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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 日本曾多次出现青少年因被欺凌而 自杀的事件 。 虽

然我国的校园欺凌现象没有 日本那么严重 ， 但是 ， 也有愈演愈烈之势 。加之 ，

校园欺凌严重影响青少年的人格形成和身也健康成长 ， 甚至威胁青少年的生

命安全 。 所 研究校园欺凌巧况 、 原因 、 对策等显得千分必要 。

本论文运用 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 ， 对
＂

日本某商校大学生的校园欺凌经

历
＂

进行了个案研紀 重点研巧 了校园欺凌的状况和产生原卸 并总结概括

了 日本应对校园欺凌问题的对策 ， 在此基础上 ， 提出 了 日本对防止我国校园

欺凌问题的启示 。 研究结果如下 ：

第
一

， 不少大学生有过多次校园欺凌经历 ， 校园欺凌现象主要集中发生

在
＂

小学 ４ 年级？初中 ２ 年级
＂

期间 ， 且主要发生在校 内 。

第二 ， 欺凌现象多发生在同班同学 ， 或同
一

俱乐部成员之间 。 校园欺凌

类型Ｗ直接言语欺凌为主 ， 其次是关系欺凌 ， 再次为直接身体欺凌和所有物

欺凌 。

第Ｈ ， 男生更容易成为
＂

欺凌者
＂

， 女生更容易成为
＂

被欺凌者
＂

。 男生

欺凌的对象主要是男生 ， 女生欺凌的对象主要是女生 ， 男生欺凌女生的现象

多于女生欺凌男生的现象 。

第四 ， 校园欺凌现象是微观系统 、 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

其产生的原因既包括生物 、 生理 、 认知等因素 ， 也与学校 、 家庭 、 同伴 、 文

化等因素有关 。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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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 要防止校园欺凌问题 ， 需要国家 、 地方 、 学松 家庭 、 化会等主

体要各尽其责 ， 并相互协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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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Ｉ Ｉ



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

Ｓｏｍｅ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ｓｕｉｃ ｉｄ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ｂｕｌ ｌｙｉｎｇｉｎＪａｐ ａｎｓ ｉｎｃｅ化ｅ

１ ９８０ｓ ．Ａ 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ｄｏｍｅｓ ｔ ｉｃｂｕｌｌｙｉｎ
ｇｐ

ｒｏｂ ｌｅｍｉｓｎｏ ｔｓｏｓｅｒｉｏｕｓａｓＪａｐａｎ，ｉｔ

ｔｅｎｄｓｔｏｂ ｅｃｏｍｅｍｏｒｅｓｅｒｉｏ朋 ． Ｂ放 ｉｄ放
，
ｂｕｌｌｙ虹ｇａｆｆｅｃ ｉｓｔｈｅ化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ｄｏ 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

ｐｅ
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ｇｒｏｗｔｈｏｆ ｂｏｄｙ
ａｎｄｍｉｎｄｓｅｒｉｏｕｓ ｌｙ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ｓｔｈｅａｄｏ 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

ｌｉｆｅ．Ｓ ｏ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ｂｕｌｌｙ ｉｎｇ
ｓ 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ｉｓｖｅｒｙ

ｎｅｃｅｓ ｓａｒｙ．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ｕｓｅｓ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ｎａ ｉｒ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 ｉｅｗ
，ａｎｄｍａｋｅｓｔｈｅ

ｃｏ ｌｌｅｇｅｓ 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ｅｘｐ ｅｒｉｅｎｃ ｅｏｆａｃｏ ｌｌｅｇｅｉｎＪａｐａ
ｎａｓａｃａｓ ｅｓ ｔｕｄｙ．Ｔｈｅ

ｐ＾ｅｒ

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ｂｕｌｌｙ ｉｎｇｓ ｉｔｕ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ｎｓ巧
，

ａｎｄｓｕｍｍａｒ ｉｚｅｓ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Ｊａｐａ
ｎ

ｔａｋｅｓ
，ａｎｄ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ｔｈｅｅｎｌ 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ｇ ｉｖｅｎｂｙＪａｐａ
ｎｏｎｂｕ ｌ ｌｙ ｉｎｇｐｒｏｂ ｌｅｍ化

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
ｙ

．Ｔｈｅｒｅｓ山ｔｓａｒｅａｓｆｏ ｌｌｏｗｓ ：

１ ．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ｃｏ 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ｈａｖｅ化ｅｅｘｐｅ
ｒ ｉｅｎｃｅｏｆ ｂｕｌｌｙ ｉｎｇ ．Ｂｕ ｌｌｉｎｇ

ｉｓ

ｍａ ｉｎｌｙ 
ｈａｐｐ ｅｎｓ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ｆｒｏｍ
ｇ

ｒａｄｅ４ｉｎ
ｐ

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化

ｇｒａｄｅ２ｉｎ
ｊ
ｕｎ ｉｏｒ

ｈ 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 ｌ
，
ａｎｄｍａ ｉｎ ｌｙ

ｏ ｃｃｕｒｓｉｎ ｔｈｅｓｃｈｏｏ ｌ ．

２ ．Ｂｕ ｌ ｌｙ ｉｎｇｉｓｍｏ ｓ ｔｌｙｈａｐｐｅ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 ｌａｓ ｓｍａｔｅｓｏｒｔｈｅｓａｍｅｃ ｌｕｂ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Ｔｈｅｄ ｉｒｅｃ ｔｖｅｒｂａｌｂｕｌｌｙｉｎ
ｇ

ｉｓｔｈｅｍａ ｉｎｔｙｐｅｏｆ ｂ山ｌ 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ｉｓｔｈｅ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 ｉｐｂｕｌ ｌ 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ｎ ｉｓｔｈｅｄ ｉｒｅｃ ｔｐｈｙｓ
ｉｃａｌｂｕ ｌ ｌｙ ｉｎｇａｎｄｐｏｓｓｅｓｓ ｉｏｎ

ｂｕｌｌｙ ｉｎｇ ．

３ ．Ｂｏｙｓａｒｅｍｏｗｌ ｉｋｅ ｌｙ化ｂ ｅｃｏｍｅｂｕ ｌｌ ｉｅｓ
，ａｎｄｇｉｒｌｓａｒｅｍｏ ｉ

＊

ｅｌｉｋｅ ｌｙ化

Ｉ Ｖ



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ｂｕｌｌｅｄ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
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ｓｏｆ ｂｏｙｓａｒｅｍａｉｎｌｙ

