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卫生·

【基金项目】 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 QDSKL150473) ; 青岛理工大

学名校工程教改研究项目( MX4－101) 。
【作者简介】 杨书胜( 1979－ ) ，男，山东德州人，博士，讲师，主要研

究方向为青少年社会工作。
【通讯作者】 耿淑娟，E-mail: gengshujuan@ qtech．edu．cn。
DOI: 10．16835 / j．cnki．1000－9817．2017．03．043

我国校园欺凌现象 2006—2016 年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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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近 10 年校园欺凌事件发展状况，为制定相关保护政策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内容分析法，以

2006 年 4 月至 2016 年 4 月间有关校园欺凌的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并进行量化分析。结果 在 2006—2016 年 82 件校园

欺凌报道中，欺凌主体为学生和教师的分别为 72 和 10 件; 2014—2016 年累计 49 件，占比为 59．7%。初中发生校园欺凌比

例最高，为 72．2%; 发生在城市的校园欺凌占 61．0%; 校园内发生率为 71．1%; 发生时间以下午和晚上居多，共计占 77．8%;

女生欺凌者成为主角，且以躯体欺凌为主; 群体性欺凌、网络欺凌最近 3 年呈高发态势; 处理校园欺凌无章可循、结果不尽

如人意。结论 校园欺凌频繁发生反映社会控制的弱化，要建立预防和干预校园欺凌的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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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校园欺凌频繁发生［1］，不仅严重伤

害了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冲击着社会道德底线，

还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公共

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为了解校园欺凌发展状况，并

为制定相关保护政策提供依据，现对近 10 年来我国有

关校园欺凌的新闻报道分析如下。

1 资料来源和方法

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通过选取有代表性的新闻

网站，从中抽取有关校园欺凌的新闻报道，经过对报

道的编码和统计分析来进行定量描述。具体操作步

骤为: 首先，在新浪新闻中心首页的“高级搜索”中输

入关键词“校园欺凌”，限定新闻频道，搜索时间为
2006 年 4 月 21 日—2016 年 4 月 21 日，共得到新闻报

道 319 篇。其次，选取描述性报道作为样本，筛除重复

报道，关于国外校园欺凌的报道，关于校园欺凌政策

法规的报道，对研究结果的报道，只有标题和视频却

没有文字的报道，最后得到 82 条有效新闻。再次，阅

读编码，提取变量，变量包括新闻标题、报道网站、报

道时间、欺凌者年龄、年级、性别、被欺凌者年龄、年

级、性别、欺凌类型、欺凌手段、发生时间、地域、具体

场所、欺凌原因、伤害程度、监护人态度、事件处理方

式和结果等 19 个变量。其中学生和教师为欺凌者的

报道分别为 72 和 10 件。最后，为保证研究资料的全

面性、可得性、严谨性和可重复性，搜索结果在新浪、
百度、网易进行了比较，搜索结果基本一致。

2 结果
2．1 校园欺凌发生 次 数 有 关 校 园 欺 凌 的 报 道，

2006—2013 年共 31 件，2014 年 16 件，2015 年 1 件，

2016 年 1—4 月 12 件。其中 2014—2016 年累计 49
件，占 10 年新闻报道总数的 59．7%。近 3 年有关校园

欺凌的报道呈快速增长趋势。
2．2 欺凌时间和地点分布 校园欺凌时间分布为上

午 6 件，中午 6 件，下午 24 件，晚上 18 件，未明确报道

时间 28 件。下午和晚上是校园欺凌多发期，合计占
77．8%。分学段看，发生在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
大学及职业学校的校园欺凌分别是 1 起 ( 1．2% ) 、11
起 ( 13． 4%) 、54 起 ( 65． 9%) 、11 起 ( 13． 4%) 、1 起
( 1．2%) 、4 起( 4．9%) ，初中是校园欺凌的重灾区。从

地域看，发生在城市、县镇和农村的校园欺凌分别为
50( 61．0%) 、30( 36．6%) 和 1( 1．2%) 起，报道中未提及

发生地域 1 起 ( 1． 2%) 。从具体场所看，校内 59 起
( 72．0%) 、校外 23 起 ( 28．0%) 。在 59 起校内欺凌事

件中，发生在操 场、宿 舍、教 室 和 厕 所 分 别 是 27 起
( 45．8% ) 、16 起 ( 27． 1%) 、11 起 ( 18． 6%) 和 5 起
( 8．5%) 。
2．3 性别分布 女生欺凌者数量多，更具虐待性和表

演性。如表 1 所示，欺凌者为男生的 30 件，女生 36
件，男女生共同参与的 6 件。在 72 起学生为欺凌主体

的欺凌事件中，女生欺凌者多采用直接欺凌，且更具

表演性和虐待性。

表 1 不同性别欺凌者欺凌行为类型构成

欺凌者 件数 寻衅滋事 日常纠纷 抢夺财产
记恨、报
复、怀疑

争风吃醋

男生 30 10( 33．3) 11( 36．7) 3( 10．0) 5( 16．7) 1( 3．3)
男女共同 6 1( 16．7) 3( 50．0) 0 1( 16．7) 1( 16．7)

