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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数据时代下，随着智能科技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校园暴力现象逐渐从隐秘角落浮现于人们眼前，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探讨了智能时代下校园暴力的防治问题，通过文献分析和问卷调查发

现相关校园暴力问题，随后提出了相关智能化防治手段，建设一个合理的防治体系来帮助受害人群并减

少此类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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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big data,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more and more cam-
pus violence phenomena are gradually emerging from hidden corners, attracting widespread at-
tention from society. This article mainly explores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ampus violence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ce.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relevant issues of 
campus violence are identified. Subsequently, relevant intellige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
ures are proposed to build a reasonabl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to help the affected popu-
lation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such phenom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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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科技水平飞速发展的今天，校园暴力的形式也随着时代不断变化并衍生出很多新的形式，这为人

工线下管理带来了很多新的挑战。传统的防治方式逐渐不适合校园暴力。网络暴力的出现更加坐实这一

点。所以智能化的防治方式成为“破局关键”，所以我们通过研究国内外的文章以及倾听广大群众的经

历，帮助受害者解决暴力，用智能手段进行校园暴力的防治。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问题 

2.1. 国内研究现状 

根据知网的官方数据，如图 1 所示。查询关键词为“校园暴力”的中文文献，并从学科分布角度分

析近十几年来我国学者对校园暴力的研究动态。从研究文献的学科分布上看，学者们主要从法学、教育

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对校园暴力问题展开研究，这体现了校园暴力问题的多学科交叉性，

同时也说明了学者们对校园暴力问题的研究视角具有多样性和广泛性[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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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这也说明，校园暴力的预防与教育学的完善息息相关。教育学对校园暴力的发生与制止起到了很大的影

响。我们应该重视教育，在学校或者家庭间将良好的观念传播，尽可能地防治校园暴力的发生。 
 

 
Figure 1. Current statu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on campus violence in China 
图 1. 国内对校园暴力方向文献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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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数据发现，校园欺凌事件频频发生，校园欺凌形式越发多样，校园欺凌问题逐渐上升为社会热

点问题。校园欺凌包括单纯欺凌者、单纯受欺凌者、欺凌–受欺凌者三种角色，基于不同的角色各自存在

着不同等级的焦虑或抑郁情绪，甚至出现自杀行为。校园欺凌与学生的身心健康息息相关，与校园建设

密切联系，校园欺凌的发生将严重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且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法律后果[3]，这也是

我们开展此项目的研究意义，用科技手段去减少校园暴力的发生，也通过人文关怀帮助受害者走出阴霾。 
当前，我国政策部门主要使用的是权威政策工具，随着校园欺凌防治面临新的挑战，例如网络校园

欺凌这一形式，加大了校园欺凌防治的难度，新的校园欺凌形式不断出现，防治政策也需要更新换代。

政府、校园等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利用新的政策工具，以丰富我国校园欺凌防治政策工具

类型，从而使校园欺凌的发生率降低[4]，面对网络化，现代化的校园暴力方式，智能化的防治手段或许

成为减少校园暴力的不二之选。通过大数据整理校园暴力发生的频率，时期，诱因等，再结合政府的协

助，减少校园暴力的发生可能性。智能化的防治有望成为新一代政策防治工具。 

2.2. 国外研究现状 

奥维斯欺凌防范计划(Olwens bulling prevention program, OBPP)由挪威心理学家 Olweus 教授所创设，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与实践，是当今较为成熟，应用范围最广的防范欺凌事件模式。它基于生态系统理

论将学校视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通过学校、班级、个人、社区四个层面之间相互影响作用改良学

校的生态环境，实现对欺凌事件的预防。OBPP 计划针对四个层面分别制定了详细的具体措施及防治原

则[5]，学校层面是建立积极有效的防范措施，关心孩子心理状态，定期进行心理检查，制定相关的惩

戒和干预方案：班级层面主要是加强学生与老师的交流，普及相关知识，规范学生行为，建立友好的

同学关系。 

2.3. 存在问题 

根据以上国内外研究现状，我们发现信息科技对校园暴力防治的作用影响很大，它既可以通过简便

手段更加清晰地统计大数据，了解校园暴力情况，以便我们更好地进行有效防治，同时他也存在着许多

问题。例如，如何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所搜集来的信息虚假情况占比几何，我们该如何建设一个平台既

可以帮助受害者，也能保护他们的隐私等，这些问题将是我们继续思考与研究的关键。 

3. 调查问卷数据分析 

3.1. 调查对象 

本研究主要从学生的角色行为开始研究。对此，开展了一个问卷调查，以本校作为调查群体，调查

人群一共 397 人，有用信息人数为 350 人。分析在校园暴力中三个角色施暴者，受害者，旁观者的心理

状态，以及之后该做出的应对方案。 

3.2. 数据分析 

通过对调查问卷数据的数据分析，如图 2 所示。数据显示百分之十九的学生都曾遭受过校园暴力，

由此可见校园暴力的影响人群甚广。 
在遭受校园暴力的人群中也只有 19.05% (N = 350)的人进行了反抗。 
如图 3 所示，在反抗的人群众又有 79.37% (N = 67)人选择以牙还牙报复等方式反抗形成下一阶段的

校园霸凌。如图 4 所示，92.06% (N = 350)的人群都在青年时期经受了校园暴力。 
校园暴力有多种侵害作法，如图 5 所示。肢体殴打，言语辱骂，孤立等。其中，孤立的伤害行为实

施最多，也对受害者影响最大。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11330


郑薇 等 
 

 

DOI: 10.12677/ae.2023.13111330 8614 教育进展 
 

 
Figure 2. A research bar chart of whether there is resistance to school violence 
图 2. 对于遭受校园暴力是否反抗的研究条形图 
 