ｂｏｙｓ ，
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ｓｏｆ

ｇ ｉｒ ｌｓａｒｅｍａｉｎ ｌｙｇ她．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ｂｏ

；ｙ
ｓｂ山ｌｙｇ ｉｒｌｓｉ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化油

ｇ ｉｒｌｓ

ｂｕｌｆｙ
ｂｏｙｓ ．

４ ．Ｂｕ ｌ ｌｉｎｇ
ｉｓｒｅ 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ｓｙｓｔｅｍ

，
ｍｉｄｄ ｌｅｓｙｓ ｔｅｍ

，ａｎｄｍａｃｒｏｓｙｓ ｔｅｍ．

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ｓｉｎｃ ｌｕｄｅ化ｅｂ ｉｏ ｌｏｇ ｉｃａｌ
＾ｐｈｙｓ ｉｏ ｌｏｇ ｉｃａ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ｆａｃ ｔ ｉｏｒｓ

，

ａｎｄｉｓａｌｓｏｒｅｌａｔｅｄ化ｓｃｈｏｃ ｌ
ｊ
ｆａｍｉｌｙ，ｐｅｅｒ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

５ ．Ｉｎｏｒｄｅｒ似
ｐｒｅｖｅｎｔｂｕｌｌ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ｎｅｅｄ化ｔａｋｅｒｅｓｐｏｎｓ化 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ｗｏｒｋ 化ｇｅｔｈ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Ｊａｐ ａｎ ；
Ｂｕ ｌ ｌｙ ｉｎｇ ；

Ｃｏ 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Ｖ



目 录

导胃 １

一

、 选题缘起及选题意义 １

（

一

） 研究缘起 １

（二 ） 研究意义 ２

二 、 文献综述 ２

（

一

） 国内外校园欺凌状况研究综述 ２

（二 ） 国 内外校园欺凌原因研究综述  ４

（Ｈ ） 国 内外校园欺凌类型研究综述 ６

（ 四 ） 国 内外校园欺凌干预对策综述 ７

（五 ） 日本大学生校园欺凌经历研究 ８

（六 ） 文献述评 ９

Ｈ 、 概念界定 １ ０

（

一

） 欺凌 １ ０

（二 ） 校园欺凌 １ ０

四 、 理论基础 １ １

五 、 研究内容 、 原路与方法 １ ３

（

一

） 研巧 内容和思路 １ ３

（二 ） 研究方法 １ ３

Ｖ Ｉ



第
一

章 校园欺凌状况调查分析结果 １ ５

第
一

节 校园欺凌现象的发生率及次数 １ ６

一

、 发生率 １ ６

二 、 发生次数 １ ６

第二节 校园欺凌现象的发生时期及地点 １ ９

一

、 发生时期 １ ９

二 、 发生地点 ２ ２

第Ｈ节 欺凌类型 ２ ３

第四节
＂

被欺凌者
＂

和
＂

欺凌者
＂

间的关系 ２ ５

一

、 两者间关系 ２ ５

二 、 两者间关系好坏 ２ ７

第五节 性别差异分析 ２ ８

一

、 见闻者 、

＂

被欺凌者
＂

、

＂

欺凌者
＂

性别差异分析 ． ． ． ． ２ ８

二 、

＂

欺凌者
＂

和
＂

被欺凌者
＂

间的性别差异分析 ２９

Ｈ 、

＂

欺凌者
＂

和
＂

被欺凌者
＂

关系的性别差异分析 ３ １

第二章 校园欺凌原因调查分析结果 ３ ２

第
一

节 微观系统层面 ３ ２

一

、 生理发展程度差异 ３ ２

二 、 也理成熟度低和感情需要 ３４

Ｈ 、 认知有误和归因差异 ３ ５

四 、 性格差异 ３ ６

五 、 处理方式有误 ３ ７

Ｖ Ｉ Ｉ



第二节 中观系统层面 ３ ９

一

、 家庭养育方式及亲子交流程度 ３９

二 、 师生交流及信赖程度 ４ １

Ｓ 、 同伴影响． ． ４２

第Ｈ节 宏观系统层面 ４３

一

、 生活方式的变化 ４ ３

二 、 考试压力大 ４４

Ｈ 、 排除异质的国 民性 ４４

第Ｈ章 日本防止校园欺凌问题的对策 ４６

第
一

节 国家层面 ４６

一

、 制定 《防止校园欺凌对策推进法》 ４ ６

二 、 制定 《防止校园欺凌的基本方针 》 ４６

Ｈ 、 财政和政策支持 ４ ７

第二节 地方层面 

 ４ ７

一

、 建立咨询机制 ４ ８

二 、 制定 《东京都防止校园欺凌对策推进条備 ４ ８

Ｈ 、 成立
＂

东京都校园欺凌对策联络委员会
＂

 ４９

四 、 成立
＂

东京都校园欺凌对策委员会
＂

 ４ ９

五 、 开展调查研究 日 ０

第Ｈ节 学校层面 ５ ０

一

、 加强指导和预防 ５ １

二 、 早发现 、 早处理 ５２

Ｖ Ｉ Ｉ Ｉ



Ｈ 、 加强与家庭及社区的协作 ５４

第四节 家庭层面 ５ ５

一

、 保护孩子安全 日 ５

二 、 加强亲子沟通 ５ ５

第五节 社区层面 ５ ６

第四章 日本校园欺凌问题对我国的启示 ５ ８

第
一

节 国家层面 ５ ８

一

、 制定专口法律 ， 提供法律保障 ５ ８

二 、 提供财政支持 ， 加强监督和管理 ５９

第二节 地方层面 ５９

一

、 完善咨询机制 ， 积极扩大宣传 ５９

二 、 制定基本方针 ， 成立专口机构 ６ ０

Ｈ 、 开展调查研究 ， 掌握实际情况 ６０

第兰节 学校层面 ６ １

一

、 改革教育 内容 ， 加强教育和 引导 ６ １

二 、 早发现 、 早处理 ， 提供也理咨询 ６ ２

Ｈ 、 加强教师研修 ， 建设校园文化 ６ ３

第 四节 家庭层面 ６ ３

一

、 注重家庭教养方式 ， 营造良好家庭环境 ６ ３

二 、 提高孩子人际交往能力 ， 关注孩子也理状况 ６４

Ｈ 、 加强亲子沟通 ， 家校合作 ６ ５

第五节 社区层面 ６ ６

Ｉ Ｘ



一

、 开展志愿者活动 ６６

二 、 开发社区教育资源 ６６

结语 ： 本研究主要结论及不足 ６８

参考文献 ７ ０

附录 ： 问卷和访谈提纲 ７ ６

附录
一

： 调查 问卷 （ 日文版 ） ７ ６

附录二 ： 调查 问卷 （ 中文版 ）  ８ ０

附录Ｈ ： 访谈提纲 （ 日文版 ） ８４

附录四 ： 访谈提纲 （ 中文版 ） ８ 曰

致谢 ８ ６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目录 ． ． ． ８ ７

Ｘ



导言

一

、 选题缘起及选题意义

（

一

） 研究缘起

１祝巧校园欺凌问题的必要性

校园欺凌现象在很多 国家都不 同程度地出现 ， 引起很多 国家的关注 。 我国对校园欺

凌现象的研巧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 。 与 国外相 比 ， 我 国起步较晚 。 加之 ， 我国 目 前处