参与
女生 36 5( 13．9) 15( 41．7) 1( 2．8) 11( 30．6) 4( 11．1)
合计 72 16( 22．2) 29( 40．3) 4( 5．6) 17( 23．6) 6( 8．3)

注: ( ) 内数字为构成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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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欺凌双方力量分析 欺凌者为 1 人的 9 件，2 人

及以上的 63 件，占总数的 87．5%。其中，2 ～ 5 人组成

的欺凌者最多，占 36．1%。从欺凌双方关系看，同班同

学 37 件( 45．1%) ，高年级同学 16 件( 19．5%) ，有社会

人员参与 的 4 件 ( 4． 9%) ，校 园 欺 凌 多 发 生 在 熟 人

之间。
2．5 教师为主体的欺凌行为 教师欺凌报道 10 件，

其中小学教师 5 人，初中教师 4 人，幼儿园教师 1 人。
欺凌原因为未完成作业 4 件，学生课堂讲话、调皮 2
件，不服管教、顶撞教师 2 件。欺凌手段有拳打、脚踢、
电线抽、扒下学生衣服进行人格侮辱。殴打部位主要

在头部，所用工具有扫把柄、电线、教鞭; 最严重后果

是重伤，伤残六级。
2．6 欺凌行为的诱因 欺凌诱因首先是“日常纠

纷”，其次是“记恨、报复、怀疑”和“寻衅滋事”，最后是
“抢夺财物”和“争 风 吃 醋”，其 所 占 百 分 比 分 别 为
40．3%，23．6%，22．2%，8．3%和 5．6%。
2．7 欺凌方式 每件报道都包含身体伤害，如扇耳

光、拧耳朵、踹裆部、打肚子、踩头、烫大腿、捆树上、扔
水里等; 使用工具的欺凌方式有水泼、烟烫、刀砍、钢

管木棒砸、旱冰鞋打脸; 侮辱性伤害方式有强迫录制

裸体视频、同性舌吻、喝尿、吞钥匙、吃粉笔灰、自扇耳

光等; 团体性伤害方式则主要有围殴、轮番掌掴、轮番

飞踹等。
2．8 网络欺凌 9 起报道是对“欺凌视频”的追踪调

查。欺凌视频是由欺凌者拍摄并传播到网上，故意曝

光、引起围观，使得欺凌行为由隐蔽变为公开化。网

络欺凌自 2012 年后逐年增多，几乎与智能手机的普及

同步［2］。
2．9 欺凌的后果 研究发现，受欺凌者身体均有明显

外伤，其中重伤、残疾 11 人，死亡 10 人。在有明显精

神创伤的 12 人中，精神分裂 2 名，间歇性癫痫 1 名，脑

震荡 1 名，闭合性颅脑损伤 1 名。受欺凌者的精神伤

害会更严重。有调查表明，校园欺凌对 63%的被调查

者心理和精神造成了负面影响，26%的被调查者容易

愤怒并有报复心理，42%的被调查者曾有过抑郁，16%
和 18%的被调查者长时间处于恐惧、失眠状态［3］。
2．10 家长维权情况 受害者家长维权方式有报警
34 件，提起诉讼 7 件，协商解决 3 件，“在校门口设灵

堂”1 件。从处理结果看，被刑事拘留 13 件，判处有期

徒刑 3 件，“对涉事学生进行批评教育，责成参与打架

学生家长严加管教”24 件。“批评教育”是最主要处

理方式。欺凌者家长大多通过赔礼道歉。

3 讨论

结果显示，城镇、初中是校园欺凌的高发区，与当

前研究认为校园暴力随着年龄增加而降低，小学最严

重的结论不同［4］。原因如下: ( 1) 初中生正处于青春

期，身体变强壮，伤害后果严重，更容易引起媒体关

注。( 2) 在以升学为目标的教育体制下，初中比小学

竞争更激烈，在竞争中总会有学生因成绩下降、升学

无望或行为偏差，得不到教师、同辈群体的认同，会转

而寻求边缘群体的肯定，形成以“快意恩仇”“哥们义

气”为价值取向的亚群体［5］。只要朋友召唤就会“出

手相打”，即使认为不对，也往往碍于面子或群体压力

不能拒绝［6］。( 3) 高中生经历了中考筛选，自控能力

较强，较少通过暴力解决问题。( 4) 城镇高于农村，可

能与城镇校园欺凌容易引起媒体关注有关，也可能与
“合村并校”后大部分学生集中在城镇有关。

女生欺凌者增多，且以直接欺凌为主，与当前大

部分研究结论不同［7－8］。传统家庭子女较多，家庭教

育要求男孩“勇敢”，女孩“温柔”，对女孩角色的约束

性规范更多。现代社会多为独子家庭，家庭教育没有

明显的性别参照，甚至有家庭把女孩当男孩养，鼓励

女孩具有“男性气质”。另外，学校教育对性别差异的

弱化、女性在社会各领域地位的提高、媒体对“女汉

子”的宣传、影视动漫中“暴力因素”的传播都对女生

发挥着“暴力脱敏”作用［9］。
群体性欺凌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恃强凌弱、仗势欺

