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从被害人的视角出发，以生活方式理论（Lifestyle Theory）和日常活动理论（Routine Activity Theory）为指

导，可以分析精神抑郁、社会压力、校园欺凌加害经历、家人保护、朋友保护和学校保护对中学生在校园内遭受欺凌被害

的预测作用。通过对浙江某中学初二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精神抑郁、社会压力、校园欺凌加害经历是促使中学生遭受

校园欺凌的显著预测因素，但学校保护是抑制校园欺凌发生的显著预测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何防控校园欺凌事件

提出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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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2年广东“青年地带项目”对广州1447名初一

学生进行调查，发现4.9%的学生被涉黑团伙势力欺

负，6%的学生被他人敲诈财物，45.2%的学生受到过

他人的言语侮辱。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频频曝光

（如湖南长沙牛耳培训学校的凶杀室友事件、江西临

川高中生刺死班主任事件等），它已成为社会关注的

焦点与热点之一。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同学之间的，

在心理、身体或言语上欺负弱小或敲诈勒索等行为，

它多发生在中小学生群体中，会对中小学生造成心理、
生理或者人格发展上的各种问题。从犯罪学的角度来

看，校园欺凌不仅会导致加害人日渐沉沦为性质更

恶劣、后果更严重的犯罪分子[1]357-363，还会促使受害

者因心理创伤转而欺凌其他年幼、弱小的学生[2]16-19。
故校园欺凌现象会导致校园安全陷入恶性循环，其

社会危害性不容小觑。本文从被害人的角度出发，探

寻导致其在校园内被欺凌的一些原因，并从被害人

的角度来探讨防控校园欺凌事件的相关对策。

一、文献回顾

（一）现有研究成果

在犯罪学领域，最常被引用的两个被害人理论是

生活方式理论 （Lifestyle Theory） 和日常行为理论

（Routine Activity Theory）。前者系Hindelang M.J.于

1978年提出，其核心思想是：个人自身的一些行为或

生活特性会增加他（她）被侵害的可能性。后者是Cohen

和Felson于1979年提出，主要观点是：犯罪的发生取

决于三个因素，即有犯罪动机的人、合适的犯罪目标

以及缺乏有力保护[3]588-608。至今，这两个理论已经被

许多实证研究所证实。比如Witterbrood和Nieuwbeerta

（2000）研究表明：尽管个人之前的被害经历以及高

风险的生活方式将显著增高其被侵害的可能性，但

后者的作用更大[4]91-112。同时，Stacey Nofziger研究表明：

青少年的偏差生活习惯会显著地促使其成为各类暴

力犯罪的受害者[5]1494-1517。偏差或高风险的行为特性

会促使个人以加害者、被害者或目击者的身份更频

繁的接触犯罪现象。也正是这些接触，会促使个人演

变为犯罪行为的被害者或加害者[6]371-382。同时，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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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抑郁等精神健康问题或没有有力的防护措施 （如

