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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recent�years,�campus�bullying�incidents�are�common�and�increasingly� serious�in�life,�and�campus�bullying�has�also�become�a�hot�
issue�on�the�Internet,�causing�attention�and�thinking�from�all�walks�of�life.�At�the�same�time,�there�are�more�studies�on�bullying�on�cam�
pus.�Scholars�also�give�different�views�on�what�campus�bullying�is.�It�is�generally�believed�that�if�a�student�is�subjected�to�aggressive�
behavior�including,�but�not�limited�to,�physical�or�verbal�aggression�during�the�principal’s�term,�then�the�student�suffers�from�bullying�
on�campus.�The�survey�found�that�about�22�percent�of�primary�school�children�were�bullied�or�abused�by�their�classmates,�and�the�num�
ber�of�middle�school�students�was�not�small.�Therefore,�confronting�and�solving�the�bullying�behavior�on�campus�has�gradually�become�
an�extremely�important�part�of�campus�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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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在生活中屡见不鲜而程度日益严重，校园欺凌也由此成为网络热点问题，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和思考，
同时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也更多。对于何谓校园欺凌，学者们也给出了不同观点。一般人们认为，若一个学生在校长期被施
以包括但不限于肢体或语言攻击的行为，那么这个学生就遭遇了校园欺凌。而调查发现，中国小学校园里约有 ��%的孩子曾
经被同学欺凌或者对他人施暴，中学生的施暴人数也不在少数。因而直面并解决校园欺凌行为逐渐成了校园建设中极其重要
的一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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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心理干预预防城市初中生校园欺凌的实践研究（课题编号：�������）。�

�
1�引言

校园欺凌本身是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不正常的存在。

与其他国家比，中国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较晚。6�OYLJ�Ekblad�

于 ����年 ��月 17日公布了对中国北京市某个小学六年级

267名小学生中欺凌和被欺凌者发生率的调研结果。他认为虽

然中国社会反对攻击行为及控制攻击的力量很强，但在学龄

儿童中欺凌他人的行为和被欺凌者仍屡见不鲜 [�]。而欺凌事

件中受伤害最大的当然是被欺凌者：长期的欺凌会使被欺凌

者产生消极、自卑的负面的情绪，甚至严重的会导致抑郁及

其他心理方面的疾病。�

2�校园欺凌情况的现状

����年，中国学者陈世平和乐国安对天津八所中小学调

研结果显示，小学生中经常被欺凌的比率为 ��.�%，每周至少

一次被欺负的比率为 7.�%；初中生相关数据分别为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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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高中生为 �.�%与 �.�%[�]。

