪路。因为爱子女，所以用约束帮孩子克制不合理欲望，让孩子

懂得克制未尝不是对孩子的另一种爱。 

4.2. 重视德育，循序渐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指出：“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

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要把美好的道德观念从小就传递给孩子[9]。”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家庭

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教师更多是知识与技能教育，家长则需要把重心放

在道德和情感教育上。影响孩子一生的不仅是他们的学习成绩，更是他们健全的身心，过度重视智育而

忽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不但会影响良好品德和健康人格的形成，更会阻碍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给

孩子的一生带来不可磨灭的影响。 
儿童不是一蹴而就地发展，孩子学习成绩的好坏，也不是家长过分的要求就能有所提升的。根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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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家长应该经常与孩子进行交流，给予他们足够的情感关怀，拉近距离不仅能够了解

孩子内心的想法，让孩子感受家庭的温暖；还能有效预防孩子产生逆反心理，养成良好的品质。 

4.3. 先严于律己，再以身作则 

榜样是一种无声的力量，父母在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被孩子看在眼里，家长不能因为自己的错误行

为，误导儿童对行为准则的认知，要在要求孩子的同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和教育孩子。孔子曰：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家长作为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引路人，对他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和

正确的指导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家长一定要先严以律己，再以身作则，为孩子做出一个良好的示范。 
家庭是子女生活的主要场所，如果想让孩子养成良好的品德行为，家长就必须注重家庭氛围对他们

的影响。在和谐融洽的氛围下，孩子不仅能形成互助友爱意识和行为的发展，更能从温暖中获得安全感，

在另一种家庭中，家长争吵不休，互相折磨，成长在这样家庭的孩子心理往往是不健康的，他们冷漠、

偏执、用暴力去解决问题。家长应注重规范自己的语言和行为，努力构建家庭和谐相处的气氛，为孩子

做出一个正确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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