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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校园欺凌是指发生于校内及周边辐射区的，在学期间的学生之间，一方针对另一方实施的具有故意性、

持续性、反复性的侵犯行为。本研究聚焦于中国青少年校园欺凌问题，探讨社会工作介入的视角与对策，

结合社会学与心理学优势，提供差异化策略，涵盖预防、治理及事后干预。目前，社会工作介入针对欺

凌者、被欺凌者和旁观者采取不同策略，并建立多方合作架构。在未来进行校园欺凌干预研究时，需要

加强对网络欺凌方面的重视，以及建立社会工作介入效果评价机制和整合实证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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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llying on campus refers to intentional, persistent, and repeated acts of infringement by one stu-
dent against another, which occur within the school premises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d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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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hour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ssue of bullying among Chinese youth, exploring the per-
spectiv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Combining the strengths of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it provides differentiated strategies that encompass prevention, management, and 
post-event intervention. Currently,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s adopt different strategies for bullies, 
victims, and bystanders, and establish a framework for multi-party cooperation. In future research 
on interventions for bullying, there is a need to strengthen the focus on cyberbullying and to estab-
lish the importance of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s and integrating em-
pir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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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时代发展和物质生活的逐步充盈，我国步入传统到现代、现代向后现代的双转型阶段，面临着

一系列挑战与困难。校园欺凌问题作为全球性问题，在我国存在高度普遍性，主要体现在其分布广泛、

发生率高、欺凌形式多样等方面，并有愈演愈烈的呈现趋势，成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和教育领域尤为凸显

的社会问题。 
青少年时期，学生尚处于生理及心理的发展阶段，校园欺凌经历会对被欺凌者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

导致他们长期遭受焦虑、抑郁、自卑及恐惧等负面情绪的困扰，还可能进一步引发行为上的异常，如社

交回避、学业受阻乃至自我伤害等极端行为(龙兴云，2022；何珊珊，2023)；同时欺凌行为也阻碍了欺凌

者人格的正常塑造，促成了攻击性、缺乏同理心等不良特质的形成，还对其未来的社会化进程构成了显

著障碍，使得他们在人际交往、职业发展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章恩友，陈胜，2016)；旁观者的正常教育

和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一些旁观者可能因为未能采取行动阻止欺凌行为而感到内疚和自责。如果这种

心理负担没有得到及时和有效的处理，可能会逐渐发展成为心理障碍，如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等，

对其学习、生活及未来的心理健康构成长期威胁(章恩友，陈胜，2016；李敏，2023；高妍，2011)。 

2. 社会工作介入校园欺凌的社会重要性 

基于校园欺凌在我国的现实形势，探讨采取何种更有效的策略以预防校园欺凌现象的发生是一个值

得深思的问题。传统意义上针对校园欺凌的干预措施主要集中在教育和法律两个学科领域。其共同点在

于：一、强调对欺凌者进行惩戒，而忽视了对被欺凌者和旁观者的介入；二、不论是教育惩戒还是法治

惩戒均只能在欺凌发生后进行介入，缺少预防欺凌发生的有效介入手段；三、对欺凌者的惩戒量度难以

掌握，容易出现两级分化现象(宗千雅，2022；於寿红，2023)。 
相比之下，社会工作介入视角在治理干预校园欺凌问题上兼具了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学科优势：一、

社会干预在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时，针对不同身份的参与者采取了差异化的应对策略，这些参与者包括欺

凌者、被欺凌者以及旁观者三方；二、社会工作介入防治校园欺凌，在欺凌发生前有干预手段进行专门

预防，欺凌发生中与发生后有相应手段负责治理；三、社会工作介入手段程度适中，力求有效防治校园

欺凌问题的同时，充分考虑各方承受能力，避免争议。但目前该方面的相关理论和实务经验都来自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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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从社会工作视角的研究还比较少，多是对国外研究进行整理延伸，还未形成系统化、本土化的研究

方法。 
因此，在国内开展社会工作介入校园欺凌的研究，有利于为根治解决校园欺凌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和突破口，有利于最大程度降低校园欺凌给学生带来的消极影响，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和谐社会

的构建，该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重要性和深远的实践意义。这一举措不仅能够解决当前的问题，还能

够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类似社会问题。通过对校园欺凌的干预和教育，提高社会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

应对能力，为解决其他社会问题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借鉴。基于此，本研究旨在对国内社会工作介入校

园欺凌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的整理与评价，旨在为该领域的持续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

