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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欺凌行为是通过网络而实施的欺凌行为，青少年是网络欺凌行为的高发群体。以社会学习理论作为

分析基础，青少年的网络欺凌行为产生机制包括选择注意机制、模仿学习机制、动机强化机制、自我效

能感机制。对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要预防控制双管齐下，开展预防青少年网络欺凌的教育、打造家校的

和谐纯净环境、提供心理咨询和行为矫正服务、完善学生网络欺凌的监控流程和惩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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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yberbullying is a bullying behaviour committed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adolescents are a high 
incidence group of cyberbullying. Taking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s the basis of analysis, the mecha-
nisms of cyberbullying behaviour of adolescents include selective attention mechanism, im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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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mechanism, motivation reinforcement mechanism and self-efficacy mechanism. A two-
pronged approach to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cyber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s is needed, with 
education on preventing cyber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s, creating a harmonious and pure envi-
ronment at home and at school, providing psychological counselling and behavioural modification 
services, and perfecting the process of monitoring cyberbullying among students and the system of 
pena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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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络的普及，网络欺凌作为新的欺凌形式在世界各国的青少年中逐渐蔓延开来。《第 5 次

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2022 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为 1.93 亿，未成年人互联

网普及率为 97.2%，小学生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 95.1%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2023)。未成年网民的整体互联网普及率进一步提升，初次触网时间低龄化愈加明显。青少年

群体触网率持续增长引发了普遍的网络欺凌现象。Chang 等人(2013)对我国台湾省 2992 名高中学生进行

调查显示，网络欺凌的发生率约为传统欺凌的 2 倍，网络欺凌已成为台湾地区青少年欺凌的主要类型。

汪耿夫等人(2015)对安徽省 5726 名中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发现，中学生网络欺凌的总发生率为 46.8%，23%
的中学生充当过欺凌者。刘冬梅等人(2021)对河南、江西、天津等地的 1246 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

现，在“过去一年”中，受到过网络欺凌的学生占总人数的 32.1%。如何应对青少年网络欺凌的问题是

各国政府部门和学界的共同关注。美国心理学家 Bandura 通过波波玩偶实验发现，社会学习是未成年人

攻击性行为形成的关键，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多方证实。鉴于此，本文将借助社会学习理论分析青少年网

络欺凌行为的产生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预防和控制策略。 

2. 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与社会学习理论 

2.1. 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 

网络欺凌行为是通过网络而实施的欺凌行为。大多数人的认同欺凌行为应涉及四个方面的要素：1)
造成故意伤害的意图；2) 恶意行为重复出现；3) 欺凌者和被欺凌者之间的力量不均衡；4) 被欺凌者受

到了生理或心理的损伤。但网络媒介的介入，让网络欺凌行为的各要素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相关主

流界定凸显了一些共性，即网络欺凌行为是通过网络实施的、有意的、伤害性行为，但在是否存在力量

不均衡、是否具有重复性等方面存在分歧。例如，有研究认为，网络欺凌颠覆了欺凌的“力量原则”，

这种力量指代的是关系或身体的力量(石国亮，徐子梁，2010)。换句话说，网络欺凌中综合力量失衡的

情况被打破，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网络欺凌中不存在力量失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1)发表的《何谓网

络欺凌？》中指出，力量不均衡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某一具体行为情境中欺凌者和受害者可发挥的

力量失衡，二是在这一具体行为情境中，受欺凌者感到力量失衡，感到脆弱且无力保护自己。而在网络

的加持下，受欺凌者极易感受到无能为力，而欺凌者也可能借助其舆论引导能力和互联网技术而成为这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965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卿梦 
 

 

DOI: 10.12677/ap.2024.149655 345 心理学进展 
 

一具体行为情境中的强者，因此网络欺凌中仍然存在力量失衡。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网络欺凌行为不

具有传统欺凌的重复性，欺凌行为可能只有一次，但在网络快速传播下带来更大的伤害。为了区别于偶

发性的攻击性行为，又不忽略一次网络恶性行为带来的伤害，Smith 等人(2008)认为对网络欺凌重复性

的理解可以放在负面信息留存了多长时间，扩散到多大范围，而非纠结欺凌行为的次数问题。 
在此，网络欺凌行为可以界定为“一种借助网络对个人或群体实施的有意的、持续的伤害性行为，