于社会转型期 ， 贫富差距大 、 留守儿童増加 ， 这些问题会间接影响学生间 的人际关系 ，

从而有可能影响欺凌行为的发生等 。 校园欺凌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身也健康成长 ， 在某些

国家 ， 甚至有学生因受欺凌而 自杀 。 所 （Ｕ ， 我国需要深入研究校园欺凌问题 ， 为学生的

健康成长提供
一

个安全舒适的环境 。 笔者希望通过对 日本校园欺凌现象的研究 ， 为解决

我国校园欺凌 问题献言献策 ， 送与 比较教育学的宗 旨是相契合的 。

２ ．研究 日本校园欺凌问题的必要性

自 ２０ 世纪 撕 年代至今Ｈ十多年间 ， 日本校园欺凌现象出现 了 四次高潮 ， 每隔 １ ０

年左右 ， 就 出现
一

次高潮 。 在每次高潮 中 ， 均有 中小学生因受欺凌而 自 杀 。 随着旧本租

会对校园欺凌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高 ， 日本校园欺凌 问题逐渐成为
＂

全社会的 问题
＂ ？

加之 ， 中 国和 日 本同属于东亚儒学文化圈 ， 在文化上有
一

定的相似性 ， 研究 日本的

校园欺凌现象 ， 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认识我国 的校园欺凌现象 。 所Ｗ ， 笔者选取 日本校

园欺凌现象作为研究主题 。

３ ．研巧大学生的必要性

在 日 本 ， 无论是学校 ， 还是家长 ， 对校园欺凌 问题都 比较敏感 。 有些中小学生 由于

自尊屯、
、 担屯、报复等原因 ， 可能不愿意或不敢如实地报告 自 己受欺凌的事实 。 与 中小学

生相 比 ， 大学生在屯、理上 已趋于成熟 ， 能够较客观地评价 自 我 ， 也具备 了较客观地认识

问题的能力 ， 能够为防止校园欺凌问题献言献策 。 所 Ｗ ， 笔者选取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

＊
森 田 洋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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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个人经历和兴趣

笔者之所 Ｗ关注校园欺凌现象 ， 与笔者的个人学习经历有直接关系 。 在本科学习期

间 ， 笔者所学专业是 日语 ， 较为关注 日本的文化 、 教育等问题 ， 并对 日本的校园欺凌问

题有所了解。 加之 ， 在读研期间 ， 笔者有幸获得去 日 本留学
一

年的机会 。 在 日 留学期间 ，

笔者经常听到关于校园欺凌现象的新商报道 ， 也经常看到为防止校园欺凌问题献言献策

的 电视节 目 ， 这些见闻使笔者更加关注 日本校园欺凌间题 。

（二 ） 研究意义

１ ．理论意义

就研巧视角而言 ， 从屯、理学 、 教育学视角对校园欺凌现象的研究较多 ， 而从其他视

角的研巧略显不足 。 笔者试图用
＂

化会生态系统理论
＂

对校园欺凌问题进行分析 ， 这对

丰富我国对校园欺凌现象的理论研究有
一

定的意义 。

就研究资料而言 ， 我国在认识和 了解 日本校园欺凌现象时 ， 主要是参考 日本文部科

学省 、 教育机构或者 日 本学者的研究结果 ， 第
一

手资料还比较少 。 在本研巧中 ， 笔者通

过问卷调查和访谈 ， 获取第
一

手资料 ， 并在此基础上 ， 分析 日 本的校园欺凌问题 ， 这对

丰富我国对 日本校园欺凌问题的研究资料 ， 从而推动关于校园欺凌现象的理论研究有
一

定的意义 。

２ ．实践意义

虽然我国的校园欺凌问题没有 日本那么严重 ， 但是 ， 我国的校园欺凌现状也不容乐

观 。 加之 ， 校园欺凌严重影响学生的身也健康成长 ， 造成
＂

被欺凌者
＂

容易 出现也理抑

郁 、 孤独等情绪 ， 有的
＂

被欺凌者
＂

为避免被欺凌 ， 选择逃学 、 旷课 。 研究 日本校园欺

凌状况和产生原因 ， 能够为防止我国校园欺凌问题有所禅益 。

— 、 文献综述

（
一

） 国内化校固欺寇状况硏究综述

１ ． 国外校园欺凌状况研究

国外对欺凌现象的 系统研巧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 在也理学界 ， 学者奥维尤斯