参考和支持。 

3. 相关概念的界定 

3.1. 校园欺凌的概念 

为了更具针对性地治理中国本土化的校园欺凌，在本研究中，特别注重对中文语境下“校园欺凌”

概念的阐述溯源。2016 年 4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在国家正式文件

中首次明确了“校园欺凌”的定义。该定义涵盖了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地通过身体、言语和网络等多种

方式进行的欺负和侮辱行为。这一定义为理解和界定校园欺凌的内涵提供了官方的指导性标准。这一概

念从发生的主体、手段以及行为的目的和危害进行了界定，缺少在空间领域的限定(刘娟红，2019)在此基

础上，国内对校园欺凌的研究井喷式涌现出来，不同研究者对校园欺凌也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叶徐生认

为，校园欺凌现象需满足三个基本条件：首先，其目的在于羞辱对方；其次，存在旁观者；最后，这是一

种基于力量优势的霸凌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施暴者、受害者以及目击者均为具有一定关联的学生(叶徐

生，2016)。李俊杰结合国外概念，指出中国大陆在定义校园欺凌时应当注重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是侵犯

行为的反复性；第二是权力不对等性；第三是对他人的伤害性(李俊杰，2017)。申素平和贾楠对广义和狭

义的校园欺凌分别进行界定，并指出在我国，校园欺凌的定义较为狭窄，涵盖了五个核心要素：发生范

围、主体、主观状态、行为特征和行为后果。具体而言，校园欺凌被视作在学校管理区域内，力量悬殊的

学生之间发生的，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故意且持续地侵犯他人，导致受害者遭受身体、心理或财产损害的

行为。这一定义的确立反映了研究者对校园欺凌发生空间的关注和深思，他们在官方文件的基础上进一

步细化和明确了校园欺凌的界定范围(申素平，贾楠，2017)。一众文献中，任海涛博士对校园欺凌概念的

文献整理与界定较为完善，归纳出七个主要特征：首先，校园欺凌主要发生在中小学、幼儿园及其合理

的辐射区域内；其次，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往关系；第三，受害者仅限于学生群体；第四，

欺凌行为具有长期性和针对性；第五，涉及双方在地位上的不平等；第六，其造成的危害具有深远性；

最后，欺凌行为的形式多样化(任海涛，2017)。可见在学术界，研究者在对欺凌行为的内涵界定中通常强

调要点，即具备要点便可以界定为校园欺凌。 
直至 2017 年 12 月，教育部联合其他十个部门发布了《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在其中

首次明确定义了“中小学生欺凌”：指在校园内外(包括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之间发生的事件，

其中一方(个人或集体)故意或恶意地通过肢体、语言或网络等途径，单次或多次对另一方(个人或集体)进
行欺负和侮辱，导致对方遭受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自该定义发布以来，尽管不同研究者对

校园欺凌概念的侧重点存在差异，但也均取得较大共识，本研究总结认为校园欺凌是指发生于校内及周

边辐射区的，在学期间(尤其是中小学)的学生之间，一方(个人或群体)针对另一方(个人或群体)实施的具

有故意性、持续性、反复性的侵犯行为。 

https://doi.org/10.12677/ap.2025.152072


董泽旭，李丽娜 
 

 

DOI: 10.12677/ap.2025.152072 165 心理学进展 
 

3.2. 社会工作介入的概念 

我国在社会工作介入问题的研究起步晚于西方国家，在西方国家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我国社会工作

研究者正在逐步完善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强调加快社会工作介入的本土化建设(李迎生，2008；杨雅雯，

2016)。社会工作介入，指在社会工作者依托科学理论，运用其专业知识、精湛技巧及有效方法的基础上，

严格遵循精心制定的服务计划，并在社会工作者的积极协助之下，助力服务对象实现现状的积极转变，

从而成功走出困境的完整过程(邵传再，2016)。在本研究中，社会工作介入校园欺凌领域，实质上是社会

工作者运用科学理论指导，为遭受校园欺凌的学生群体提供专业化、针对性的服务。此举旨在有效改善

受害者的困境，积极推动校园环境的和谐构建，并致力于从根本上解决校园欺凌问题。 
在研究与实践过程中，国内外社会工作介入的区别值得辨析强调。国外社会工作介入尤其是针对青

少年阶段的干预手段远比我国完善，存在值得学习借鉴的优点，比如：一、社会工作人员职业化，并对

从业人员进行严格上岗培训，成为一名专业合格的社会工作者对前期投入要求较高(杨雅雯，2016)；二、

社会工作生活常态化，在国外社会工作者的身影遍布社区、医院以及政府等单位，人们在需要帮助的时

候会首先寻求社会工作者帮助。在我国，社会工作仍属于新型专业与职业，在发展与实践过程中难免存

在不足，但由于文化背景、政治制度的不同，一味参照国外模板样例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取的，我们必

