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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attention of bullying on campus, the urgency of correcting the deviant beha-
vior of adolescents has gradually emerged. Adolescent deviant behaviors refer to any thoughts 
and behaviors that appear in the process of growing up and may deviate from social expectations 
and violate laws or ethic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re is much new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adolescent deviant behavior modification.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causes of adolescent deviate behavior and modification methods. Furthermore, combined with 
some empirical studies for different groups, we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control of adoles-
cent deviant behavior, especially the network deviat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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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校园欺凌现象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有关青少年偏差行为矫正的迫切性逐渐突显出来。青少年偏差行

为是指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可能背离社会期望的，触及法律或道德规范的行为。随着科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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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有关青少年偏差行为矫正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本文主要论述了青少年偏差行为的成

因和矫正方法，同时结合近年来针对不同群体的实证研究，为青少年偏差行为的控制，尤其是网络偏差

行为的控制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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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学将偏差行为(deviant behavior)定义为个体违反或偏离社会价值观的行为，也指触犯法律或道德

规范的行为，也可称之为越轨行为(王园园，2017)。根据行为后果的严重程度，将偏差行为分为初级和次

级偏差行为，前者偏离程度较低，不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后者偏离程度较高，包含了所有违反法律

或社会文化习俗的行为，会使行为主体遭受相应的惩罚和制裁(Rutter, Mercuro, Giller, & Hagell, 1998, 
1998)。王明月(2019)将青少年偏差行为界定为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可能背离社会期望的，触及法律或

道德规范的思想和行为，如吸烟、网瘾、作弊、辱骂、逃学旷课等不良行为，而诸如网络成瘾等行为又

会导致青少年在学校和家庭中表现出更多的生理和心理问题(李玉莲&刘衍玲，2017)。 
Ayorinde 和 Adegboyega (2017)研究发现，由于身体和自我意识的发展成熟，矛盾的情绪特征以及性

欲的萌芽导致初中阶段成为青少年偏差行为频发的时期。外界的挫折和困境加之强烈要求独立的人格导

致青少年更容易感到孤独无助，情绪得不到正确的表达和发泄。严重的将引发极端的性格缺陷，例如暴

躁、狂妄、自大、孤僻等(苗乔乔，2016)。这些偏差行为同样造成了不良的同辈群体关系以及亲子关系，

进而引发学业适应问题，致使青少年产生自我怀疑，同一性混乱，反过来又加剧了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发

展(杜光速，2018)。 
校园欺凌现象近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青少年时期作为个体发展的特殊阶段，由于心理上的不成

熟，容易在生活学习中产生各种冲突和问题，难以使用恰当的方法和手段解决这些问题，致使了偏差行

为的产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关青少年偏差行为矫正的研究随之丰富起来。青少年时期，身体和

心理的发育，使之更容易受到自身和外界环境的影响，而产生偏差行为，亟需采用多种方法手段对青少

年偏差行为进行矫正。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概述了青少年偏差行为产生的原因；其次，

简述了近年来常用的矫正方法；最后，结合近年来针对不同群体的实证研究，提出了控制青少年偏差行

为的建议。 

2. 青少年偏差行为的成因 

2.1. 个人因素 

苗乔乔(2016)指出青少年偏差行为形成的个人因素主要表现在自我同一性混乱，自我意识高涨以及归

因错误等方面。进入青春期，虽然青少年时期是自我意识发展的第二个飞跃期，但他们往往更注重自身

情绪情感的表达，加之个性上的主观偏执性，多数个体难以很难形成客观准确的自我评价，同时影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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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人情绪情感的理解和感受，容易将自己的情绪自我中心性地错误归因于他人，以盲目的方式处理人

际关系，进而影响其偏差行为的产生。 
此外，也有研究者认为青少年生理和心理发展的不成熟导致其性格品质上的矛盾性、两面性，既细

腻敏感又狂躁易怒，心智缺乏稳定性，在学习和生活中更容易出现叛逆行为(杜光速，2018)。有研究者考

虑到了青少年的主观能动性与环境适应，认为主观能动性较差的青少年更易出现偏差行为，进而导致在

适应易变的环境以及解决各种成长困扰时出现问题，使得内心需要得不到真正的满足，加大了偏差行为

发生的概率，在自身与环境的互动中形成了恶性循环(王明月，2019)。 

2.2. 家庭因素 

家庭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青少年的偏差行为。从家庭的角度来说，家庭结构变化，家庭经济状况，

家庭氛围以及是否存在家庭暴力都会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进而影响其行为表现(费梅苹，2010)。家庭

结构不完整、原生家庭或过于复杂的家庭结构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青少年情绪情感上缺乏安全感或对

