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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以366名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校园欺凌调查问卷》《自尊量表》《中学生亲子关系问卷》《法

律认知量表》探究中学生发生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校园欺凌卷入程度存在显著性别差异

和年级差异，校园欺凌卷入程度：男生 > 女生；高一 > 初二 > 初一，校园欺凌卷入程度与个体自尊

情况两者呈显著负相关。2) 校园欺凌卷入程度与法律认知情况、亲子关系情况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3) 以卷入欺凌程度为因变量，以其他三个量表数据为自变量做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回归效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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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used 366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d the “Campus Bullying 
Questionnaire”, “Self-Esteem Scal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Ques-
tionnaire” and “Legal Cognition Scal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chool bullying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and 
grade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of school bullying, and the degree of school bullying involvement: 
male > female; In the first year of high school > the second year of junior high school > the firs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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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junior high school; the degree of involvement in school bullying and individual self-esteem was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2) The degree of involvement in school bullying is signifi-
cantl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legal cognition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3) The regres-
sion model was based on the degree of involvement in bullying and the other three scale data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gression effect was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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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Dan Olweus 在《校园侵害行为：施虐者与替罪羊》一书中明确提出欺凌行为的定义以来，校园欺

凌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1]。研究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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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校园欺凌行为应采取“零容忍”态度[2]。以往研究主要从个体、家庭、学校、

社会文化中的某一因素出发来探究其与校园欺凌的关系。如李佳洋等人探讨了父母在防治校园欺凌中的

角色与责任[3]。张文娟从个体的性格、自我认知等方面来探讨影响欺凌行为生成的因素[4]。刘炎从同伴

关系、同伴力量等角度探讨同伴友谊质量在校园欺凌中的调节作用[5]等。任海涛等人从法律角度界定校

园欺凌概念及其法律责任[6]，以及邹贺等人从法律治理角度探讨校园欺凌[7]等。综上所述，以往研究多

以单一视角探讨校园欺凌，而欺凌行为的发生往往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因此本文综合个体、家庭、社会

等角度，试图通过探讨几者之间关系，为校园欺凌行为的预防提供建设性意见。家庭因素主要从亲子关

系探究其对孩子卷入校园欺凌程度的影响。个体因素主要从个体自尊水平高低、性别、年级进行探究。

学校、社会文化因素创新地从个体的法律认知水平进行探究，本研究对影响因素既有质的分析也有量的

分析。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浙江省某两所中学的中学生为研究对象，共计 383 人参与了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366 份，其中初

中生 183 人，高中生 183 人，总人数中男生 225 人，女生 141 人，被试年龄在 12~17 岁之间(M = 14.68；
SD = 0.82)。 

2.2. 研究工具 

1) 校园欺凌调查问卷 
采用自编量表，在温州市某几所中学发放并测试信度和效度，测试可行后，后续再发放此问卷进行

调查。采用五级评分制，分数越高则代表卷入校园欺凌的程度越高。在本次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值为 0.918，适用于本研究的样本。 

2) 自尊量表 
采用 1965 年罗森博格(Rosenberg)编制的用于个体自尊和自我容忍的一般评估的量表，用以评定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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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于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受，得分越高代表的自尊程度水平越高。在本次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值为 0.839，适用于本研究的样本。 
3) 中学生亲子关系问卷 
采用吴继霞等人编制的中学生亲子关系问卷，采用五级评分制，分数越高则代表亲子关系越好[8]。

在本次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值为 0.821，适用于本研究的样本。 
4) 法律认知量表 
采用徐淑慧编制的量表，共有 15 个题目，采用五级评分制。分数越高则代表个体的法律认知水平越

好[9]。在本次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值为 0.880，对本研究的样本的适用性较为良好。 

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数据均采用 SPSS 18.0 软件，对回收的有效数据进行方差分析、t 检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校园欺凌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分析 

3.1.1. 校园欺凌在性别上的差异分析 
校园欺凌在性别上存在差异，进一步分析可知：卷入校园欺凌的程度男生大于女生(t = 4.247，P = 

0.000 < 0.01)，具体结果见表 1。 
 

Table 1. Table of t-tests for sex 
表 1. 性别的 t 检验情况表 

性别 人数 均值 标准差 t 值 P 

男 225 3.42 0.561 4.247 0.000 

女 141 2.76 0.353   

3.1.2. 校园欺凌在年级上的差异分析 
校园欺凌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P = 0.000 < 0.01)，进一步分析可知：卷入校园欺凌的程度高一 > 初