须要走出一条适宜我国社会工作介入模式的路线，尤其面对校园欺凌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过程中的任

何摸索与实践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本研究旨在总结既往校园欺凌中的社会介入手段，为以后更好地

探索我国社会介入路线提供理论参考。 

4. 社会工作介入校园欺凌的模式 

本研究认为，我国社会工作介入校园欺凌的研究总体上呈现专门化和全面化的发展趋势。专门化体

现在干预主体的专门化，针对校园欺凌中不同身份角色的主体(欺凌者，被欺凌者，旁观者)给予不同的介

入干预；对不同角色主体进行专门化干预的同时，体现着我国社会工作介入主张的全面化特点：一、环

节的全面化。我国社会工作介入校园欺凌问题强调“防治”，“防”是指“预防”，“治”是指“治理”，

针对不同环节(欺凌发生前、欺凌发生后)给予不同的干预方案；二、方法的全面化。使用学者公认最为主

要的社会工作方法(个案工作法、小组工作法、社区工作法)对校园欺凌问题给予介入干预，有时不同方法

相结合共同使用，以寻求效果最佳的方案；三、架构的全面化。我国社会介入力图建立起多方合作(家庭、

学校、社会)的服务架构，社会工作代表社会力量对学生的支持，同时家庭也要发挥温暖关怀作用，学校

要加强管理监督功能，共同防范校园欺凌问题。 

4.1. 对于学生的社会工作介入 

欺凌发生前的预防阶段，每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欺凌者、被欺凌者或者是旁观者，因此校园介入的

干预对象是全体学生。这一时期，社会工作的介入目的是预防校园欺凌的发生。由于干预对象的涉及面

较广，在实证研究中，社会工作者多数采用社区工作法和小组工作法对学生进行介入。社区工作法目的

在于实现普适性预防，李童为校内所有学生设计集体活动，通过手抄报、国旗下讲话及宣讲，带领所有

学生了解校园欺凌及预防的相关知识，营造反欺凌的校园氛围(李童，2018)；小组工作法则缩小了干预介

入的范畴，在多数小组工作中，小组成员构成涵盖了可能成为欺凌者、可能成为被欺凌者以及可能成为

旁观者三类学生，有利于实现对高危对象的预防服务，小组成员之间情感联结的增强也能有效防范校园

欺凌的发生，比如具有欺凌行为倾向的学生成为欺凌者的可能性高于其他人，则对于他们的小组工作介

入就是引导组员改变对欺凌行为的错误认知，提高其控制情绪的能力，进而纠正偏差行为，同时发挥家

庭的关爱作用并强化学校的监管作用，以预防这类学生可能出现的欺凌行为(李珂，2022)；而那些应对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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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能力较差的学生，或者是一些弱小、自卑、沟通能力差、特殊儿童等则具有成为被欺凌者的高危风险，

在小组工作介入时，重点就在于培养其反校园欺凌的意识，提高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并教授自救技能

(李敏，2023；纪敏涛，2023；裘康，2022)；至于小组中的旁观者，工作重心则是培养他们识别校园欺凌

的能力和共情能力，在掌握保护自我的必备技能同时，能积极帮助被欺凌者，营造良好的同辈文化，形

成友好互助的朋辈支持体系，从而减少校园欺凌的发生(裘康，2022；何春梅，2022)。 

4.2. 对于欺凌者的社会工作介入 

对于欺凌发生后环节的治理，因为明确了欺凌者的身份，研究者多采用小组工作法与个案工作法，

对于干预对象的介入更加有针对性，效果更为显著。小组工作法在治理环节与预防环节的工作重心的共

同点在于从“认知–情绪–行为”的路径出发：一、让欺凌者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二、教导欺凌者控制

自身情绪；三、改变欺凌者的偏差行为。但因为校园欺凌已经发生，欺凌者带给他人、学校及社会的恶

劣影响已经造成，在社会工作介入治理时还应注意其他要点：一、研究者在设计小组活动的时候强调增

强欺凌者的法律意识，重点介绍了与校园欺凌的法律法规，以强制手段警示欺凌者不要重复错误行为(刘
娟红，2019；孔雪伟，2021；哈玉霞，2022)；二、研究者注重增强欺凌者的共情能力，普遍采用角色扮