而我们的调查，恰好就是初中，属于学龄儿童的“中间

部分”。

学生在校的人际互动有三个维度，也就构成了学生相应

的三类行为倾向，即欺凌他人，被欺凌以及以合作、认同的

方式参与互动。因为合作认同行为可有多重含义，故后者还

可分为协同霸凌者、煽风点火者和保护者、旁观者 [�]。

在调查中，我们正是从霸凌者、受欺者及旁观者等三

个角度对我校校园欺凌的现状、起因、相关心理因素、学生

的应对方法以及心理干预对于降低校园霸凌的有效性进行了

分析。

通过发放的问卷数据统计，再结合对本校相关职能部门

的教师及班主任、学生的访谈，七年级遇到欺凌的现象略多

于八年级。男女生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欺凌行为本身，男

生类型大多倾向于诸如辱骂殴打之类的方式攻击弱者，女生

基本上以言语欺凌为主，肢体欺凌较少。在校园欺凌和心理

教育方面的关系来看，只有极少的同学愿意在遭遇霸凌后和

班主任或者心理老师沟通同时学生对校园霸凌和心理直接的

关系也有一定的认识。

学校七年级 ��%的学生都对“校园霸凌”的现象有一定

的认知，有大概 �%的学生承认自己参与过程度较轻的霸凌事

件。霸凌事件发生后，相当一部分同学选择了忍耐，也有个

别向老师反映或者寻求同学帮助的情况。

大部分学生认为学生受霸凌和他本身的心理行为和性格

特征相关，同时认为霸凌会造成受害者的心理问题。

在问卷中我们也试图探究霸凌现象多寡和学校进行心理

干预行为的关系，并发现本校欺凌事件少的原因除了学校监

管力度大以外，还有学校对学生心理教育的重视。�

以下是对本校欺凌现象较少的情况进行的分析。

2.1�学校监管功不可没

学校对学生的监督基本到位。聘用了大量的社工安全员，

下课铃响之前的三分钟，所有安全员全部到位，每人负责一

条楼道，在不干扰学生正常活动的前提下，对学生间出现的

问题进行干预，处理不了的会直接通知班主任。

不只是安全员，政教处老师也有巡逻任务。本校有餐厅，

一到饭点儿就到餐厅值班维持秩序。

课间时间和吃饭时间被认为是最容易发生霸凌的时间。

学校对这两大时间段的关注，可以说从很大程度上预防了欺

凌的产生。

2.2�重视学生德育教育�

中考的指挥棒下，很多学校都是重智轻德，用学生成绩

量化教师成绩，却缺乏对德育工作的重视。然而我们知道，

霸凌的发生和学生的德育素质低下有着很大的关联。�

学校除了正常的思想品德课之外，还会定期开展学生德

育教育主题研讨会，或者利用班主任经验交流会等反思在德

育教育方面的不足，汲取成功的经验并实施在之后的德育工

作中。

大多数班主任能从赏识教育的角度出发，及时发现问题

学生的优点，并利用优点为其安排适当的职务，以增加学生

的责任感和集体荣誉感，对学生也是一种鼓励和督促，从而

减少学生违纪行为发生的几率。

2.3�心理教育对学生的积极影响

学校的心理教育对学生的健康成长也有一定的效果。

调查问卷显示，有超过 ��%的学生知道学校有专门的心

理咨询室，供同学们咨询；接近 97%的学生认为学校加强心

理教育会降低校园霸凌的发生；有 ��%的学生认为学校如果

开展校园霸凌相关的心理健康教育讲座，会对大多数同学有

正向的帮助。

学校为七八年级设置有专门的心理课，在心理课上老师

会根据学期特点，对孩子们的交往进行适度的指导，也会告

诉孩子们如何面对自身的问题，如何宽容待人以及如何应对

别人的挑衅等。

同时学校也会有一些访谈、绘画和沙盘等活动帮助学生

体察自己的内心，进行相应的舒缓和释放。

3�校园欺凌预防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们看到部门校园欺凌预防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也

不得不承认，关于校园欺凌预防和治理还未真正形成可以推

而广之的一套完整有效的模式。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3.1�监管有出现死角

很多校园面积大，学生数量多，是名副其实的“超级中

学”。这就给监管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从调查中我们也发现，



��

研究性文章
�������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3卷·第 03 期·2020 年 03月