二 > 初一，具体结果见表 2。 
 

Table 2. Variance analysis table for grades 
表 2. 年级的差异分析表 

 N M SD F P 

初一 90 2.55 0.740 138.176 0.000  

初二 93 3.21 0.092   

高一 183 3.49 0.333   

3.1.3. 不同年级及性别的学生的校园欺凌程度方差分析 
将年级、性别作为自变量，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说明不同年级、不同性别的学

生卷入校园欺凌程度有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年级越高，卷入校园欺凌的程度越高，男生卷入校

园欺凌的程度大于女生。年级和性别的主效应明显(P < 0.05)，年级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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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Analysis of the degree of bullying in schools of students of different grades and genders 
表 3. 不同年级及性别的学生的校园欺凌程度方差分析表 

差异来源 SS df MS F 

年级 5909.346 2 2954.673 17.091** 

性别 1128.068 1 1128.068 6.525* 

年级*性别 225.627 2 112.813 0.653 

误差 64483.765 373 172.879  

总差异 74771.789 378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3.2. 校园欺凌与自尊、亲子关系、法律认知的相关分析 

如表 4 所示，对校园欺凌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个体自尊情况、法律实践认知、法律知识认

知、法律价值认知、法律权利义务、理解沟通、苛责干涉、喜爱尊重、成长宽容与校园欺凌卷入程度呈

非常显著的负相关(P < 0.01)。 
 

Table 4. Degree of bullying in school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table of variables 
表 4. 校园欺凌程度与各变量的相关分析表 

 欺凌 
程度 

个体 
自尊 

法律实 
践认知 

法律知 
识认知 

法律价 
值认知 

法律权 
利义务 

理解 
沟通 

苛责 
干涉 

喜爱 
尊重 

成长 
宽容 

欺凌程度 1          

个体自尊 −0.446** 1         

法律实践认知 0.029 −0.004 1        

法律知识认知 −0.122 0.219** 0.294** 1       

法律价值认知 −0.238** 0.085 0.234** 0.384** 1      

法律权利义务 −0.116 0.094 0.377** 0.440** 0.574** 1     

理解沟通 −0.276** 0.246** −0.024 0.113 0.262** 0.225** 1    

苛责干涉 −0.328** 0.201** 0.002 0.089 0.154* 0.268** 0.459** 1   

喜爱尊重 −0.300** 0.238** −0.019 0.109 0.337** 0.351** 0.687** 0.392** 1  

成长宽容 −0.261** 0.194* −0.013 0.033 0.294** 0.314** 0.674** 0.419** 0.772** 1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3.3. 自尊、亲子关系、法律认知对校园欺凌的分层回归分析 

以欺凌总分为因变量，将性别、年级作为控制变量首先纳入(模型 1)，自尊总分在此基础上进入(模
型 2)，法律认知的四个维度再进入(模型 3)，亲子关系四个维度进入(模型 4)，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已验

证研究观测值之间相互独立(Durbin-Watson 检验值为 1.910)，最终模型(模型 4)纳入所有变量，具有统计

学意义 R2 = 0.317，F (4, 153) = 3.019 (P < 0.05)，调整 R2 = 0.268。仅增加自尊总分变量(模型 2)后，R2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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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0.2，F (1, 161) = 40.841 (P < 0.01)，具有统计学意义。仅增加法律实践认知、法律知识认知、法律价

值认知、法律权利义务变量(模型 3)后，R2值增加 0.050，F (4, 157) = 2.663 (P <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仅增加理解沟通、苛责干涉、喜爱尊重、成长宽容变量(模型 3)后，R2值增加 0.054，F (4, 153) = 3.019 (P 
<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见表 5。 

 
Table 5.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chool bullying 
表 5. 校园欺凌影响因素的分层回归结果 