演的形式，使欺凌者设身处地感受被欺凌者的心理状态(欧阳根女，2017；刘晨，2019；连珠，2020；邝

慧敏，2020)；三、研究者还注重采取措施帮助欺凌者重新融入集体，重新培养欺凌者的兴趣与爱好将他

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正常的校园生活中，以得到师生认可(舒科文，2016；孙文浩，2020；于小寒，2018)。 
个案工作针对欺凌者具体情况设计，旨在从源头解决问题，促进其转变。尽管个案工作法的介入过

程具有较强针对性，但研究发现，欺凌者存在共同特点和经历。家庭对欺凌者行为影响巨大，个案工作

法能根据家庭情况对父母进行介入，改善家庭氛围，纠正错误教育理念，从而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和欺

凌者行为的转变。 

4.3. 对于被欺凌者的社会工作介入 

校园欺凌发生后，社会各界尤其是研究领域，常聚焦于被欺凌者这一弱势群体。他们不仅身心受创，

还面临恢复正常生活的困难，理应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怀与实质性支持，以尽快消解欺凌行为对他们造成

的恶劣影响。在以往研究中，研究者通常采用小组工作法或个案工作法对被欺凌者进行社会工作介入。

在小组工作中，研究者通常注重以下要点：一、被欺凌者在遭遇校园欺凌后，普遍会累积大量负面情绪，

研究者运用园艺、戏剧等不同手段，帮助被欺凌者合理释放情绪(崔艳丽，2020；姜楠，2023；黄丹，林

少妆，2018)；二、引导被欺凌者进行内在优势发掘，进而提升他们的自我效能感、自尊水平及自我认同

感，为其重建自信、积极面对生活奠定坚实基础(宗千雅，2022；崔艳丽，2020；陈素金，2020；龚乐乐，

2021)；三、研究者还帮助被欺凌者进行外部支持构建，这种支持是多样的，既包括同伴又包括老师，共

同构建起支持欺凌者校园安全的网络(宗千雅，2022；龚乐乐，2021；李春方，2023)。 
个案工作致力于为校园欺凌中受害严重、恢复困难的被欺凌者提供深度介入和个性化支持。相较于

小组工作，社会工作者在建立信任关系上需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这源于案主长期受负面影响形成的强

烈戒备心理和排斥态度，凸显了个案工作介入的紧迫性。研究者凭借专业知识、技能和职业操守，逐步

消除案主戒备心理，促进其心理康复，帮助其恢复正常学习与生活状态(郭玮玮，2018；范婷婷，2018；
郭润，2016)。这一过程不仅是对受害者个体权益的尊重与维护，也是构建和谐社会、预防未来欺凌事件

发生的重要举措。 

4.4. 对于旁观者的社会工作介入 

在社会工作介入中，从旁观者视角出发，首要任务是精准区分不同类型的旁观者群体，以制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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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介入策略。 
对于积极旁观者而言，他们虽未直接参与欺凌行为，但往往表现出对受害者的同情与支持，是预防

欺凌扩散、促进正面干预的重要力量。因此，社会工作者需积极识别并保护这些积极旁观者，通过提供

必要的心理支持等保障措施，减轻他们因目睹或知晓欺凌事件而可能承受的心理压力与负担。同时，鼓

励并引导积极旁观者继续发挥正面作用，成为抵制欺凌、倡导和谐的积极力量。 
相反，消极旁观者对欺凌事件持中立或冷漠态度，甚至可能助长欺凌氛围，则成为后续介入的关键

干预对象。针对此类旁观者，社会工作者应在事件平息后，适时采用小组工作方法进行深入介入服务。

小组工作的核心在于通过集体活动与互动，重点提升消极旁观者的共情能力；同时，还要激发并强化他

们的自我效能感，使其认识到自身在预防与干预欺凌行为中的潜在能力与价值。通过这一系列举措，旨

在促使消极旁观者的行为态度发生积极转变，从被动旁观转向主动参与构建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王枭，

陈云奔，2019；王玉香，窦本港，2021；吴瑞，2019)。 

5. 社会工作介入的作用机制 

5.1. 认知行为理论角度的作用机制 

认知行为理论融合了认知理论与行为主义理论，认为个体行为与认知过程紧密相连，认知在调节情

绪与引导行为方面起核心作用。通过调整认知框架，可消除不良情绪与偏差行为。此外，个体行为多为

后天学习的结果，可通过学习干预重塑不良行为。认知行为理论为社会工作介入校园欺凌提供了明确的

指导方向：一方面，需深入剖析服务对象的认知结构，识别并纠正其偏差认知，从而削弱乃至消除不良

认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则应积极提供正面榜样作为学习典范，引导服务对象模仿并内化这些积极