人的不对等局面，群体效应和免责心理使得欺凌行为

更疯狂、更具表演性，对被欺凌者的伤害更严重。网

络欺凌由于互联网传播特点，会对被欺凌者造成实质

性情绪困扰［10］。可以预见，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发展

网络欺凌还会蔓延，需要格外关注。
校园欺凌频繁发生反映了社会控制的弱化［11－12］，

即作为内在控制系统的“良心、道德”观念不能深入欺

凌者内心，作为外在控制系统的家庭、学校、社区、惩

戒机构缺乏有效整合。因此，要建立预防和干预校园

欺凌的保护体系［13－15］。首先，要加强教育引导，普及

校园欺凌相关知识。其次，建立学校、家庭、社区、惩

戒部门等多元主体合作的处理机制，做到有章可循。
另外，学校应当做好重点时间、地点、人群的预防工

作。由于网上报道的校园欺凌只是现实中的冰山一

角，因而基于新闻报道的研究也难免出现偏颇，但在

现有条件下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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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处方联合团体心理辅导对
朝鲜族大学生焦虑症状干预效果评价

吴延丰

长春财经学院基础部，吉林 130122

【摘要】 目的 评价运动处方干预和团体心理辅导对朝鲜族焦虑症状大学生的干预效果，为朝鲜族大学生开展心理

健康干预提供支持。方法 在东北随机抽取 3 所高校 1 362 名朝鲜族大学生，对其采用状态—焦虑量表和焦虑自评量表

进行问卷调查，最终对筛选出的 96 名焦虑症状大学生均分为 4 组进行 2 个月的干预，干预前后进行生化指标检测，并对结

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干预前后对照组朝鲜族大学生的特质焦虑、状态焦虑、焦虑自评量表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
值分别为 0．006，－0．011，0．013，P 值均＞0．05) 。运动处方干预组干预前后测试得分仅在焦虑自评量表方面存在统计学意义

( t= 3．109，P＜0．01) ，在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 值分别为 1．854，1．641，P 值均＞0．05) 。团体心理

辅导组干预前后结果与运动处方组基本一致。运动处方联合团体心理辅导组干预前后特质焦虑、状态焦虑、焦虑自评量表

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 值分别为 2．784，2．707，4．489，P 值均＜0．01) 。对照组在血清素、血清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皮
质醇含量方面干预前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 值分别为 0．003，－0．036，0．024，P 值均＞0．05) 。运动处方联合团体心理辅导

组干预前后血清素和血清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及皮质醇方面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 t 值分别为－3．507，－6．061，－2．051，P
值均＜0．05) 。结论 团体心理辅导和运动处方干预对降低朝鲜族焦虑大学生焦虑水平有较好效果，尤其是运动处方联合

团体心理辅导干预模式效果更为明显。
【关键词】 运动; 焦虑; 干预性研究; 学生

【中图分类号】 G 804．32 Ｒ 749．7+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 2017) 03-0460-03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人才交流变得更为普

及，加之近年来高校学生的扩招，大学毕业生的学业

和就业压力不断增大，对身体和心理带来一定的负面

影响［1－3］。多项调查和研究显示，焦虑是在校大学生

最易出现的心理问题，也是普遍存在的一种不良心理

状态［4－5］。当前缓解焦虑的方法有团体心理辅导、药

物治疗、行为干预等［6］。也有研究显示，有效的体育

运动干预对缓解大学生的焦虑、抑郁和疲劳起到较好

的效果［7］。Berton 等［8］的研究发现，当人体焦虑时，脑

脊液中的血清素( 5－HT) 持续降低; 当血清素分泌增

加时，焦虑症状明显改善，表明血清素可以有效抑制

焦虑情绪的发生。鲁雷等［9］研究显示，焦虑还与皮质

醇( Cor) 和血清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 等有关。

笔者以朝鲜族焦虑大学生为干预对象，对其进行 2 个

月的运动处方、团体心理辅导等实验干预，评价不同

干预模式对朝鲜族焦虑大学生的干预效果，为朝鲜族

大学生开展有效的心理健康指导提供支持。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东北地区所有高校中随机抽取东北师

范大学、延边大学、吉林大学 3 所高校。每所学校每个

年级各随机抽取 5 个教学班级，班级内全体朝鲜族大

学生为调查对象，共调查 3 所高校 60 个班级的 1 362
名朝鲜族大学生。采用焦虑自评量表［10］和状态—特

质焦虑量表［11］进行调查，最终焦虑自评量表得分≥65
分且状态—特质焦虑量表得分≥45 分( 均分为 45．31
分) 的学生共 129 名。通过集中实验说明和讲解，最

终 96 名焦虑症状朝鲜族大学生自愿参加干预。其中

男生 47 名，女生 49 名; 大一学生 19 名，大二学生 23
名，大三 学 生 24 名，大 四 学 生 30 名。平 均 年 龄 为
( 20．53±2．14) 岁。将 96 名学生随机平均分为 4 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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