２



（Ｏ ｌｗｅｕｓ Ｄ ） 对挪威和瑞典的多所学校进斤了调查研巧 。 英格兰的惠特尼 （Ｗｈｉｔｎｅｙ 

Ｉ ） 、

史密斯 （ Ｓｍｉｔｈ Ｐ Ｋ ） 等学者分别对英国的学校进行了调查研巧 ， 发现在这些地区都存在

不同程度的学生欺凌现象 。 ２０ 世纪 ８０ 和 ９０ 年代 ， 美国学者的调蒼研巧发现 ， 在美国的

学校中也存在欺凌现象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 挪威 、 美国和加拿大等国

家都发生了青少年因受到欺凌而 自 杀的事件 。 研巧表明 ， 在国外很多 国家都存在不同程

度的校园欺凌现象 ， 研究的视角也从也理学逐渐扩展到教育学 、 社会学等领域 。

根据校园欺凌状况 ， 日本学者尾木直树将 日本校园欺凌 问题社会化的历史分为四个

时期
？

。 第
一

次高潮是从 １ ９８４ 年至 １ ９８７ 年左右 。 在 １ ９８６ 年 ２ 月 ，

一

名初二学生鹿川裕

史因受欺凌而 自杀 。 鹿川受到来 自 同学的身体欺凌 、 言语欺凌 、 关系欺凌等 。 在鹿川 自

杀前 ， 学生们 曾在教室为鹿川举巧过葬礼 ， 他们将鹿川的桌子放到黑板前 ， 在桌子上摆

着鹿川的相片 、 香 、 花等 ， 在横幅上写道 ；

＂

獻 Ｉ

Ｉ

， 再见 ！

＂

， 同学们除了在横幅上签名 ，

还写寄语 ， 比如 ，

＂

傻瓜
＂

、

＂

要是没有你 ， 就太好了 

＂

等 ， Ｗ班主任为首的 ４ 位老师也签

名 。 该
＂

死亡游戏
＂

给鹿川造成极大的也理伤害 。 在第
一

高潮中 ， 按照文部省 ｋｉ前对欺

凌行为的定义 ， 只有学校经过学校确认才属于校园欺凌 。 也就是说 ， 即使有学生受到欺

凌 ， 但是学校 、 老师认为是
＂

玩笑
＂

、

＂

抄架
＂

， 就不能说是欺凌行为 。

第二次高潮是从 １ ９９４ 年至 １ ９９６ 年的 ＝年期间 。 在 １ ９９４ 年 １ １ 月 ， 爱知县的初二学

生大河 内清辉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就被欺凌 ， 最终在 自家庭院 的柿子树上 吊 自杀 ， 并在卧

室的抽屉里留下了遗书 。 主犯 Ａ 和 Ｂ 从小学时期与大河 内就是朋友 。 欺凌者们将大河 内

的书包藏起来、 在他的脸上画療 ， 弄坏他的 自行车 。 后来 ， 大河 内几乎每天都挨打 ， 欺

凌者们甚至化大河 内去女厕所 。

？
此外 ， 有四个人经常向大河 内勒索钱财 ， 次数多达 １ ０

次Ｗ上 ， 每次金额都多达几万 日元 ， 欺凌者 Ａ 甚至让大河 内去同学家里偷盗 。 欺凌者们

将大河 内带到河边 ， 水深的地方有五 、 六米 。 他们将大河 内 的头按在水里 ， 导致其无法

呼吸 ， 这样的欺凌持续 了大约 四次 。

？

第Ｈ次高潮是 ２００６ 年左右开始的 。 在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 北海道滝川市小学六年级的女

孩在课桌里留下了遗书 ， 在教室里上 吊 自 杀 。 在 ２００６ 年 ， 福 冈县和新泻县各有
一

名初二

男生因受欺凌而 自杀 。仅 ２００６年新闻媒体就报道了 口起因受到校园欺凌而 自杀的事件 ，

０
尾木直樹 （２０ １ ３ ）問題 玄 ｆｊ 克服 中 ？§ 护 Ｊ 岩波新書 ， 第 ２

－Ｍ 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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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两起 自杀未遂事件 。 在 ２００６ 年 １ １ 月 ， 文部科学省牧到了来 自被欺凌者的信 ，

被欺凌者说 自 己受到 了欺凌 ， 扬言要 自 杀 。

？
文部科学省紧急应对 ， 在深夜 １ ２ 点 １ ５ 分紧

急召开了记者会 。

第 四次商潮是大概 ２０ １ １ 年 后 。 在此期间 ， 日本发生了
＂

大津 自杀事件
＂

， 大津市

的
一

名初二男生在体育馆内 曾被多名 男生绑往手脚 ， 用胶带粘住嘴 ， 加之 ， 遭受其他类

型的长时间欺凌 ， 因不堪忍受 ， 从 自家公寓跳楼 自杀 。

＠
除此之外 ， 兵库县的

一

名髙二学

生 、 品川 区的
一

名初 中男生也因被欺凌而 自杀 。

２ ． 国 内校园欺凌状况研巧

１９９９ 年 ， 我国学者张文新首先对校园欺凌现象进斤了研充 。 张文新等采用从国外引

进并加 修巧的奥维尤斯欺凌问卷 （ ＯＢＱ ） ， 对山东省和河北省的城乡地区的 ９０００ 多名

中小学生 ， 进行了调查研究 。 研巧表明 ， 时常或频繁被欺凌的小学生的比例 ２２ ．２％ ， 欺

凌别人的小学生的 比例是 ６ ．２％ ； 时常或更频繁被欺凌的初中生的 比例是 １ ２ ．４％ ， 欺凌别

人的初中生的 比例是 ２ ．６％ 。

？

陈世平等采用 中文版欺凌行为问卷 ， 对天津市 ４ 所小学和 ４ 所中学的 ７
－

１ ８ 岁 的 ３ ３ ３２

名 中小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 。 研巧结果表明 ， 经常被欺凌的小学生的比例是 ２０ ． ３％ ， 初

中生的 比例是 １ １ ． ８％ ； 经常欺凌别人的小学生 比率是 ５ ． ０％ ， 初中生比率是 ４ ． ３％ 。 小学生

被欺凌或欺凌的 比率高于初中生被欺凌或欺凌的比率 。

？

（二 ） 国内外校园欺凌原因研究综述

目前 ， 从也理、 人格等方面解释校园欺凌原因的学说主要有 下几种 ： （ １ ）人本性 ？本

能说 （该学说认为人欺凌人是人的本性 ？ 本能 ） ；
（ ２ ） 恶灵说 （该学说认为

＂

欺凌者
＂

被

恶灵附体 ） ； （ ３ ） 压力说 （在激烈的应试考试竞争 、 体罚 、 严格的校规等背景下 ， 学生被

施加 了太多压力 ）
； （ ４ ） 化会性未熟说 （ 由于社会性 ？ 集团性不成熟 ， 即在人格上幼稚而

哥起欺凌 ） ；
（ ５ ） 矛盾说 （ 虽然社会已经近现代化 ， 但是学校仍是 由前现代校规支配着 ，

学生苦于近现代外界生活和前现代学校生活的矛盾 ， 导致校园欺凌 ） ； （ ６ ） 交流矛盾说 （学

？
ｒ文科省 出 自殺予告 、 異例 ？ 木

一

么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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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们渴望真正的朋友 ， 但是在应试竞争背景下 ， 不可能有真正的朋友 ， 这种相反的也情

导致欺凌 ） 。

？此外 ， 还有
＂

性格原因假说
＂

、

＂

规范意识欠缺假说
＂

、

＂

煽动假说
＂

等 。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中期至 ９０ 年代中期 ， 关于校园欺凌现象的研巧 ， 日 本和其他国家是