行为模式，以实现行为的正向转变(马丽波，2021)。 

5.2. 生态系统理论角度的作用机制 

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体与环境的紧密联系，将人类社会生态系统分为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和宏观系

统。在社会工作实践中，该理论指导干预策略聚焦于促进个体全面发展、增强适应环境能力、消除不利

因素、促进资源积累与分配。在社会工作对校园欺凌问题的介入中，要针对不同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和

不同需求，把服务对象放在与之密切联系的环境系统当中去介入与干预，找出影响服务对象的脆弱系统，

如个人性格孤僻、社交能力差等个人微观系统；家庭关系恶劣、班级关系淡薄等中观系统；学校暴力文

化蔓延等宏观系统的脆弱系统，从根源上解决校园欺凌问题(刘翠媚，2021)。 

5.3. 社会支持理论角度的作用机制 

社会支持网络是个体应对生活挑战的综合体系，包括有形与无形帮助。其强度与广度影响个体适应

环境的能力，对青少年健康成长具有重要作用。构建社会支持网络需整合正式与非正式资源网络。在校

园欺凌实践中，社会工作者要分析服务对象的社会关系网络，定制个性化服务方案，并评估其社会支持

水平，确保服务精准有效，及时为受欺凌学生提供援助，形成对抗校园欺凌的支持网络。 

6. 研究的不足与未来展望 

社会工作介入是我国应对校园欺凌的关键策略，已获认可并取得成效。实证研究显示，社会工作在

预防、干预及支持方面有积极作用，对构建安全校园环境贡献重要。尽管有进展，我国在该领域仍面临

挑战。本研究建议，在未来为深化社会工作介入，需从以下关键维度进行深入研究： 

6.1. 推动社会工作介入网络欺凌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网络空间成为社会交往的重要平台，但网络欺凌问题也随之凸显，对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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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和谐构成挑战。尽管学术界在传统欺凌研究方面积累了经验，我国社会工作对网络欺凌的介入研

究仍不足。鉴于网络欺凌的特点，我国需加强相关研究与实践。这包括深入分析网络欺凌的成因和影响，

创新介入策略，构建多学科研究框架，整合跨领域知识，指导实践。同时，提升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

利用网络资源为受害者提供支持。还需推动政策制定者、教育机构、家庭等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营造健

康的网络环境，遏制网络欺凌，保护青少年。我国应重视并加强社会工作介入，通过研究、实践和合作，

为网络空间安全贡献力量。 

6.2. 建立社会工作介入效果评价机制 

探讨社会工作介入校园欺凌时，我们发现缺乏统一、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介入效果，这限制了成果评

估和规范化管理。因此，建立全面、系统的评价机制至关重要，它应结合量化和质性分析，全面评估介

入措施的多维度影响，确保评估的客观性和全面性。 
具体来说，评价机制应明确评估指标，如欺凌事件减少率、受害者心理康复程度、满意度提升等，

并设计科学评估方法。同时，鼓励跨学科合作，确保评估体系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为保证机制的有效实

施和持续改进，还需建立监督和反馈机制，包括定期审查评估过程和收集社会各界意见。 

6.3. 整合较为割裂的实证研究 

当前社会工作领域对校园欺凌的研究多集中于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这些研究虽有学术价值，但常

局限于单一学校，无法全面反映校园欺凌的普遍现状，也不足以为制定全面解决方案提供实证依据。现

有研究未充分考虑不同年龄段学生间欺凌行为的差异性，且干预措施的长远效果难以评估。 
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超越特定年龄或群体的局限，采取宏观治理思路，扩大样本范围，涵盖不同背

景的学生群体，并注重差异性分析，以把握校园欺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应探索符合国情的校园

欺凌治理模式，推动专业化和精细化发展，结合国际经验和我国教育实际，设计和实施干预策略，构建

科学、系统的预防和应对机制，为青少年营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7. 结语 

本研究从社会工作视角深入分析了我国青少年校园欺凌的干预现状及对策。研究指出，社会工作在

校园欺凌的预防、治理和事后干预中具有显著优势，能够为不同参与者提供个性化策略。通过个案、小

组和社区工作法，社会工作可有效改善被欺凌者的心理状态，促进欺凌者转变，并增强旁观者的共情与

责任感。然而，我国在社会工作介入校园欺凌方面仍存在不足，未来研究应加强网络欺凌干预，建立科

学评价机制，并整合实证研究，推动社会工作在校园欺凌干预领域的专业化发展，以多方合作为青少年

营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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