自我的错误认识等问题；家庭经济状况不佳会影响青少年的身体发育和健康成长，同时容易引起夫妻矛

盾进而引发亲子关系问题，影响青少年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冷漠不和的家庭氛围或家庭暴力也会对青少

年的身心发展带来不良影响，使其长期处于恐惧和压力的环境之中，容易导致偏差行为和严重的心理问

题(王明月，2019)。 
从父母的角度来说，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价值观，父母的行为举止，父母教养方式也会潜移默化地

影响青少年的偏差行为(杜光速，2018)。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价值观会影响青少年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而父母的行为举止会影响青少年的行为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青少年对法律、道德规范和社会文化

习俗能否有正确的认识，能否以正确的方式践行。此外谢夏莹(2017)的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直接决定了

青少年行为表现。相比于民主型的教养方式，溺爱型、忽视型、专制型的父母教养方式不利于青少年行

为发展，更有可能使青少年产生偏差行为。 
此外，亲子互动以及亲子关系也会影响青少年对父母和家庭的认同。近年来有研究通过定量分析的

方法考察了青少年对父母的依恋程度与其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青少年偏差行为的产生与青少

年同父母之间的依恋程度（或实际互动情况）有关，对父母依恋越深，与父母的互动越积极，偏差行为

产生的风险越低(刘江，2016)。 

2.3. 学校因素 

青少年时期，学校生活不仅为青少年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知识，也为他们创设了社会互动的情境。在

学校生活中，青少年不仅会受到学校环境的影响，还会受到老师以及同辈群体的影响。学校的教学目标，

教学方法，评价机制以及奖惩机制都会影响青少年对偏差行为的正确理解，同时校园周边环境也会影响

青少年对不良行为的模仿。其次，教师的专业水平，教育观念及自身素质也会影响青少年的教育，决定

了青少年的偏差行为能否得到及时的纠正(王明月，2019)。最后，刘江的研究证实同辈群体对青少年偏差

行为有显著影响，同辈群体中偏差行为越多，青少年与之接触越多，产生偏差行为的风险就越高(刘江，

2016)。 

2.4. 社会因素 

随着中国发展进入了转型期以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青少年的行为发展必然会受到社会和网络传媒

的影响。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的关键问题是社会准则和道德标准的落后，整个社会文化习俗还未能适应

经济和价值观念的革新。评价体系的欠缺使得青少年更容易在不确定的处境中做出错误的选择。由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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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阅历的缺乏，社会舆论和热点问题更容易影响他们的价值观，盲目地效仿他人的偏差行为。此外，

社会文化也会影响青少年对社会互动和偏差行为的认识，在社会化过程中，文化对比以及文化冲突给青

少年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影响其观念和行为的转变。近年来，社区心理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研

究者更加注重社区环境对心理疾病治疗以及行为矫正的重要作用。良好的社区环境可以使得社区成员与

社区建立起一定的联结，帮助社区成员明辨是非，改善生活质量。不良社区环境等亚文化会间接影响青

少年的生活环境，导致其行为表现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更多的偏差行为(库少雄，2016)。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网络和大众传媒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更加快捷的信息获得渠道。但这也为青

少年的教育增添了新的难题。青少年的网络偏差行为就是其中的一种，这种行为虽未触犯法律或导致犯

罪，但网络的虚拟性为青少年的情绪发泄提供了方便，容易导致网络暴力、言论不当、侵犯他人利益等

网络偏差行为，这种非理性化的网络使用行为即网络偏差行为(白雪静，2019)。由于网络偏差行为具有形

式复杂、传播快速和信息虚拟等特点，更容易对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 
青少年的偏差行为还有可能是上述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在考察青少年偏差行为的成因时，

既要重视上述因素各自的影响，还应充分重视它们的共同作用，以便对青少年偏差行为的成因有更全面

的认识。 

3. 青少年偏差行为矫正方法 

3.1. 社会工作 

随着 20 世纪初期社会工作在我国发展起来后，全国各城市都在尽力推动社会工作与本地区特点相结

合，解决当地面临的实际问题。目前一般认为主要有三种社会服务工作，即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

工作(范会娟，2017)。个案工作是指按照个别化原则，进行有针对性的社会服务工作；小组工作是指将具

有同种问题的个体组成小组，以小组活动的方式解决问题；社区工作是指以社区为单位，以社区居民为

服务对象，调动社区的力量进行社会服务。随着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的实践，在解决青少年偏差行为上

提供了多种可操作性方案，促进了近年来社区工作的构建实施。 

3.1.1. 个案工作 
个案工作是社会工作主要方法之一，是指社会工作者运用科学的专业知识和技巧，以个别化的形式

为困境中的家庭或个人提供各种支持与服务的过程。它可以针对青少年不同的问题和特点，因人而异地

去制定最符合青少年的介入方案，进而深入细致地去开展服务。因此，运用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方法去