在这个行为情境中，实际存在或行为对象感到力量失衡”。网络欺凌行为主要表现形式如恐吓、谩骂、

诋毁、嘲讽、揭私、排挤、伪装、附和等(陈钢，2011)。由于网络具有共享性、隐蔽性、超时空等特征，

网络欺凌相比传统欺凌具有如下特征：1) 途径更多，实施更易。网络欺凌行为可通过多种渠道实施，如

网页、博客、论坛、社交网站、游戏等，不需要面对面，只用动动手指发布一些言论就可以实施欺凌。2) 
约束更少，监控更难。由于网络空间的全时空、开放性、匿名性，欺凌行为的发生难以监控。3) 传播更

快，范围更广。借助互联网，欺凌内容可以一传十，十传百，在短时间内扩大影响。4) 持续更久，伤害

更深。传统欺凌行为的影响可能会随时间而消退，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那些发布过的文字和图片不易

消除，这种欺凌影响更加具有持续性。 
青少年是网络欺凌行为的重要主客体。一些理学研究指出，欺凌者实施网络欺凌的频率首先随年龄

增长而增大，之后再逐渐降低，青春期早期是网络欺凌的高发期(Aboujaoude et al., 2015)。在国内，随着

互联网的逐渐普及和初次触网的时间逐渐低龄化，青少年受到网络欺凌和发生网络欺凌行为的风险不容

忽视，因此探究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从小的方面说，关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青少年网

络欺凌对受害者和欺凌者都具有不良影响。大量研究表明，遭受网络欺凌的青少年在情绪、人格、社会

化上具有不同程度的不良影响，轻则情绪低落、抑郁、焦虑、失眠、低自尊、注意力下降，出现学业适应

困难和社会化障碍，重则自伤、自杀、出现攻击性和极端性行为等。对欺凌者自身而言，则可能存在亲

社会行为降低、学习成绩下降、违反纪律等情况(Zhou et al., 2013)。从大的方面看，这影响到家庭、社会

的和谐稳定。青少年是家庭和社会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健康成长关乎家庭境况和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网络欺凌行为可能诱发的逃学逃课、酗酒、用药和攻击自伤性行为等，对家庭和社会都将带来不良影响。

因此，研究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对青少年健康成长，家庭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2. 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包括三元交互决定论、观察学习理论、自我效能感理论等。三元交互决定论是社会学

习理论的核心，理论认为，在心理机能中，个体内部因素、行为和环境影响三者之间互为决定因素。观

察学习理论认为，观察学习是个体学习最重要的方式，由注意、保持、动作再现、动机四个过程组成，个

体通过观察榜样行为及其强化后果，学习某些新行为或矫正某些行为。自我效能感贯穿于社会学习的整

个过程中，自我效能感指个体对自己能否完成某项活动的主观感受，是行为的直接动机。 
对于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社会学习理论具有如下优势：一是对象都是人的行为。社会学习理论提

供了一种解释人的行为产生的视角，即社会学习。二是社会学习理论以一种发展性的眼光看待人的行为，

强调行为的后天习得，也指明了行为可以预防和改正，这对于青少年教育来说尤为重要。三是社会学习

理论强调环境对人的认知和行为的影响。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正是产生于一个独特的环境中，即网络环

境，这个环境对青少年网路欺凌行为的影响是尤为重要的。但社会学习理论也有不足，即只强调了个体

因素中的认知成分，忽视了人的需求、情感这一层次。因而以下论述中，主要以社会认知理论为框架，

但也适当加入了需求层次理论、一般压力理论的观点作为补充。 

3. 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的产生机制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观察学习是个体的行为习得主要方式，包括注意、保持、动作再现、动机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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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在整个过程中，自我效能感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结合社会学习理论的内容，将青少年网络欺凌

行为的产生机制总结为四个，选择注意机制、模仿学习机制、动机强化机制、自我效能感机制。 

3.1. 选择注意机制 

选择注意机制是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产生的第一个环节，指个体会对社会刺激进行有选择的注意，

当个体注意到某个刺激的时候，学习就开始了。影响选择注意机制的主要有两个因素，其一，社会刺激，

其二，个体认知能力。在互联网的时代，网络成为了青少年获取信息的重要环境。然而由于网络监管难

度大，发布言论和信息的门槛低，因此网络中通常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语言和声音，其中不乏大量低俗、