缺乏父母子女之间的亲密关系等[7]283-293），也会让个

人陷入弱势地位，招来他人的侵害。但本文认为，中

学生的主要活动都发生在家庭和学校中，主要的社

会活动对象是父母、朋友和老师。所以，除了父母子

女亲密关系形成的家庭保护之外，学校对校园欺凌

的处罚措施和良好的朋友关系也会对学生形成一种

保护，避免他们遭受校园欺凌。
目前，我国有关校园欺凌问题的研究，内容多集

中于校园欺凌的发生频率、地点、侵害手段、强度等

方面[8]2274-2277[9]395-396，274[10]146-149，并找到了一些促使校园欺

凌现象发生的原因，包括：一是家庭方面的原因，如

父母关系不好、父母之间经常吵闹[11]420-422；二是学校

方面的原因，如学校对校园暴力的处罚不公[12]73；三

是个人层面的原因，如青少年的反社会特性[13]373-375；

四是社会其他外界因素，包括社会暴力行为的示范

作用等。
但上述研究还存有一些不足，需进一步完善：一

是国外的研究虽研究方法可行、研究内容丰富，但他

们均以外国青少年为样本，没有类似的研究在中国

青少年群体中开展过，故这些研究结论和建议能否

在中国土壤上适用还未可知。二是在国内的研究中，

很多都没有逻辑思维严密的理论框架，仅根据校园

欺凌的发生现象来寻找促使校园欺凌事件发生的各

种原因，缺乏理论指导[14]64-68。同时，这些研究多思辨

研究，少实证研究。最后，这些研究都是从加害人的

角度出发的，探讨的都是如何避免学生在校园里实

施欺凌的加害行为，提供的都是减少欺凌加害行为

的措施及建议，极少有人从被害人的角度来探讨此

问题[15]203-204[16]181-182。目前，集实证研究方法、理论指导

和被害人视角于一体的被害现象研究，笔者在国内

研究中仅找到了一项，即张乐宁等人于2010年采用

生活方式理论和日常行为理论探讨天津市区自行车

被盗事件的研究[17]108-113。
（二）本文的贡献及研究假设

鉴于此，本文以被害人为视角，在生活方式理论

和日常行为理论的指导下，采用线性回归统计方法，深

入分析导致中学生成为校园欺凌被害人的原因 （包

括社会原因、个人原因及学习原因），并为减少或避

免该类事件的发生提供若干预防和控制的建议。
本文的研究假设有：第一，抑郁程度越严重的中

学生将遭到更多的校园欺凌；第二，社会压力越大的

中学生会受到更多的校园欺凌；第三，曾经欺凌过他

人的中学生会促使其成为更多校园欺凌的受害者；

第四，作为中学生社交活动的主要对象，来自家庭、
学校和朋友提供的保护都能预防他们在校园里被欺

凌。

二、数据与测量

（一）数据收集方法

本文系二手数据分析（Second Data Analysis），该

数据系由澳门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课题收集而

来。该问卷是借鉴Olweus Bully设计的“被害调查问

卷”（Victim Questionnaire，简称OBVQ问卷）并结合中

国青少年校园欺凌的现实情况进行修改而来，包括：

被调查者性别、年龄、朋友关系、家庭关系、学校保

护、欺凌他人的经历、社会压力以及校园欺凌被害等

情况。该调查以系统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从该校全

体初中二年级学生中抽取了205名同学参与调查，问

卷平均作答时间约20分钟。
（二）变量与测量

1.因变量

本次研究的因变量是在校学生的校园欺凌被害

情况，共5个测量问题：有人笑话我或者带有侮辱意

味的名字称呼我（或我的家人）；有人到处说关于我

的谣言或者说我坏话；我曾被其他学生故意排挤、冷
落或忽略；在学校，有人偷走或者故意损坏我的财物

（例如衣服或书本）；我曾经被其他学生肢体威胁或

者打伤。其答案结构均是“从不-总是”的五分法结

构。通过虚拟编码，笔者将“从不”编码为“0.没有”，
“很少-总是”编码为“1.有”，然后将取值求和，值越

大表示被调查者遭遇的校园欺凌越多（α=0.63）。
2.自变量

通过加权因子分析法（Weighted-Factor Analysis），

对自变量的测量问题进行了筛选，结果如下：

变量“欺凌他人”的测量问题是“我曾经用带有

侮辱意味的名字称呼其他同学或笑话他；我曾经到

处说关于其他同学的谣言或坏话；我曾经威胁或打

伤班里的同学；我曾经参与到一群人中殴打其他学

生”，答案结构是“从不-总是”的五分法。本文将这五

个题的取值求均值，值越大表示被调查者欺凌他人

的频率越高（α=0.75）。
本文将日常行为理论中个人的“被害倾向”分为

“抑郁”和“经受社会压力”两个维度。其中，变量“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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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的测量问题是“我感到郁闷、烦躁，即使是一点小