矫正青少年偏差行为具有可取之处(张丽莎，2018)。例如，通过评估青少年偏差行为产生的原因，同时评

估青少年周边可以利用的各种资源，为青少年制定符合其特点的介入方案，进行定期的个案活动。但徐

文清(2018)指出了目前青少年个案工作中的本土实践困境，包括实务过程和结构性困境，建议从工作原则、

工作方法、工作程序以及工作者角色等四个方面进行整合。 

3.1.2. 小组工作 
小组工作是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的方法和技巧为具有相似情况的人群开展的专业服务，在青少年偏

差行为的矫正中，存在很多具有相同的偏差行为或相似问题的青少年，将吸烟群体、逃学群体、网瘾群

体、校园欺凌群体找出共性进行分类，便可通过运用集体的力量解决问题(谢夏莹，2017)。很多青少年由

于在价值观上产生误区才会导致他们做出欺凌弱小的偏差行为，通过策划小组活动能够使他们了解彼此，

加强互动沟通能力，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学会理解他人，养成合作、互助的精神，在改善同学关系的

基础上矫正其偏差行为。小组工作的重点在于解决青少年存在的共有偏差行为问题，因此在个性化和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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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上不如个案工作，因此实际实施过程中可以采用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相结合的方式，有效改善个性

以及共性的问题。 

3.1.3. 社区工作 
社区工作是以社区和社区居民为主，通过发动和组织社区居民参与集体行动，确定社会的问题与需

求，动员社区资源，争取外力协助。通过培养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强社区凝聚力(巨东红&邓

玮，2009)。运用各种专业技巧营造出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区环境，同时培养青少年亲社会态度。

以社区活动为主要形式，搭建多种社区平台，如青少年辅导中心，社区阅览室，社区运动场所等，既服

务于有偏差行为的青少年，也涉及社区其他青少年。社区工作的重点在于为青少年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

构建和谐的邻里关系，有助于为青少年搭建“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全方位矫

正和预防其偏差行为。由于针对的受众群体较广，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更注重整体性的改善效果。 

3.2. 新媒体技术 

新媒体被定义为在与大众平等沟通交流的基础上传播符合受众需求的个性化信息的大众媒体(黄圆

圆，2017)。区别于传统媒体，新媒体技术利用到了更多的网络媒介和信息处理手段，因此涵盖了更多传

统媒体所不具备的新的传播作用，如支付宝、QQ、微信、微博、人机交互等。将新媒体技术引入偏差行

为的矫正研究中，充分利用新时代的网络资源和信息资源，发挥网络和信息技术在行为矫正中的积极作

用。张南(2015)提出，通过网络以文字形式开展心理咨询，具备隐秘、语言信息完整、多样、精确、记录

完整、容易保存等特点。黄圆圆(2017)的研究中应用了新媒体技术，充分发挥了其在青少年偏差行为矫正

中的作用，坚持新媒体用于偏差行为矫正的原则，利用科学方法，成功保证了矫正工作的实施。 

4. 青少年偏差行为矫正的实证研究 

4.1. 流动人口青少年偏差行为矫正 

巨东红和邓玮的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理论，采用社会工作的方法对流动人口青少年的偏差行为进行矫

正，从多个方面提供社会支持，解决其在社会适应和互动中存在的问题。从个人层面，群体层面和社区

层面进行了干预介入。将学校–社区–家庭三者相结合，不仅解决了个体的逃学、叛逆等偏差行为，而

且培养了教师的专业性和关注技巧，同时新增了不同类型的社区活动，对社区工作进行了辅导，研究结

果初见成效(巨东红&邓玮，2009)。但未来研究还应该将有针对性的服务计划，专业的干预人员以及全方

位的支持系统作为解决流动人口青少年偏差行为的重心工作。 

4.2. 城中村青少年偏差行为矫正 

王江民的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理论，采用小组工作的方式对深圳市某城中村社区青少年的偏差行为进行

矫正，介入之前收集青少年的背景资料，以便对介入之后的效果进行评估。小组工作分为五次课程，在课

程中，组员能够积极配合，互帮互助，并在合作中初步理解了行为评判标准，能够有意识地认识到偏差行

为并愿意尝试改正。在小组课程结束后，学会了团结友爱，也能更积极地融入到班级学校中，促进了其社

会功能的恢复和提高(王江民，2014)。因此，对于城中村青少年偏差行为的矫正应注重其观念的转变和正

确认知方式的培养，同时提升父母素质，倡导父母融入到社区活动中，构建社区良好风气和文化。 

4.3. 单亲家庭青少年偏差行为矫正 

范会娟的研究基于 ABC 理论、社会支持理论以及生态系统理论，采用个案工作的方式对单亲家庭青

少年偏差行为进行矫正。针对个体的偏差行为主要表现在缺乏关爱以及错误的认知方式上，从家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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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学校三方面进行干预。家庭层面主要采用了布置家庭作业，负强化以及“自我表达”需求训练等方