进入顺序 R2 调整的 R2 ΔR2 F P β t P 

 0.014 0.002 0.014 1.151 0.319    

年龄      0.084 1.073 0.285 

性别      −0.079 −1.01 0.314 

第一层 0.317 0.268 0.303 7.555 0.000    

自尊总分      −0.375 −5.236 0.000 

法律价值认知      −0.235 −2.743 0.007 

法律权利义务      0.154 1.591 0.114 

法律知识认知      −0.024 −0.281 0.779 

法律实践认知      0.009 0.121 0.904 

理解沟通      0.020 0.201 0.841 

苛责干涉      −0.217 −2.777 0.006 

喜爱尊重      −0.097 −0.833 0.406 

成长宽容      −0.002 −0.014 0.989 

4. 讨论 

4.1. 个体因素在校园欺凌中的作用  

校园欺凌的性别方差分析发现，男生卷入校园欺凌的程度大于女生。本次调查结果与 Mok M 等人研

究结果一致[10]，因此需要对不同性别的学生给予关注，从而从性别角度提出一些防治校园欺凌的有效策

略。 
根据不同年级卷入校园欺凌程度的方差分析结果可知，个体卷入校园欺凌程度：高一 > 初二 > 初

一，因此推测高年级卷入校园欺凌的概率更大，本研究结果与 Olweus 等人报告的欺凌随着年级的增加而

降低的结果相反[1]，与 Hartung 等人报告的欺凌在年级上没有差异的结果也不同[11]。可以关注不同年级

学生的身心健康发育，找寻他们之间的差异，降低有其他因素的干扰，后续研究在这一面还需要更严谨

的设计与考虑。 
从上文的相关分析中可知个体自尊情况与校园欺凌卷入程度呈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即自尊水平越高

的学生，卷入欺凌的可能性和程度越小，与乔琳琳等人报告的自尊心高出现欺凌行为少的结果一致[12]，
肖彩燕在其报告中也指出：自尊在同伴接受与受欺凌者/欺凌者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13]。因此，我们应

该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提升其自尊水平，为减少其卷入校园欺凌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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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亲子关系在校园欺凌中的作用 

亲子关系的四个维度：理解沟通、苛责干涉(反向计分)、喜爱尊重、成长宽容与欺凌程度均呈显著负

相关，即表明亲子关系越好的个体越少卷入校园欺凌。进一步分析可知：苛责干涉与欺凌的相关系数最

高(r = −0.328**)，次之为喜爱尊重(r = −0.300**)，理解沟通与成长宽容相关系数相近(r = −0.276**，r = 
−0.261**)。郭勇等人在其报告中指出：孩子在只满足孩子基本生活需求，而没有提供安全和支持性的相

互依赖的成长环境中成长，容易产生校园欺凌[14]。李佳洋等人也指出有效的沟通、细心关注孩子生活等

都是有效预防校园欺凌产生的途径[3]。家庭不仅是提供物质支持的场所，更是给予孩子安全感和相互依

赖的港湾[15]。良好的家庭氛围可以通过影响人际适应进而影响青少年校园欺凌的发生[16]。因此，良好

的家庭教育及亲子关系是防治校园欺凌的解决途径之一[4]。为了让孩子与家长间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父母要注重自己的教养方式，与孩子有效沟通，给予孩子支持和安全感，并关注孩子的日常变化，防微

杜渐。 

4.3. 法律认知程度在校园欺凌中的作用 

以往研究更多的是从防治校园欺凌相关法律较少的角度出发[6]，或是从界定校园欺凌的法律概念出

发[7]，本文创新地引入法律认知程度，法律认知的四个维度：法律实践认知、法律知识认知、法律价值

认知、法律权利义务，其中法律价值认知与校园欺凌程度呈显著负相关(r = −0.328**)，其他三个维度与校

园欺凌也均存在相关，且分析表明法律认知程度高的个体越少卷入校园欺凌。法律的普及、法治的社会

环境，有利于儿童提高法律认知，增加对法律的了解和敬畏，从而遵守法律、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从

而其可以降低校园欺凌卷入程度，降低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营造良好氛围。 

5. 结论 

1) 性别和年级在校园欺凌卷入程度上有显著差异，卷入校园欺凌程度：高一 > 初二 > 初一，男生 > 
女生。年级和性别的主效应明显，交互作用不明显。 

2) 个体自尊、法律价值认知、亲子关系与卷入欺凌程度均呈显著负相关。 
3) 以卷入欺凌程度为因变量，以其他三个量表数据为自变量做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回归效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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