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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校园欺凌的问题愈发突出，文章以社会生态系统为理论背景，旨在从理论研究与实践

探索上丰富有关校园欺凌问题的研究与探讨。研究发现，校园欺凌有着复杂的影响因素，个体行为失控、

教育主体失职、社会意识形态失衡均是欺凌行为产生的极为重要的社会生态因素。为此，针对性地从学

生个体、教育群体、社会意识多向层面提出校园欺凌的预防机制，尝试建立一个学生个体能动高防范、

多元主体教育强联手、文化法律保平安的校园欺凌预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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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problem of school bullying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
nen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social ecosystem, this paper aims to enrich the re-
search and discussion on school bullying from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It is 
found that bullying in schools has complex influencing factors. Individual behaviors out of control, 
educational subjects’ failure, and social ideological imbalance are all important social-ecological 
factors in the production of bullying behavior.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a prevention me-
chanism for school bully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students, educational groups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It attempts to establish a school bullying prevention mechanism in which in-
dividual students can take high precautions, multiple subjects can work together strongly in edu-
cation, and culture-law can ensure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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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校园欺凌现象层见叠出，而且有着愈演愈烈的态势。Olweus (1993)提出，“当一名学生

长期和反复受到另一名多名学生的消极对待，这个学生就受到了欺凌”，并且指出了蓄意伤害性(intention 
toharm)、重复发生性(repetition)、力量不均衡性(imbalance of power)三个界定性特征[1]。它作为一种社会

产物，不仅仅与学生或学校相关，而且关系整个宏大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如果不给予其重视且妥善处理，

会直接影响学生、家庭、学校、社区等多个社会系统并诱发各种矛盾和问题，从而危害社会的整体健康

发展。本文以社会生态系统为理论视角，在掌握我国校园欺凌的基本状况上，对校园欺凌进行影响因素

分析，并具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方法与思路，从而达到对校园欺凌的有效预防。 

2. 校园欺凌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2.1. 青少年校园欺凌基本情况及预防 

我国青少年校园欺凌的基本情况主要如下：一方面，校园欺凌现象俨然存在。甘肃省的教育科学“十

三五”规划课题组中，以中老年教师的视角对我国校园欺凌近 40 年来的变化进行研究，发现 20 世纪 80、
90 年代的校园欺凌鲜有发生，仅占比 18.7%，而进入新时代，尤其是 2010 年后，校园欺凌以愈演愈烈的

态势频现[2]。此外，我国四省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 PISA 20181 校园欺凌测试的最新数据显示[3]，
我国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的情况为 18%，虽然这个数据低于 OECD 国家的 23%，但仍然可以发现，我国

校园欺凌的现象普遍存在的事实[4]。另一方面，校园欺凌现象愈发复杂。近年来我国社会结构的各个部

分发生不同速度的变化，影响校园欺凌的因素也愈加复杂多变。基于 PISA 2018 对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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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ISA 测试是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评估青少年在校学习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每隔三年进行一次测试。经过检验，

我国 PISA2018 测试的克隆巴赫信度系数为 0.84，具有较高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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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以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学校层面为主要控制变量，发现性别、留级经历、父母、

学校以及同辈群体等均对校园欺凌有着显著性影响，其中，学校归属感与校园欺凌的回归系数高达 0.229 
[5]。校园欺凌的背后隐藏着广泛复杂的影响因素，为防治校园欺凌带来了巨大挑战。因此针对多种环境，

建立一个综合性防治校园欺凌的有效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2.2.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及其特质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最早由 Bronfenbrenner 提出，他在 1979 年出版的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
opment: Experiment by Nature and Design 中提炼出了著名的社会生态系统模式：个体处于四个系统当中，

依次分别为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以及宏系统[6]。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发展至今，其主要强调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交互关系，即将人类行为置于一定

的环境情境中进行研究，用系统的方法分析人们的行为或社会现象，因此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学、心理学

等学科当中复杂问题的研究。其具有以下特质：① 全面性，由于其注重对多个系统的研究，把人们所处

的系统嵌入到其他不同的但与之相关联的系统之间，因而往往能把某个问题或某种现象进行全面的、彻

底的剖析，最后得出较为清晰的理解和判定。② 综融性，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往往能以其包容开放的态势

融合其他理论，从而对问题或现象进行更深入的探究。③ 互动性，其关注个人成长与环境的关系，即强

调个体与环境的互动性，相信人与环境能够很好地相互调适。④ 普适性，其所能够探讨的现象涉及面之

广、包含量之大，且能从客观世界中简化和概括复杂的经验事实，并将此凝聚归类，因而具有普遍的指

导意义。 

2.3. 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研究青少年校园欺凌的优势 

一方面，社会生态系统视角研究青少年校园欺凌具有结构优势。朱琳、齐华栋等提出的校园欺凌产

生中的社会生态系统为例[7]，将巢状结构的社会生态系统与校园欺凌行为当中涉及的各种复杂子系统进

行合并研究(如图 1)，不仅能对校园欺凌行为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的多层面剖析，明确校园欺凌产生的众