法；社区层面主要采用了举办生日会，建立新友谊以及参加社区活动等方法；学校层面主要采用了职务

任命的方法。结果有效改善了个体存在的偷窃偏差行为，解决了困扰该单亲家庭的青少年偏差行为问题

(范会娟，2017)。 
张丽莎(2018)基于赋权理论和 ABC 理论，采用小组工作的方式对单亲家庭青少年偏差行为进行矫正。

选取了 10 名单亲家庭的青少年，通过小组活动引导青少年进行帮助和自助，通过合理情绪疗法帮助改变

其错误的认知和信念，通过赋权理论帮助其发现自身优势，更深入的了解自己。在活动过程中，青少年

的偏差行为得到了部分解决，培养了其处理困境的自信心和能力，促进了他们的社会适应。可见，由于

家庭结构的改变对青少年心理造成的影响和困扰应得到社会更多的重视，在加强社会工作服务的同时，

注重对其心理问题的干预和治疗。 

4.4. 青少年网络偏差行为矫正 

王苗苗，相青，常瑞华和宋玉萍的研究发现，男生的现实偏差行为和网络偏差行为都显著高于女生。

这说明不仅在现实中要对男生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加以重视，更应该加强对其网络行为的监管。

而现实中的生活事件会影响到个体的现实偏差行为和网络偏差行为，自我控制能力在其中起中介作用(王
苗苗，相青，常瑞华，&宋玉萍，2016)。说明对青少年网络偏差行为的矫正，不仅要加强日常生活中的

网络道德教育，父母及教师的引导，同时要注重提高青少年自身的自我控制能力。这样才能发挥外部生

活事件和自我控制能力两方面的作用，更好地改善青少年的网络偏差行为。李玉莲和刘衍玲(2017)总结了

针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医学、心理和教育等干预方法，并着重强调了体育干预和教育游戏干预等方法，

说明了行为矫正可以从多角度进行考虑和干预，发挥各方面可利用的优势。此外，网络监管机制以及社

会打击力度都要进一步地提升，做好预防和控制工作。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为青少年的网络行为提供

正确的示范。 

5. 未来研究展望 

目前现有研究大多局限于某一种方法或某几种方法的结合，干预内容较传统，未来研究应该考虑在

最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服务方案进行改进。基于此，对于青少年偏差行为的控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第一，提高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有研究表明，加强体育锻炼能降低青少年偏差行为发生的

可能性，但这种作用要通过青少年的自我控制来实现(李娜，洪丝语，胡广富，颜春辉，彭聪，&许昭，

2018)。说明了提高自我控制能力的重要性，父母和老师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对青少年自我控制的训练，

多安排相应的活动；第二，增加积极的亲子沟通。良好的亲子关系和积极的亲子互动能帮助青少年以正

确的认知方式进行思考。Murphy，Laible 和 Augustine (2017)指出父母通过沟通向子女传输积极的经验和

思想，能够减少青少年的偏差行为；第三，加强教师的监管作用。由于青少年时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学

校度过，因此要加强教师的专业性和对学生生活学习的关注度，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及时发现并纠正青少

年的偏差行为(Ertesvåg, 2016)；第四，注重同伴的结交。同辈群体的偏差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青少年

的行为习惯和倾向，邓小平，徐晨，程懋伟和张向葵(2017)的研究表明青少年早期和中期更易受同伴偏差

行为的影响，而中晚期更偏向基于偏差行为的相似性选择朋友。这说明防止结交不良的同伴对整个青少

年时期都具有重要作用；第五，创设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目前尚未有研究从文化的角度试图对青少年

偏差行为进行干预，然而，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不仅能为青少年创设积极向上的环境，也能培养其各方

面的素养，对社会道德有更现实的认知。加强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播和教育，让青少年在文化中注

重自身发展，有利于其偏差行为的预防和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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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青少年偏差行为的控制应集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在对青少年的教育问题上增加对德育的关

注和自身素质的培养，构建健全的社会支持网络，利用新媒体的优势为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提供更多切实

可行的建议。例如，通过微信公众号推文，传播正确的教养方式和优秀的教育方法，通过视频和公开课

了解更多青少年问题的干预方案等。在社会范围内形成健康向上的风俗文化，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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