暴力、拜金和各种充满偏见、歧视、挑动性的不良信息。同时媒体商业化运作以博取“流量”为主要目

的，故意挑逗情绪，引发骂战的事情屡见不鲜，各种娱乐文化也盛行其道。据 2022 年的数据统计，玩游

戏和看短视频是未成年人主要的网上休闲娱乐活动。游戏中爆粗口成为常态，甚至是游戏文化的一部分；

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充斥着大量情绪宣泄和偏见；网络小说也深受青少年的喜爱，这些小说并不关

注传递正向的价值观，甚至迎合低俗文化，合理化其中的道德问题；网络段子、网络流行语在青少年中

广为流传，部分段子以玩梗的形式掩盖其低俗本质；饭圈中存在各种因维护偶像而引发的粉丝骂战和对

抗。总之，网络环境中存在一些不良信息和文化，这些信息模糊了玩笑与欺辱的界限，模糊了偏见与正

义的边界。同时，心理学研究表明，青少年处于身心发展的过渡期，其心理产生剧变，但社会经验不足，

认知能力并没有快速提升。面对鱼龙混杂的网络环境，青少年难以甄别其中的真假善恶，一些不良信息

极有可能误导青少年，影响其道德认知和道德判断力的发展，为欺凌行为的发生埋下种子。 

3.2. 模仿学习机制 

选择注意机制是青少年对社会刺激的初次认知加工，而模仿学习机制则体现了对社会刺激深度认知

加工。模仿学习是个体在有意和无意中完成的，包括保持和动作再现两种过程，即欺凌者将先观察所获

得的示范行为的信息存储于记忆中，在适合的时机，欺凌者能够将示范行为的内部符号转变为外显行为。

在模仿学习过程中，欺凌者需要不断调试使记忆与行为性匹配，从而习得行为。网络环境中，各种不负

责任的言论、恶搞行为、低俗文化提供了大量的不良示范。前段时间，“网络厕所，开盒挂人”引起了关

注，它指将当事人的行为和言论发送至网络平台厕所账号，账号再以匿名的形式发布在所在平台，在其

发文内容中不乏言语贬低、人身攻击，发文后甚至可能进一步引发网络暴力和人肉搜索。这种不良示范

也被未成年人纷纷效仿，“网络厕所”的关注者、投稿者和被“挂”者有不少是未成年人(澎湃新闻，2023)。
又如，表情包文化的盛行造成各种恶搞的表情包出现，一些青少年将其运用到了身边的同学身上。江苏

省徐州市的一名初二学生就曾经过被嘲笑长相，并被做成表情包发到网上的网络欺凌事件(韩丹东，关楚

瑜，2022)。总之，当青少年接触了不良信息或文化之后，由于缺乏道德判断和认知能力，可能会认同其

正当性和合理性，自觉不自觉的记忆并模仿。这个过程需要多次重复的演习和不断的调试，即需要一段

时间的对这些不良信息的接触和浸染。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青少年对手机的依赖程度越大，上网时间越

长，便越容易存在网络欺凌行为(肖婉，张舒予，2016)。 

3.3. 动机强化机制 

动机强化过程对应观察学习理论中的动机过程。社会学习理论认为，“行为的获得是一个认知过程，

而行为的表现则是一个动机过程，二者依赖于不同的心理机制”(高申春，2000)，也就是说观察者即是掌

握了一个行为，也不一定会表现出来，是否表现出来受直接强化、自我强化和替代强化的影响。由于网

络的匿名性和监管难度大，实施网络欺凌后通常难以被追究责任。青少年在观察到他人实施网络欺凌，

散布不当言论等行为并没有受到惩罚后，会对标自身，认为自己在采取同样的行为后也不会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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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替代强化和自我强化。其次，网络欺凌通常是一种集体性的欺凌，通常打着某种道德观、价值