独立进行的 。 日 本认为校园欺凌现象是 日本独有的 问题 ， 在其他国家不存在 ， 即使存在 ，

其伤害性和频度也很小 。 所 Ｗ ， 在分析欺凌的原 因时 ， 日本主要从其 自 身寻找原因 ， 比

如
＂

岛 国根性
＂

、

＂

排除异质 的 国 民性
＂

、

＂

应试考试竞争激烈
＂

等 。

＠

日 本学者森 田洋司提 出 了校园欺凌
＂

四层构造
＂

理论 。 森 田洋司将校园欺凌现象的

构造分成 四层 ， 从最里层到最外层分别是 ： 欺凌者 、 被欺凌者 、 观众 、 旁观者 。

＂

观众
＂

是指没直接欺凌别人 ， 但在看见别人被欺凌时 ， 起哄 、 觉得有趣的人 ， 其对欺凌行为的

态度是积极地肯定 ， 是站在
＂

欺凌者
＂
一

边的 ；

＂

旁观者
＂

是指看见别人被欺凌 ， 却假装

没看见的人 ， 其对欺凌行为 的态度是默默地支持 。 如果有学生看见别人被欺凌时 ， 勇于

当
＂

仲裁者
＂

， 或者不直接制止 ， 表示出否定
＂

欺凌者
＂

行为的态度 ， 也会对
＂

欺凌者
＂

的行为有抑制作用 ； 反之 ， 当看见别人被欺凌时 ， 起哄 、 装作没看见就会助长
＂

欺凌者
＂

的行为 。

①

＾


仲裁者

ａ 注 ： 该 图 引 自 『 。 １： 齿 ｋ 过 何 加 ： 教 室 ？ 巧題 社会 ？ 問 题 』

－

日 本文部科学省的研究报告指 出 ， 校园欺凌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主要包括 Ｗ下几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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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家庭原因 ： 比如 ， 从婴幼儿期开始 ， 孩子没有形成基本的生活习惯 、 生活态度等 ，

尤其是为他人着想 、 正义感 、 判断善恶的品行没有形成 ； 父亲和孩子在家里接触的机会

少 ， 孩子在家里感到不快乐等 ；
（ ２ ） 学校原因 ： 比如 ， 评价尺度单

一

， 没有充分发挥孩

子们的个性 、 特性 ； 不允许欺凌弱者的观念没有植根于学生和老师的也中 ； 教师的指导

能力不足 ；
（ ３ ） 社区原因 ： 居民的连带意识薄弱化 ， 社区共同培养孩子的意识低下 ； 孩

子们 自然地相互接触 、 ｌ＾
ｉ

？及和不同年齡的孩子交朋友变得越来越难 ， 在社会中没有学会

解决人际矛盾 的方法 ； 通过玩耍、 与 自然接触 ， 孩子的精力没得到适当消散 ； （ ４ ） 社会

原因 ： 人际关系淡薄 ， 排除异质 ， 大人们 Ｗ 自我为中也的行为给孩子造成不 良影响 。

？

我国学者主要从同伴关系 、 人格 、 教养方式等方面对枝园欺凌的原因进行 了探索 。

张文新教授明确指出 ， 坦然原因研究对提出防止校园欺凌问题的对策至关重要 ， 但至今

研究者没有提出较全面系统的理论来解释校园欺凌问题产生的原因 。 有研究者提出 了 Ｗ

下几种假设 ； 竞争假设 、 外部特异性假设 、 屯、理理论假设 、 依恋理论假设 。

＠此外 ， 有研

究者从权利根源理论 、 生物学理论 、 挫折一攻击假说或社会学习理论的角度来解释校园

欺凌行为 。

＠

马传镇认为 ， 原因可 Ｗ分为静态和动态两方面 ， 动态方面包括动机 、 情绪与情境 ；

静态包括 自然环境 、 社会文化 、 学校环境 、 家庭环境 、 产前 、 出生时环境 、 遗传特质 、

屯、理特质等因素 。

？

（兰 ） 国内外校园欺凌类型硏究综述

校园欺凌通常被划分为直接欺凌和间接欺凌 。 直接欺凌又分为直接身体欺凌和直接

言语欺凌 。 直接身体欺凌 ， 是指
＂

欺凌者
＂

利用身体动作直接对
＂

被欺凌者
＂

实施的攻

击 ， 如打人 、 踢人巧损坏 、 抢夺他人财物等 ； 直接言语欺凌 ， 是指
＂

欺凌者
＂

通过 口头

言语形式直接对
＂

被欺凌者
＂

实施的攻击 ， 如骂人 、 羞辱 、 讽刺 、 起外号等 。

＠
间接欺凌

又被称为关系欺凌 。 间接欺凌 ， 是指
＂

欺凌者
＂

借助第Ｈ方对
＂

被欺凌者
＂

实施的攻击 ，

①原田煩代口朋７
）ｒ魔女栽判 ｋＣ 齿 巧 文化史

一 一

１： 故 問題？歴史的 ？ 構造的研巧 Ｊ
， 第 １化 １ ７３ 頁 ．

？张文新 ， 武建巧 ， 程学超 ： 《儿童欺侮 问题研巧综述》 ， 《也理学动态 》 第 ７ 卷第 ３ 期 ， １ ９９９ 年 ， 第 ３７４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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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会前 ： 《初中校园欺侮现象研巧

——

重庆某中学为个案 》 ， 硕±学位论文 － 西南大学 ， ２０口 年 ， 第 ２０－

２２ 页 。

？
罔会葫 ： 《巧中校园欺侮现象研巧

一一

Ｗ重庆某 中学为个案 》 ， 硕±学位论文 ， 西南大学 ， ２０口 年 ， 第 ２０ 页 。

？张文新 ， 武建芬 ， 程学趣 ： 《儿童欺侮 问题研究综化》 ， 《也理学动态 》 第 ７ 卷第 ３ 期 ， １ ９９９ 年 ， 第 ３ ７
＊４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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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造谣离间 、 社会排斥等 。

？

此外 ， 有研究指出 ，

＂

所有物的损害
＂

也是欺凌的
一

种表现 ， 比如故意藏匿 、 损坏他

人物品等 。 而且 ，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 校园欺凌Ｗ 网络欺凌的形式表现出来 。