多影响因素，而且为防治校园欺凌提供了清晰可见的解决思路。 
 

 
Figure 1. Social ecosystem in the emergence of school bullying 
图 1. 校园欺凌产生中的社会生态系统 

 
另一方面，社会生态系统视角研究青少年校园欺凌具有视角优势。社会生态系统以“人在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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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视角，将人置于一定的环境情境中进行研究和理解。它关注着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

人与环境的调适互动是其核心问题(如图 2)。青少年是校园欺凌的行为主体，因此，此模式以青少年周围

环境的多样性资源为划分方式，侧重把影响青少年学习与生活的因素划分为三个系统，这三个系统层面

依次递进，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第一层面是最核心的微观系统，以青少年个体为主，研究其生理机能

变化及其引发的心理变化，同时抓住青少年的生命历程任务，关注其成长过程中的角色表现，重视其个

体胜任力的发展等。第二层面是中观层面的系统，这一层面主要关注青少年所处的“栖息地”，探究其

所在的物理及社会情境[8]，即家庭、学校、社区、同辈群体等，与青少年发生紧密联系的规模系统，这

些相关系统对青少年进行或遭受校园欺凌有着直接性影响，尤其体现在这些子系统的教育功能上。第三

层面是以意识形态构建而成的宏系统，包括文化规范、法律制度、价值观念等，Pinderhughes 认为，社会

生态系统观点需要着眼于了解个人所在的文化环境，不友善的文化环境会阻碍个人的发展和适应能力[9]，
因此，在当今社会环境复杂化之下，审视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可以为探究校园欺凌提供更多方向。 

 

 
Figure 2. Social ecosystem of adolescent bullying 
图 2. 青少年校园欺凌的社会生态系统 

3. 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青少年校园欺凌的社会生态系统”下能够发现，校园欺凌所涉及的相关系统，即微–中–宏观

系统，其基本单元的相关要素对校园欺凌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3.1. 个体因素：个体行为失控 

青少年对欺凌行为的发生有着主要控制权。个体行为失控是诱发校园欺凌的重要内部因素，而造成

青少年行为的失控又具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 
首先，身心变化上，青少年处于青春期，其心智仍不具成熟，行为处事往往带着不稳定的情绪，自

我控制能力尤为不足，对周围环境的调适不良。当个体思维未做好应对外界刺激的准备时，可能会产生

各种负面情绪，而这种不良情绪及心理引起的行为状态和参与校园欺凌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性。其次，

认知发展上，青少年时期是人们学习欲望最丰富的阶段，对新鲜事物的渴望与汲取能力往往比人生其他

阶段都要强大。在科技与互联网日益发达的如今，青少年能够接触的外界环境更加丰富广阔。当他们观

察电视、电子游戏、互联网等的媒介传递出来的暴力因素，发现与自身行为有很大的差异时，可能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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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定的好奇，进而会通过模仿学习来间接习得暴力行为。最后，生命周期上，生态系统观点中的生命

周期是指影响个体生活和发展的重要事件，往往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展开[10]。青少年生命周期是广

泛的，包括家庭、学校、社区等生态位置下随之发生变动的各种复杂历史事件，这样的事件可能是突发

的，可能是恶性的，也可能是长期的，在此类事件的影响下，青少年的个体行为容易发生改变，从而增

加滋生校园欺凌的风险。 

3.2. 群体因素：教育规模失责 

根据生态观点的假定，个人的生活功能发挥受到阻碍或损伤，不纯然是因为个人的偏差行为所致，

而是出自个人与环境间相互支持或互赖系统的不协调或功能不良所致[8]。家庭、学校、社区以及同辈伙

伴等规模群体是青少年成长发展中必不可缺的环境系统，也是青少年生活中最亲密的“栖息地”和最重

要的“人际关联”。面对校园欺凌愈演愈烈的现象，各规模群体责无旁贷，尤其在教育功能的发挥上。 
家庭是社会生态系统中最基础的教育单位，然而，一方面，现代家庭结构复杂化，如单亲家庭、重

组家庭等的出现，可能会导致家长角色效应的失效。长期的家长角色缺失，无法完成家长对孩子的监管

教育，也无法对孩子进行正确引导，更无法满足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情感需求，对孩子的成长发展十分不

利。另一方面，现代部分家长仍保留传统教育思想，对长远的家庭教育的意义缺乏深刻的理解。譬如，

有些家长给孩子灌输错误的思想观念，在受到欺负时鼓励孩子采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从