事也会让我抓狂；我常感到难受或悲伤、我曾经想过

伤害自己或结束自己的生命”，答案结构是“从不-总

是“的五分法。本文将这两题的取值求均值，值越大

表示被调查者的被害倾向越严重 （α=0.74）。变量

“经受社会压力”的测量问题是“与以前的好朋友失

去联系或好朋友离世；家里亲戚的离世（例如长辈、
兄弟姐妹）；家里人的身体健康或举止有明显变化；

转学；考试成绩起伏非常大；生活环境明显变化（例

如搬家、装修）”，答案结构是“0.否；1.是”。本文将被

调查者在这些问题上的取值相加，值越大表示被调

查者的社会压力越大。
本文将日常行为理论中的“有力保护”变量分为

三个维度，即朋友、家人及学校保护。它们的测量问

题分别如下：我的朋友值得我信任，他们会在我困难

的时候帮助我；我在家里和家人相处的很愉快、我的

父母或监护人关心我；学校的老师和员工采取了正

确的措施来预防校园欺凌、我的老师公平对待同学。
答案结构都是“从不-总是”的五分法。本文分别对上

述三个变量的取值求均值，值越大表示被调查者受

到的朋友、家人（α=0.63）及学校（α=0.73）的保护越

多。
3.控制变量

本文中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和出生顺序。
性别变量的编码是“0.女，1.男”；年龄变量则为被调

查者的实际年龄；出生顺序是测量问题是被调查者

的出生排行顺序，答案结构是“1.头生子女、2.次生子

女、3.其他”。
4.分析方法：

本文将采用STATA13统计软件，先分析本次样本

中的初中生在校园内被欺凌的比例以及性别和年龄

分布，再采用线性回归方法（Linear Regression）探索

在校学生的欺凌他人、抑郁、社会压力、学校保护、朋
友保护和家人保护对其自身遭受校园欺凌的作用。

三、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经分析，在本次调查中的205名初二学生中，总

体上有15.60%的人遭受过校园欺凌；从性别分布上

看，在校男生（21.24%）比女生（8.70%）更容易受到

他人的校园欺凌；从年龄分布上来看，随着年龄的增

长，在校学生被他人欺凌的比例也随之升高，因为在

本次调查中，12岁的青少年被校园欺凌的比例最低，

其次是13岁的青少年，最高的是14岁的青少年。平均

而言，本次被调查者实施了1.39种欺凌他人的行为，

遭受了2.55种校园欺凌；经受的抑郁和社会压力都

较小；受到的社会保护程度很高，包括学习、朋友和

家人的保护。（详细比例分布见表一）

校园欺凌的被害情况分布 人数（比例） 均值（标准差）

总体校园欺凌被害分布

有 32（15.61%）

没有 173（84.39%）

性别分布

男生 24（21.24%）

女生 8（8.70%）

年龄分布

12 1（9.09%）

13 20（15.75%）

14 11（16.42%）

性别（男） 113（55.12%）

年龄 13.27（0.55）

欺凌他人 1.39（0.49）

抑郁 2.02（0.81）

社会压力 1.29（1.11）

学校保护 4.00（0.91）

朋友保护 3.52（1.24）

家庭保护 4.35（0.82）

校园欺凌被害 2.55（1.50）

表一 校园欺凌的被害情况分布

（二）线性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线性回归分析（Linear Regression）来分

析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潜在关系，统计显著标准

为0.05，具体回归结果见表二。

自变量
标准化回归系数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标准误差

Standardized Error

常数 -0.85 2.23

性别 0.48** 0.18

年龄 -0.11 0.15

出生顺序 0.31 0.18

社会压力事件 0.17* 0.08

欺凌他人的经历 0.63** 0.20

学校保护 -0.23** 0.10

家人保护 0.03 0.12

朋友保护 -0.11 0.07

表二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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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倾向 0.62*** 0.12