 
Figure 3. A circular diagram of whether retaliation for suffering from school violence is a-for-tat approach 
图 3. 对于遭受校园暴力是否以以牙还牙的方式进行报复的圆形图 
 

 
Figure 4. A bar chart of the survey of whether school violence occurred in youth 
图 4. 对于青年时期是否出现校园暴力调查的条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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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A bar chart of which type of school violence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victim 
图 5. 对于哪种校园暴力方式对受害者影响最大的条形图 

 
接下来看图 6，校园暴力的影响涉及到霸凌者，受害者，旁观者。 
对于霸凌者来说。只有 44.44% (N = 80)的人感到后悔，对青少年的三观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 

 

 
Figure 6. A circular diagram of whether a bully regrets a bully after committing a bully 
图 6. 对于霸凌者实施霸凌后是否感到后悔的圆形图 
 

对于受害者来说，如图 7 所示。只有 1.59% (N = 67)的人走出了心理阴影，对生活影响较小，大多数

人没法完全忘却，甚至影响到了正常生活。 
如图 8 所示，其中就有不爱社交，自尊心受挫等。甚至做出一些偏激行为。 
接下来看图 9。对于旁观者来说，17.46% (N = 94)的人并未做出制止行为，其中 1.59% (N = 94)的人

甚至加入了施暴者的行列，这对青少年的三观进行了毁灭般的影响。 
所以，校园暴力的防治意义重大，无论在校园暴力中扮演者什么角色，三观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我们要更加重视思想的教育，引领施暴者走上正途，受害者恢复信心，旁观者勇敢制止。这也是我们本

次研究最重要的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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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A bar plot of whether the victim is out of the shadow of school bullying 
图 7. 对于受害者是否走出校园霸凌阴影的条形图 
 

 
Figure 8. Bar chart of the impact of school violence on victims 
图 8. 对于受害者校园暴力后的影响的条形图 

 

 
Figure 9. Bar chart of the practices of third parties when they discover school violence 
图 9. 对于第三者发现校园暴力时的做法的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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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校园暴力发生人群 

接下来看图 10。通过调查发现，校园暴力的受害者多数出现在单亲家庭或者家境不好的家庭以及不

合群的人中，少数是因为过于优秀遭人嫉恨而遭受排挤最后被霸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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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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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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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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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Figure 10. Bar diagram of a survey of people experiencing violence 
图 10. 对于遭受暴力人群调查条型图 

4.2. 防治现状 

通过智能化防治达到了以下成果：根据数据分析描绘出的被施暴者，施暴者以及旁观者的基本画像

来加以宣传，通过定期讲课的形式让家庭，学校，社会了解什么样的家庭环境，教育方式，社会氛围能

更有助于孩子的成长，避免成为校园暴力的受害者。对被害人进行心理疏导，了解被害人的家庭原生情

况，成长环境，性格特点。对症下药，帮助被害人走出心理阴影，其次要对施暴者进行心理探究，并且

同样了解他的原生家庭情况，成长环境以及性格特点。探究他施暴的原因，另外，对于一些内心敏感，

原生家庭并不和谐的施暴者，要更加以引导的方式进行咨询。通过与法院和公安对接数据来通过大数据

搜索记录并统计每年的校园暴力的次数并画出逐年的校园暴力递增递减图以及其他类似辅助图像，此外

根据大数据搜索以及心理咨询来构建被施暴者，施暴者以及旁观者的基本画像，尤指原生家庭，成长环

境以及性格特点。被害人在受到校园暴力需要紧急帮助时提供相应的救助。与学校，警方，政府进行良

好沟通后在出现校园暴力情况下进行及时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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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智能化防治体系建设 

5.1. 数据库 

软件开发利用调查研究数据结果综合分析智能化防治是最好也是最优的选择。经过后台的数据输入

能够进行统计与处理，方便及时做出施暴者画像以便于即时防治有施暴者倾向的学生并且给予引导。同

时我们的问题多元化可以从多方面了解施暴者的全貌。如图 11 所示。 
 

   
Figure 11. Database developed by the group and targeted questionnaires 
图 11. 本小组开发出的数据库以及针对性问卷 

5.2. 平台建设 

设置了小程序以及相关部门帮助受害者面对霸凌，并且进行心理辅导。目前程序有四个功能已经可

以完全正常使用同时后台也可以即时反馈数据。以下就以施暴者自救问卷的调取数据过程为例来展示平

台建设的完整性以及便捷性。如图 12 所示。 
 

 
Figure 12. Construction of the platform developed by this group 
图 12. 本小组研究出的平台的建设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11330


郑薇 等 
 

 

DOI: 10.12677/ae.2023.13111330 8619 教育进展 
 

可以看到，我组开发的小程序可以轻松的将数据从繁杂的问卷记录中调出。既节省了开发小程序的

成本，又增加了小程序的便利性。 

5.2.1. 防治方法 
通过学校以及家庭的思想教育实现家校联合而不是让双方处于分离的状态这样有利于进行防治。同

时定期开展讲座给学生们普及校园暴力的相关知识并且组织相关活动让学生知道校园暴力是危害行为，

降低发生率。以及，设置线上救助平台，帮助受害者勇敢反抗，减少抑郁情绪。第二，设立全新的教育

模式，让双方互换角色，让施暴者也感受到被霸凌者的感受，使其感同身受避免二次霸凌出现。第三，

建立互助小组，实行结对子交朋友的策略，让受害者“抱团取暖”帮助其早日走出阴影。第四，及时对

在校老师展开讲座，使用浅显易懂的言语将校园暴力的危害深入每一位教师的内心当中，让老师也成为

防治校园暴力的“主力军”。 

5.2.2. 防治结果 
目前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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