而为欺凌行为埋下了萌芽的种子。 
学校作为社会生态系统中最主要的教育单位，对校园欺凌负有重大责任。首先，随着校园欺凌的严

重化，许多学校都建立了对校园欺凌的防治机制，然而事实上，大多数管理防治机制形同虚设、僵化无

效。再者，校园欺凌大多发生在校园各种隐秘、偏僻角落，而学校对这些地方的安全做不到严格监管和

把控，如监控摄像设备陈旧、校园巡察力度不够、警示提醒不够明显等，无法形成长期的校园安全管控

模式。最后，学校的思想教育停滞表面，防治校园欺凌相关的课程教育被主要学科占据、校园心理辅导

室鲜少人知、“反校园欺凌”教育讲座缺乏新意、法制教育课程机械无趣等等，使得学校的校园欺凌教

育停滞不前，无法深入开展。 
社区作为社会生态系统中最庞大的教育单位，拥有极为丰富的教育资源。而在现实生活中，社区力

量介入校园欺凌却存在困境，比如教育资源分散、教育载体非专业、教育形式单一等等，都导致社区的

教育力量被忽视。Swenson 教授认为人的行为是源于家庭、团体、组织与社区的模塑而成的[11]，重视青

少年所处社区栖息地的机构组织、公共设施、信息渠道等一切正式或非正式支持，更能降低校园欺凌事

件的发生率。 
同辈群体作为社会生态系统中最特殊的非正式教育单位，其力量也不容忽视，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M.Mead 认为，同辈群体的影响甚至大到改变传统的文化传递方式的地步[12]。在青少年中，由于其年龄、

兴趣爱好、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地位等方面有更多接近之处，一旦彼此之间产生了某种连结点，

他们会有较高的心理认同感与归属感，其人际关联也会随之更加紧密。校园欺凌中“施暴者”与“旁观

者”的角色正是同辈群体通过具有“暴力认同”的连结点而凝聚在一起，他们彼此间的教育影响往往带

有欺凌的风险因素，从而促使欺凌行为愈演愈烈。 

3.3. 社会因素：意识形态失衡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大环境处于变动失衡的状态，校园欺凌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

必然会随着这一整体系统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在社会意识领域中，文化规范和法律法规是社会意识中极

其重要的两个因素，而这两种意识形态在校园欺凌的问题上处于失衡失序的状态，对校园欺凌这一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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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物产生了反作用。 
文化规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而当前一些不健康的文化肆意席卷着青少年的世界，如前些年流

行于各国青少年群体间的“蓝鲸自杀游戏”，他们为了赢得所谓的“游戏胜利”，盲目跟风地进行大规

模的群体自杀，一部分正处风华正茂之人“被洗脑”、“被迫害”。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扭曲了青少年

的“三观”，它所产生的欺凌行为是为了对他人进行引诱或胁迫而构建的。再者，专项法律的缺位，阻

碍了校园欺凌得到有效防治。就目前而言，我国对校园欺凌的重视程度具体体现在政府部门发布相关的

通知与指导意见，而在法治层面上，我国尚未建立专门针对校园欺凌的法律法规。当前校园欺凌的形势

越来越复杂，仅仅依靠《中小学幼儿安全管理办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刑法》等法律法规并不

足够，因为这些法律法规并没有对校园欺凌进行明确的界定以及责任划分，在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时容易

出现滞后性，对此，只有设立专项法律，才能有效地治理校园欺凌。 

4. 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校园欺凌的预防机制 

4.1. 发挥个体能动，提高预防意识与能力 

每个个体都是自身行为的主要操纵者，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对行为的操纵有着能动的选择权。因

此，预防校园欺凌，需要个体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不断提高预防的意识与能力。 
1) 青少年发挥个体能动性 
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体现在青少年对自我的调节与约束上，面对极其不稳定的情绪以及过大的心理

压力，青少年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情绪宣泄口，或及时寻找外界帮助，并且需要进行反省自我，提高自

我效能感，以纠正错误的行事方向。发挥个体能动性还体现在青少年能够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上，在与同

学的交往过程中，发生摩擦是难以避免的，我们需要以正确的态度去看待同学间的冲突问题，如面对紧

张的同学关系，双方需要进行心平气和的沟通，而不能直接采取简单粗暴的攻击性行为来解决问题。同

时，青少年需要在思想上树立健康的交友观，多交益友而非损友，同辈之间相互帮助、相互进步。 
2) 青少年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与防范意识 
校园欺凌是一种持续性状态的行为，如果不加以制止第一次欺凌行为的发生，那么后期将会愈演愈

烈。因此，防范校园欺凌的最后底线是，青少年能够自觉地提高自我的保护能力与防范意识。一方面，

青少年要加强自我体能锻炼。若不想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必须自身强大起来，学习如何进行正当