R2 值 0.38

调节后的 R2 值 0.35

注：*P≤0.05；**P≤0.01；***P≤0.001。

通过普通线性回归分析，本文探讨了年龄、性
别、欺凌他人、抑郁、社会压力、学校保护、朋友保护

和家人保护对在校初中生在校园里遭受他人欺凌的

作用机制。回归分析后发现：在控制性别、年龄和出

生顺序之后，朋友保护和家人保护不是浙江在校初

中生在校园内遭受他人欺凌事件的显著预测因素，

但中学生的抑郁程度、社会压力、欺凌他人的经历以

及学校保护这四个因素是促使他们在校园内被欺凌

的显著预测因素（P≤0.05）。具体而言，中学生的抑

郁程度越高，其受到的校园欺凌会显著增多；社会压

力会显著促使在校中学生在校园里被他人欺凌；曾

经欺凌他人的加害经历会显著促使在校中学生被他

人欺凌；来自学校的保护可以显著地抑制在校中学

生中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家庭保护和朋友保护都

不能显著干预中学生的校园欺凌被害经历。在控制

变量中，本次研究仅发现校园欺凌现象在男女学生

群体中有显著的差别，即男学生在校园里被欺凌的

现象要显著多于女学生。此外，校园欺凌现象在不同

年龄层、不同出生顺序的在校中学生中并没有显著

的差别。

四、结论及建言

综上，本文的部分研究假设都得到了验证，即：

中学生自身的被害倾向是促使其成为校园欺凌被害

者的显著因素；中学生承受的社会压力是导致其在

校园内被欺凌的显著预测因素；中学生自己欺凌他

人的加害经历会显著地促使其遭遇更多的校园欺

凌；有力的学校保护是抑制校园欺凌事件发生的显

著因素。这与日常活动理论的主要观点一致，即如果

个人在心理健康方面存在问题或正承受较大的社会

压力，同时他（她）也不能获得有力的社会外界保护

（比如家人或学校的保护），这些来源于自身的和外

界的多种因素都会导致个人陷入弱势状态，极易受

到他人的伤害（如校园欺凌等）。但是，尽管外界的保

护可以帮助个人免受伤害，却并不是所有的外界保

护都能发挥出显著的作用。本研究发现，在青少年最

重要的三个保护措施中，仅有学校保护能显著减少

中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家人和朋友的保护都没能达

到这样的效果。
同样，本次研究结果也与生活方式理论的主要

论点保持一致，即个人的偏差或犯罪行为倾向将诱

导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实施各样的偏差或犯罪行为，

但这些行为都损害个人的社会交际关系 （如与他人

形成敌对关系而被人报复等），最后给个人带来种种

恶果，如中学生的主动欺凌行为会显著促使其遭遇

更多的校园欺凌。
鉴于上述研究结论，显然，防控校园欺凌事件的

发生不仅要从减少加害人入手，还要注意加强被害

者的抵御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防控的目的，故

对预防中学校园的欺凌事件提出如下建议：一是要

教中学生正确地认识校园欺凌加害行为与被害行为

之间的关联性。如果中学生自己有主动欺凌过他人，

这会导致他（她）在校园内遭受更多的欺凌。所以，为

了更好地避免中学生被他人欺凌，应该对其宣传教

育不要依仗自己现有的优势而欺负弱小同学，以免

自己今后被他人欺凌。二是学校要加强预防校园欺

凌现象发生的保护措施。因为中学生处于一个特殊

时期，他们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内度过，其主

要的社交活动都限于同学之间。在这种情况下，家人

和朋友并不能有效地帮助他们远离校园欺凌，但学

校可以。因此，与其在家人和朋友保护方面花费很大

的功夫，还不如在学校保护方面投入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比如聘请更多的校园保安、促使老师公平处理

校园欺凌事件等）。三是建议学校将预防校园欺凌的

工作重点投入到越轨行为倾向性明显的在校中学生

上。这种越轨倾向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抑

郁、狂躁、经常逃课等。这类人群不仅是校园欺凌加

害行为的主要涉事者，也是校园欺凌的被害高发人

群。社会（尤其是学校的教师及工作人员等）应该将

预防校园欺凌工作着重在此类人群中进行。四是对

中学生开展更多的社会压力排解方法宣传讲座。如

今，中学生面临的社会压力很多（比如转学、考试成

绩不好等），但因为他们尚处于成长阶段，抵抗和排

解社会压力的能力还较差，帮助他们排解这些压力、
顺利调整好心态可以更好地预防他们遭受校园欺

凌。

五、本次研究的不足

本文系二手数据分析，在研究内容上受到很大

的局限，比如，样本量较少，未能实现在整个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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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抽样，样本代表性较小。同时，收集数据所使

用的问卷在很多问题上都是借鉴国外调查问卷的问

题，这些问题在中国的信度和效度还有待进一步考

证。此外，这是一个截面数据，因此分析中所提及的

因果关系是表面的，希望今后的学者可以用长期跟

踪调查数据进一步论证。
[责任编辑 刘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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