观的旗号，以更多的言论优势对受害者进行讨伐，这使得欺凌变为一种“集体的”“正当的”或者仅是

“玩笑的”，这使得欺凌者更容易产生道德推脱，甚至在欺凌中体会优越感，这是一种直接强化。再次，

网络交往具有间接性，欺凌者和被欺凌者之间并不是面对面的交往，这就造成了“去意志化”和“去人

性化”的问题(孙时进，邓士昌，2016)。由于感受不到“对方也是活生生的人”，所以相对于传统欺凌，

青少年在网络欺凌中不容易产生自我的道德谴责。总之，网络环境的这些特性，强化了青少年的欺凌行

为，使得网络欺凌通常比传统欺凌出现地更频繁。 

3.4. 自我效能感机制 

自我效能感机制贯穿于以上三个机制当中，不断的起着调节作用。自我效能感指个体对自己能否完

成某项活动的主观感受，决定着人试图去做什么，以及在做的过程中要付出多大努力的预期。网络欺凌

行为实施的途径多、实施易、追究难、参与者多，这使得青少年实施网络欺凌的自我效能感较高。同时，

基于需求层次理论和一般压力理论，如果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的自我效能感低，在现实中感到失败、无

能为力、生活不如意，那么基于一种补偿心理或寻求认同的本能，可能会通过网络欺凌来彰显优越感和

控制感，以弥补现实生活的不足。一些研究表明，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更容易成为网络欺凌的欺凌者

和被欺凌者。除了成绩因素以外，家庭和学校环境不良，在现实生活中收到不公平的对待，如教师的偏

心，家长的指责，也易导致青少年的现实生活自我效能感降低和自尊水平的降低，从而使青少年选择在

网络中彰显自我价值。 

4. 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的防控策略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可以别被预防和修正的。对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也要预防和控制双

管齐下，在行为产生前，要加强正面引导，开展预防青少年网络欺凌的教育，解决青少年认知能力的问

题；要消除负面因素，打造家校的和谐纯净环境，解决环境影响的问题。在行为产生后，要提供心理咨

询和行为矫正服务，完善学生网络欺凌的监控流程和惩罚制度，软硬措施兼具，促进行为矫正。 

4.1. 预防策略 

4.1.1. 开展预防青少年网络欺凌的教育 
青少年的认知能力不足是网络欺凌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在国家的大力重视下，《第 5 次全国未成

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未成年网民的网络安全防范和健康上网意识逐渐形成，但仍然有

14.3%的未成年网民没有任何安全防范和健康上网意识，同时，在相关教育方面，28.4%的未成年网民表

示学校没有网络安全教育相关的课程，而参加过这类课程的绝大多数网民认为这门课是有帮助的(共青团

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3)。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青少年的正面教育引

导，积极开展预防网络欺凌的教育，提升其认知能力。目前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

全世界众多国家都在积极推进网络安全、网络素养类课程教育，例如美国在中小学专门开设了《网络欺

凌：理解和处理网络暴力》课程(曹丽萍，马焕灵，2022)，这些国家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进行相关教育的必

要性。预防网络欺凌的教育包括预防网络欺凌教育、网络安全教育、网络责任教育等(冯建军，2018)。预

防网络欺凌教育主要引导学生认识网络欺凌现象，体验网络欺凌的影响和伤害，掌握预防网络欺凌的相

应规范。网络安全教育是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加强个人隐私保护、注意风险回避等的教育。网络责任教

育是引导青少年遵守网络规范、不语言攻击他人、不传播虚假信息、不揭露他人隐私，培养他们的道德

意识和理性判断能力的教育。以上几方面旨在提升青少年的网络素养。此外从更宏大的层面，进行生命

教育、同情教育和心理教育等，使青少年学生形成对生命的敬畏，能够理解，尊重、体谅、宽容他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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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人际交往能力。社会学习理论重视榜样的作用，在实施过程中，教师需要以身作则

树立榜样，同时多为学生寻找身边的同伴榜样，引导学生向榜样学习。还可以在学习网络知识后多加演

练，帮助学生巩固知识与技能。通过这些举措，提高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帮助学养成正确的行为习惯。 

4.1.2. 打造家校的和谐纯净环境 
除了对青少年进行正面的教育引导外，还应该从家庭和学校着手，加强教育监管和环境建设，消除

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因素。家庭作为青少年的主要生活场所，可以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加强对青少年上

网行为的监管。大量数据调查表明，几乎所有学校都严禁手机进校园，家庭环境是青少年网络使用的主

要场所(宁彦锋，2021)。家长可以通过与学生约定每天的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的时长和方式，防止