防卫或反抗，不断加强自我的体能锻炼，重视自身的体育素质，展现新时代学生阳光、开朗的形象。只

有这样，在危险来临之际，能够有能力、有底气进行对抗。另一方面，青少年要有清醒的防范意识。在

得知自己遭受或即将遭受欺凌行为之时，可以及时将自己所处的不安状况勇敢地告知长辈或老师并寻求

帮助，在敌众我寡的危急情况下更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寻找机会逃跑。此外，尽量减少去往监控

缺失、视线狭隘、人烟稀少的区域，让自己成为保护自身生命安全的最大责任人。 

4.2. 多元主体合作，打造教育预防共同体 

校园欺凌现象的肆意横生与我国的教育体系息息相关，而当前，我国教育体系以学校教育为主体，

其他教育被视为其补充与延伸。在这种背景下，预防校园欺凌的力量也是薄弱的、零散的。我们必须转

换这一观点，预防校园欺凌的重担不能仅落在学校一方，而是需要更多的教育力量参与进来。 
首先，社会组织可以为预防校园欺凌发挥其公益优势、专业优势以及资源优势，社会工作者及其他

社区工作者凭借自身便利走访社区，能够实地了解并掌控社区内校园欺凌的状况，并对此展开一系列宣

传、教育、辅导、治疗等的社区服务，从而有效预防欺凌行为在社区内的滋生。再者，家庭教育不可或

缺，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合格的家长不仅需要担负起养育的责任，还需要对孩子的生活习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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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貌、性格品质等进行正确教育，更需要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最后，同辈群体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

可以通过树立榜样，利用榜样的力量带动集体前进，还可以密切关注青少年的集体动态，对存在潜在威

胁的小团体进行及时引导。只有这样，让多元化的教育主体站在统一战线上，凝聚力量，形成“滋养型

环境”，才能建立起互通互联互助的校园欺凌预防机制。 

4.3. 意识形态建设，构建文化与法律预防体制 

宏大系统之下的社会意识形态拥有强大的能力，它表现为其能够转化成一种持久动力来激发人们的

行为，因此做好宏大系统中的意识形态建设，是构筑稳定的社会环境的关键所在。 
1) 加强文化营造，树立社会良好风气 
在文化营造上，建设“反校园欺凌”的良好风气。首先特别需要加强监管青少年在互联网上的行径，

借助“清朗运动”的东风规范青少年的不良网络行为，并对其加强网络监管，创造安全、健康、积极、

向上的网络风气。此外，结合青少年的生活经验，多形式、多渠道开展道德与文明建设，比如以青少年

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欺凌教育活动、设立“全国反欺凌日”、大型普法节目增设“欺凌专栏”等等，从

而引导青少年从意识到行动上都不断贯穿着“反欺凌”的优良风气。同时，给予青少年健康的人文关怀，

在思想上熏陶，在精神上涵养，从而树立青少年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 加强法律建设，健全欺凌法制体系 
在法律建设上，需要将校园欺凌上升到法律层面。首先应当全面展开有关校园欺凌的法律研究，包

括充分调研我国校园欺凌的实际现状，获悉我国校园欺凌的精准数据，掌握我国校园欺凌的专有特质，

对校园欺凌进行权威的概念界定，准确把握欺凌行为的责任划分与责任追究制度等等。只有对校园欺凌

进行明晰的法律界定，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欺凌行为专项预防与治理工作。其次，针对校园欺凌，建

立专项的法制体系。我国有关校园欺凌的专项法律鲜少有之，其缺位严重阻碍了校园欺凌得到有效治理。

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校园欺凌法制体系，包括建立科学严谨的立法体系、严格负责的执法体

系、公平正义的司法体系以及全民信仰的守法体系等等，以切实的法治武器来维护学生的生命财产安全，

以不可抗拒的法律力量来预防校园欺凌。 

5. 结论 

预防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尽管预防校园欺凌任重而道远，但是有方向可循。以社会生态系统理

论为视角，将复杂的校园欺凌成因嵌入生态系统中的各相关的子系统进行研究。首先可以发现，校园欺

凌的内部因素是来自个体行为的失控，因此需要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提高自我保护与防范意识；其次，

承担青少年教育的责任主体不应该仅仅是学校教育，而是多元化的主体，因此需要多元主体构建教育共

同体，形成“滋养型环境”，以此建立预防校园欺凌的联合机制；最后，校园欺凌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

其产生与发展必然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当前社会处于动态的转型阶段，社会环境失衡失序，意识形态上

的文化规范与法律法规的缺失与不足，使得校园欺凌愈演愈烈，为此需要构建文与法预防体制来预防校

园欺凌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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