另外 ， 安德伍德 （Ｕｎｄ ｅｒｗｏｏｄ ） 提出 了欺凌类型树形图 。 关于欺凌的类型 ，

＂

安德伍

德树形图
＂

指 出 ， 校园欺凌包括言语欺凌 、 所有物损害 、 关系欺凌和身体欺凌四种 ， 而

言语欺凌又可分为言语威胁 、 敌意顿弄和取掉号 。

校园欺凌

Ｉ Ｉ

直接欺凌 间接欺凌

■

Ｉ

 １

１

１

Ｊ

Ｉ Ｉ
＊

 ＇－

Ｉ

言语欺凌身体欺凌关系欺凌所有物损害

Ｉ １ ；－

Ｉ

言语威胁敌意嘲弄取结号

校 园欺凌 类型
？

（ 四 ） 国 内外校园欺凌干预对策综述

挪威 、 英国 、 加拿大 、 德国 等 国家利用
＂

奥维尤斯欺凌行为 问卷
＂

（ ＯＢＱ ） 或修 ｉＴ

后 问卷对本 国 的若干所学校进行了前后测 ， 而前后测 的时 间 间隔略有不 同 。 在对欺凌行

为进行干预时 ， 多是依托奥维尤斯的理论 ， 从学校 、 班级和个人Ｈ个水平进行干预 。 在

反欺凌运动之后 ， 有些学校取得了 良好的实施效果 ， 有些学校的校园欺凌斤为报告率反

而上升 。

＠

我国学者张文新等人对济南市的
一

所小学的 ３ 个班级的进行 了为期 ５周 的干预研究 ，

取得 了
一

定 的效果 。 在干预过程中 ， 对教师进行 了
一

系列的培训 ， 对学生的干预策略包

括头脑风暴法 、 自 信屯、训练等 。

？

？
张文新 ， 武建芬 ， 程学超 ： 《儿童欺侮 问题研究综述 》 ， 《也理学动态 》 第 ７ 卷第 ３ 期 ， １ ９ ９９ 年 ， 第 ３ ７

－４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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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重庆某 中学为个案 》 ， 硕±学位论文 ， 西南大学 ， ２ ０ １ ２ 年 ， 第 １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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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燕 ， 刘丽 ： 《学校欺负行为干预研究综述 》 ， 《教育理论与实践 》 第 ２ ５ 卷第 ５ 期 ， ２００５ 年 ， 第 ５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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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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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婷婷 、 康丽颖在 《巧园欺负行为干预研巧的新视角 》 中提到
＂

ＳＡＶＥ 计划
＂

（ Ｓｅｖ ｉ ｌ ｌａ

Ａｎｔ ｉ
－

Ｖ ｉ ｏ ｌ ｅｎｃ ｉ ａ 目 ｓ ｃｏ ｌ ａｒ ） ， 这
一

计划是从从化会生态学的视角 出发 ， 试图提供给教师应

付各种具体情境的
＂

工具包
＂

（包括安排小组合作的各项细节 ， 同伴调停等方法） ， 通过

改变校园人际关系和道德氛围 Ｗ及课程设置来减少欺凌行为 。

？

刘晓梅在 《 Ｗ复和措施处理校园欺凌问题 》
一

文中 ， 介绍了应对校园欺凌问题的复

和措施 。 文中指出 ， 相 比 惩罚为主
＂

的报应性矫正 ， 更应该提倡复和措施 。 夏和措

施 （ ｒｅ ｓ ｔｏｒａｔ ｉ ｖｅｐｒａｃ ｔ ｉ ｃ ｅｓ ） 是西方犯罪屯、理学界流行的概念 ， 强调通过赔偿受害人在

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失 ， 使恢复其 自尊也和 自信也 ； 而另
一

方面通过引 导和教育 ， 使欺负

者感到羞愧 ， Ｗ复和调解的方法修复被欺负者和欺负者的关系 。

＠

（五 ） 曰本大学生校园欺凌经历研究

铃木康平 、 田 口广明 、 田 口 惠子
？
选取了教育学院大二学生 、 处于教育实习期的教育

学院的大四学生 ， 比及正在任教的老师们作为研巧对象 ， 采用五点量表和 自 由陈述的调

查方法 ， 调查了老师和大学生们对校园欺凌现象是否可 根绝的看法 。 研巧者们根据调

查结果将老师和同 学们分为根绝可能群 （ ＰＯ ） 、 中 间群 （ＭＤ ） 和根绝不可能群 （ ＩＭＰ ）

Ｈ组 。 关于校园欺凌的原因 ， 研宛结果表明 ， 教育学院大二 的学生更强调
＂

排除异质
＂

和
＂

学校问题
＂

， 而现任的老师们更强调
＂

朋友关系
＂

。

铃木康平 、 山浦
一

保
？
通过调查问卷调查研究了教育学院大三的学生们被欺凌和欺凌

的经历等 。 研究结果表明 ， ４３ ．４％的男生和 巧 ．９％的女生 曾经被欺凌 ， 而 ２８ ．９％的男生和

４６ ． １％的女生欺凌过他人 。 １ ８ ．２％的男生和 ４３ ．２％的女生回答在受到欺凌时有人帮助 自 己 。

此外 ， 坂西友秀
？

、 难并真央
？也对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研巧 。

此外 ，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文教大学会沢信彦 、 平宫正志的研究 。 会沢、 平宫

Ｗ大学生为研巧对象 ， 采用无记名 自 由陈述式的调查问卷 ， 调查研究了大学生们在
＂

小

？
陈婷婷 ， 康丽颗 ： 《校园欺负行为干预研 巧的新视角 》 ， 《中 国特殊教育 》 第 ７ 期 ， ２００７ 年 ， 第 明－

９２ 页 。

＠
刘度梅 ； 《 Ｗ复和措施处理校园巧凌问题 》 ， 《青年研巧 》 ， ２ ００７ 年第 ７ 期 ， 第 ２５

－

３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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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４
？

６ 年级
＂

时的欺凌经历 。

？
另外 ， 会沢 、 平宫调查研充了大学生在

＂

初中 １

？

３ 年级
＂

时的欺凌经历
？

， 分析了欺凌现象的发生率 、 类型等 。 值得注意的是 ， 会沢和平宫对于
＂

欺

凌者
＂

是学生还是老师做 了 区分 。

（六 ） 文献述评

通过上述文献综述 ， 可 Ｗ得知在很多 国家都存在校园欺凌现象 ， 校园欺凌 问题的现

状不容乐观 ， 其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 每个国家都应该对其加 Ｗ重视 。 校园欺凌现象存