青少年长期浸染于网络的不良信息中。二是家长要以身作则，提高自身网络素养，为青少年树立榜样。

三是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和谐的家庭关系、良好的家庭氛围有利于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情感支持，满足

情感需求，反之情感需求的不到满足，则可能选择在网络上发泄压抑的情绪(王玉香，王彦颖，2021)。四

是改善家庭教养方式。相关研究表明，粗暴养育即消极情感和过度控制能够正向预测中学生的网络欺凌

(张珊珊，吴家钰，2023)，父母的忽视是学生遭受网络欺凌的重要影响因素(蒋炫励等，2023)，父母监控

能够负向预测网络欺凌(李思奕，金灿灿，2020)。因此，在教养方式上家长要把握监管的度，既要满足学

生的心理需求，及时监控学生的行为，又不对学生进行过度控制。此外，学校作为青少年的主要学习场

所，可以采取这些措施预防青少年网络欺凌。一是为家长提供网络欺凌的相关教育、培训和指导。二是

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教师的不公平对待、公然的歧视、对欺凌的纵容是引发欺凌行为的重要原因，这种

欺凌可能会从线下发展到线上，引起网络欺凌。因此教师对欺凌行为的“零容忍”和对自身行为的规范

可以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三是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相互尊重的环境，促进学

生树立良性竞争的意识。通过这些举措，逐步消除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产生的不良环境因素，将网络欺

凌行为控制在源头。 

4.2. 控制策略 

4.2.1. 提供心理咨询和行为矫正服务 
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对于已经产生网络欺凌行为的青少年可以提供心理咨询与

行为矫正服务。依据社会学习理论，青少年不良行为与不良认知有关，青少年容易陷于自己的错误认知

中无法自我逃脱，这时候就需要心理咨询的干预，帮助学生澄清认知，克服偏激想法。此外，青少年沉

溺于网络并在网络中实施欺凌，也可能是因为在现实社会中自我效能感低下、自信心不足、自尊水平不

够的原因。这时候心理咨询需要给予青少年真挚的关心和鼓励，帮助青少年找到自身的优点，解决沟通

不良的问题，建立在现实社会中的高自我效能感。除了心理咨询之外，还可以进一步提供行为矫正的服

务。依据社会学习理论，不良行为的矫正需要五个步骤：第一，确定需要矫正的不良行为；第二，对确定

后的不良行为做好每个阶段的具体目标；第三，找到矫正不良行为的强化方式，并设计好矫正时间表；

第四，尽可能减少或消除对不良行为产生影响的强化物；第五，用良好的行为替代不良行为，并对此时

的良好行为进行强化(邱绪帅，2017)。学校可以设立相应的心理咨询室，并聘请儿童心理学专家开展相应

的服务，同时可以借鉴日本学校经验，建立 24 小时网络欺凌的热线(Hinduja & Patchin, 2008)，以便及时

发现问题并提供咨询。 

4.2.2. 完善学生网络欺凌的监控流程和惩罚制度 
监控不到位是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产生和蔓延开来的重要原因。由于网络环境的特殊性，开展网络

欺凌的监控比较难，网络欺凌的监督者和责任人也并不明确。那么监控网络欺凌首先应该做到的是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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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者，除开网络的监控外，教师和家长无疑是网络欺凌的重要监督者。家长和教育应该细心留意学生

的行为表现，一旦发现网络欺凌行为及时采取措施。此外，同伴常常能最先观察到互相的动态，因此同

伴之间也可以互相监督，及时制止网络欺凌行为。同时，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当观察者自看到榜样做出

示范行为而受到惩罚或观察者自身做出示范行为而受到惩罚时，观察者做出示范行为的意向会受到抑制。

因而惩罚是矫正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的重要举措。2017 年，国家颁布了《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

案》，方案提出，要依法依规处置学生欺凌事件，按照“宽容不纵容、关爱又严管”的原则，对实施欺凌

的学生予以必要的处置及惩戒，及时纠正不当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2017)。在教育

中，要针对网络欺凌事件的不同情形，基于不同的惩戒。轻微的网络欺凌事件可批评教育，严重的网络

欺凌事件可邀请公安机关参与警示教育与训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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