霸凌现象并不是没有，在一些看不过来的地方，伤害难以避

免的在发生。虽然摄像头能够弥补一些监管人员不够的缺陷，

可也往往是作为事后的证据，不能第一时间杜绝事情的发生。

3.2�学校德育工作和家庭教育之间的矛盾

Bowlby�认为，在出生前几年，照顾者与儿童间的亲子依

恋及亲子间互动模式会内化成为儿童人际交往的内部工作模

式 [�] 在相关研究里，在童年早期有着“非安全型依恋”和家

庭虐待史的孩子比其他同龄人更易成为被霸凌者。有安全依

恋的哥哥姐姐，更容易有安慰、照顾弟弟妹妹的行为，若新

生儿与妈妈建立不安全的依恋关系，则他们在以后的手足交

往中更易出现攻击行为 [�]。

我们的问卷中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有 27%的学生承认，

他们在被父母斥责后更容易产生欺负其他人的想法；有 ��%

的学生认为在家里经常被父母打骂或者单亲家庭的孩子更容

易欺凌别人。

当然更极端的是一些家长本身就信奉“以暴制暴”，同

学之间的一些小矛盾，被家长放大，他们教给孩子用攻击的

行为来保护自己。并因此和学校产生矛盾。

3.3�心理干预没有形成成熟的体系

学校在心理教育方面是有一定努力的，但是也不得不指

出，这种努力还停留在简单的普及上。针对性的内容并不多。

在调查中，只有 ��%的学生愿意去找心理老师进行心理

咨询，而真正去做咨询的学生不足 �%；学生似乎认可心理干

预对于校园霸凌乃至其他成长中的问题的作用，但是当提到

参加心理健康教育讲座的时候，只有 ��%的学生表示愿意参

加并认真听讲。

各项活动的开展没有形成规律，很多时候更像是老师的

心血来潮。这样的心理干预效果必然是有限的。

4�关于校园欺凌预防的一些思索建议

4.1�积极发动群众

在霸凌事件中，存在着数量不少的旁观者。他们的态度

尤为关键。在一项俄罗斯校园霸凌问题调查中，被问到“如

果霸凌发生，你将会采取什么做法”时，����名中学生有

��.7％的学生回答会旁观事态发展；��.�％装没看到；向老师

求助者只占 ��.�％；仅有 ��.7％的同学表示会立刻站出制止[�]。

而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够在学校教育指导下，即便不能挺

身而出，也要对事情的性质有个正确的判断，及时的报告老师。

这样我们的校园环境就会得到净化，霸凌事件也就没有了生

存的条件。

4.2�加强校园安全教育�

调查中还发现，也有部分同学对校园霸凌分辨不出或者

认识不足。这就需要学校进行更好的校园安全教育，主要包

括以下几方面：�

4.2.1�法制教育�

学校可以开展一些以校园欺凌为内容的专题活动，开展

品德、心理和安全教育，完善法制教育。可以在相关部门的

协调下邀请公检法等人士进行法制讲座，例如学校暴力事件

的案例分析、校园欺凌行为的性质、构成犯罪的前提等，帮

助学生树立法制观念，了解校园暴力事件的法律后果，从而

减少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

4.2.2�生命教育�

中国大环境下，似乎不是那么重视生命教育。而生命教

育的缺失是校园欺凌行为的一大诱因。对儿童进行生命教育

的意义在于使其明确生命的宝贵，体验生命的真谛，珍惜并

尊重生命，培养其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4.2.3�自我保护教育�

针对容易遭受霸凌的同学，我们要对学生进行自我保护

教育。要使学生明白面临险境时如何自救，要将自救技巧纳

入课程中，包括简单的急救技巧和防身技能。同时，还要教

孩子识别潜在的危险因素。�

4.2.4�心理健康教育�

学校应健全心理咨询室，聘用专业的心理老师，充分发

挥心理健康课堂的优势。利用科学的内容和有趣的讲授方法，

消除儿童对心理咨询存在的误区，引导他们将自己的心事倾

诉出来。

建议定期举办心理健康讲座，全面的开展沙盘，绘画等

相应心理疗愈方面的活动。体察学生背后存在的问题，培养

其情绪的控制力、心理承受力等，使学生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理。�

形成成熟心理干预的模式，让每一届学生，无论是有施

暴倾向的还是被霸凌倾向的孩子，都能在心理干预下，成为

更好的自己。

4.2.5�建立欺凌识别机制�

建立欺凌识别机制不仅仅加强了学校教师及管理人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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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欺凌问题的重视，也可以更好的规避一些恶性事件的发

生。比如可以设立校长热线，也可以公布校长邮箱，或者班

主任邮箱，或者设立校园 ���预警电话，设立“校内外联动”

预警信息监测等方式，维护校园正常秩序，鼓励孩子们匿名

举报霸凌行为，并建立对应的霸欺凌档案，着重关注被举报

的学生。�

同时，学校也应该关注所谓的“问题学生”，包括单亲儿童、

留守儿童、隔代养育儿童及行为异常的学生等，可以为这些“问

题儿童”建立档案，深入了解其家庭环境及教养方式，发现

其不良习惯或学习、人际交往方面的障碍，并进行积极干预。�

5�结语�

近段时间，电影《少年的你》热映，一时间，关于校园

欺凌的话题被炒得沸沸扬扬，这个关于欺凌、陪伴、理解、

救赎的故事，让更多的人思索。

校园，本来应该是孩子们的伊甸园，她应该是一方净土，

是文明的殿堂。然而欺凌和暴力事件却给宁静的校园蒙上了

一层阴影，给学生的身体和心灵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这个故事让很多把“校园霸凌”简单理解成“小孩子打架”

的老师和家长开始正视校园霸凌，同时也提示我们，家长和

老师对校园欺凌不正确的认识和缺乏有效手段在某种程度上

给校园霸凌的发生提供了温床。而我们的孩子就在这样细菌

滋生的地方伤害和被伤害着。

在论文研究中，尽管提前说明了是不记名填写问卷，但

还是存在某些答案过分“理想化”的情况，这其实说明了学

生并没有把自己的真实处境在问卷中体现，是担心、恐惧？

还是觉得说了也没有用？

另外，关于心理干预方面对校园霸凌的影响，应该是我

们接下来一个研究的主流方向，问卷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浮光

掠影，有待进一步的去设计研究。

因此，问卷调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接下来的研究中，

我们还打算辅以访谈法、实地观察法等更实际接触的方法，

来弥补问卷的局限。�

综上所述，如何在现有模式和技术的支持下，以预防霸

凌方式为基础，以心理干预为主要手段，探索出更加有效的

防治校园霸凌事件的方法，还需要我们更多地实践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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