在跨文化的普遍性 ， 并非是特殊文化的产物 。

但是 ， 由于国 内外对校园欺凌的定义 、 发生机制等没有定论 ， 研巧方法 、 具体操作

等也存在差异 ， 尤其是学者们对校园欺凌现象进行归 因时 ， 众说纷经 ， 存在很多分歧 ，

这导致学者们关于校园欺凌现象的研究结果也有些不同 ， 这给跨文化比较研究带来很大

的难度 。 所 Ｗ ， 在今后 ， 学者们有必要进
一

步对校园欺凌的 内涵 、 原因等強行探巧 ， Ｗ
单

期对校园欺凌现象进行跨文化研究 。

与 国外相 比 ， 我国对校园欺凌 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 ， 至今研巧时间仅 １ ０ 余年 ， 研究

成果有待进
一

步丰富 。 由于缺乏理论指导 ， 关于校园欺凌类型 、 原因等的研究资料比较

分散 。 所 １＾ ， 学者们有必要加大对校园欺凌问题的实证研究和理论研巧 。

另外 ， 我国政府 、 教育部 口等行政机构需要加强对校园欺凌问题研究的支持力度 ，

舟

其支持对于扩大研巧规模 、 提高研巧质量等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 在不少国家 ， 学者们巧

进行校园欺凌研究时 ， 都得到了政府和教育机构的支持 。 例如 ， 奥维尤斯在调查挪威全

国 的校园欺凌问题时 ， 受到了挪威教育部的委托和资助 ， ３７ 所学校参与到奥维尤斯所实

施的校园欺凌干预研究中 ； 史密斯领导的反欺凌活动受到 了英国教育部 的支持 ； 在 日本 ，

为防止校园欺凌 问题 ， 国家财政每年都提供专项拨款 ， 而且 ， 由文部科学省 、 教育委员

会主导的关于校园欺凌的研巧也有很多 。

０
会沢信彦 ？ 平宮正志 （ ２００ ８ ） 「大学生 加経験 Ｌ ｔ ｕ Ｃ 齿 ？ 質 的分析 （ ２ ）

― ―

小学校 ４
？

６ 年時四経験 」 ， ｒ教育学部

紀要 Ｊ４２
， 第 Ｕ －

１ ８ 頁 ．

＊
会沢信彦 ？ 平宮正志 （ ２００９ ） 「大学生 新経験 々 ？ 質 的分析 （ ３ ）

― ―

中学校 １

？

３ 年時 ？経験 」 ，
ｆ教育学部

紀要 Ｊ 化 第 ５－ 口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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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 概念界定

（

－

） 欺凌

欺凌 ， 英文为ｂｕｌｌｙ ｉｎｇ ， 意为
＂

ａ
ｐｅｒｓｏｎ ｗｈｏ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ｅ ｌｙ

ｉｎｔｉｍｉｄａｔｅ ｉｓ畑
ｐｅｒｓｅｃｕｔｅｓ也〇 化

ｗｈｏａｒｅｗｅａｋｅｒ
＂ ①

（某人故意威胁或伤害弱者 ） 。 虽然今 日将
＂

ｂｕｌｌｙ ｉｎｇ

＂

作为国际通用

术语 ， 但是 ， 欺凌也 曾被翻译成
＂

ｍｏｂｂ ｉｎｇ

＂

、

＂

ｍｏｂｂｅｎ
＂

、

＂

ｓｃｈｉｋａｎｅ
＂

等 。

？

＂

欺凌
＂

， 在 日语中 ， 名词为
＂

Ｖ
、 Ｃ ＆

＂

（邮ｎｅ ） ， 谐音为
＂

异己灭
＂

， 而动词为
＂

Ｖ
、

Ｉ：故 ５
＂

（
ｉ ｊ

ｉｍｅｒｕ ） 。 《広辞苑 》 将
＂

欺凌
＂

定义为 ：

＂

特亡学校了
＇

、 弱 Ｖ
、立場０生徒套肉

体的棄 ｔ巧精神的吃痛该〇巧 ５ 。

＂ ？
（欺凌 ， 尤其是指在学校中 ， 处于强势的学生从身

体或精神方面伤害弱者的巧为 。 ）

在汉语中 ，

＂

欺凌
＂

， 意为
＂

欺负 、 凌辱
＂

。

？＂

欺负
＂

意为用蛮横无理的手段侵蚀 、

压迫或侮辱 。

？＂

凌辱
＂

意为
＂

欺侮 、 侮辱
＂

。 而
？＂
侮辱

＂

意为使人格或名誉受到损害 ，

蒙受耻辱 。

？
由此得知 ，

＂

欺凌
＂

既包巧对弱者的身体欺凌 ， 也包括对弱者的也理伤害 。

（二 ） 校园欺凌

关于校园欺凌的定义 ， 国 内外至今没有统
一

。 不 同的学者和组织对校园欺凌的定义

也存在
一

定的差异 。 我国学者对校园欺凌进行研究时 ， 多是引 用奥维尤斯或者史密斯对

欺凌的定义 。

挪威卑尔根大学 （Ｕｎｉｖｅ ｒｓ ｉｔｙ ｏｆＢｅｒｇｅｎ ） 也理学家奥维尤斯首先对校园欺凌做出 了定

义 。 他认为 ；

＂

如果某名学生长时间反复受到
一

名或多名学生施加的负面行为 ， 那么这名

学生就是在受到欺凌 。

＠
英国化敦大学教授史密斯认为 ：

＂

欺凌是力量较强的
一

方对较弱

的
一

方实施攻击 ， 通常表现为 Ｗ大欺小 、 强凌弱 、 Ｗ众欺寡 。

＂ ＠
史密斯教授指出 ， 欺

巧ｕ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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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现象具有Ｈ个特征 ： （ １ ） 故意性 ；
（ ２ ） 重复性 ；

（ ３ ） 力量不均衡性 。

？

在 ２００６ 年 Ｗ前 ， 日本文部科学省对校园欺凌的定义如下 ：

＂

欺凌是指对比 自身弱的

人 ， 在身体上或也理上实施单方面持续性的攻击 ， 令对方深感痛苦的行为 。

＂

２００６ 年 ，

文部科学省重新定义了

＂

欺凌
＂

， 指出
＂

欺凌是指某学生因受到与其具有
一

定人际关系的

人对其在也理上 ？ 物理上施加的攻击 ， 而感到精神痛苦的行为 。

＂ ＠
根据最新的定义 ， 定

义的角度 由
＂

欺凌者
＂

变成 了
＂

被欺凌者
＂

， 学校在判定欺凌行为时 ， 需要站在
＂

被欺凌

者
＂

的角度 ， Ｗ

＂

被欺凌者
＂

的身也感受为依据 。

大阪市立大学教授森 田洋司指出 ，

＂

所谓欺凌 ， 是指在同
一

群体内 的相互作用过程中 ，

处于优势的
一

方故意对另
一

方造成精神上 ？ 身体上的痛苦的行为
＂

。

？
森 田教授指出很多

研巧在对校园欺凌进巧概念界定时 ， 存在Ｈ个共通要素 ， 分别为 ： 力量不平衡或滥用 、

伤害性 、 持续性或反复性 。

？
此外 ， 奈 良教育大学学者池岛德大总结了 日本学者对欺凌

行为定义 ， 其中包括高野 、 江川 、 尾木等学者提 出 的定义 。

？

综上所述 ， 在本论文中 ， 笔者对校画欺凌的定义为 ： 欺凌行为是指处于优势的
一

方

对另
－

方 ， 故意并重复性地进行右、理上 ？ 物理上的攻击 ， 使对方感到精神痛苦的斤为 。

＂

物理上的攻击
＂

既包括身体攻击 ， 也包括敲诈 、 藏匿钱财和物品等欺凌行为 。 在对校

园欺凌进行判定时 ， 不从表面上 、 形式上进行判断 ， 主要依靠
＂

被欺凌者
＂

的身也感受 ，

即 当被欺凌者感到身屯、痛苦时 ， 该学生就是受到 了欺凌 。

四 、 理论基础

校园欺凌问题不仅是教育 问题 ， 更是
一

种社会生态现象 ， 本研究 Ｗ社会生态系统理

论为指导来分析校园欺凌现象 。 人与环境是相互联系和影响的 ， 欺凌现象产生的根源不

能完全归罪于欺凌者 ， 也与其周边所存在的环境系统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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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代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代表人物之
一

。 查尔斯 ？ 扎斯特罗 （ Ｃｈａｒ ｌｅｓＨ ．Ｚａｓ ｔｒｏｗ ） 和

卡 伦 ？ 柯 斯特一阿 什曼 （ ＫａｒａｎＫ ．ｋ ｉｒｓｔ
－Ａｓｈｍａｎ ） 的 著 作 《 人类行为 与社会环境 》

（Ｕｎｄｅｒｓ ｔａｎｄ 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 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论述了人与生态系统的关系 。

文中阐述了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形成的多重系统 Ｗ及两者间 的互动关系 ， 他们把个体的

生存环境看成
一

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 认为个人也是生态系统的
一

部分 。

＆
他们把人的生态

系统理论分为Ｈ种基本模型 ， 分别是 ； ①微观 （ｍｉｃｒｏ ） 系统 ， 指处在生态系统 中 的个人 ，

个人也是
一

种生物的 、 屯、理的 、 社会的 系统类型 ； ②中观 （ ｍｅｚｚｏ ） 系统 ， 指与个人直

接接触的小群体 ， 比如家庭 、 单位 、 朋辈群体 ； ③宏观 （ｍａ ｃｒｏ ） 系统 ， 指个体不直接接

触的 、 比小群体更大的社会系统 ， 比如社区 、 组织 、 政府 ， 这Ｈ个系统之间相互联系 、

相互制约 、 相互影响 。

＠
由此可见 ，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在认识人的行为时 ， 既看到 了个体

的生物 、 也理、 认知等 内在因素 ， 又强调家庭 、 朋辈群体等外在因素 。

＾


—

宏观
…

？

？

？
、

、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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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研究内容 、 思路与方法

（

－

） 研究内容和思路

本文 Ｗ 日 本校园欺凌现象为主题 ， 主要研巧 日 本校园欺凌的状况 、 产生原因及防止

对策等 ， 旨在提出对我国 的启示 。 具体研巧思路如下 ：

１ ． Ｗ
＂

日 本某高校大学生校园欺凌经历
＂

为个案 ， 研究 日 本校园欺凌状况 ， 包括发

生率 、 发生时期 、 类型等 ， 并在此基础上 ， 进
一

步对 日 本校园欺凌现象进行性别差异分

析 。

２ ．根据 问卷结果和访谈资料 ， 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框架下 ， 从微观系统 、 中观系统

和宏观系统Ｈ个层面 ， 对 日本校园欺凌现象进行归 因分析 ， 探巧 日 本校园欺凌现象产生

的原因 。

３ ．从国家 、 地方 、 学校 、 家庭和社区五个层面 ， 总结旧纳 日 本防止校园欺凌问题的

对策 。

４ ．从国家 、 地方 、 学校 、 家庭和社区五个层面 ， 提 出 日 本对我国 的启示 ， 为防止我

国校园欺凌现象提出献言默策 。

／



＇

Ｉ


＾ ｆ



＼ ｆ
＇

个案研究 峰 归 因分析 。…

’ 防止对策驚启示

（二 ） 硏究方法

１ ． 问卷调查法

为了保证 问卷的信效度 ， 笔者根据本论文的研究需要 ， 同时 ， 参照 国 内 外学者编制

的关于校园欺凌现象的调查 问卷 ， 尤其是 日本教育行政机构和 日 本学者编制 的 问卷 ， 在

征求导师巧 日 本老师意见的基础上 ， 编写 出适合本研究的调查 问卷 。 本研宛拟运用 随机

抽样的方法 ， 选取 日本某高校大学生作为研巧对象 ， 采用不记名调查方式 ， 现场 回收问

卷 。 根据 问卷结果 ， 剔除无效问卷 ， 对有效问卷进行编码 ， 运用 ｅｘｃｅ ｌ 对数据进行统计

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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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访谈法

为了弥补 问卷调查的不足 ， 根据本研巧的重点 ， 在参考前人研巧的基础上 ， 设计访

谈提纲 ， 进行访谈 。 在问卷调查结束后 ， 笔者拟根据问卷分析的初步结果 ， 选取 １ ０ 名大

学生作为访谈对象 ， 力求详细了解 日本大学生的校园欺凌经历 ， Ｗ及其对校园欺凌原因

的认识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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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校园欺凌状况调查分析结果

本研巧选取了 日本岐阜县的某所普通高校 ， 重点研究该校大学生校园欺凌经历 。 关

于 问卷调查对象 ， 在预试结束后 ， 由 日本老师从教育学院和外国语学院各随机选取
一

个

班级作为被试 ， 由任课老师代为发放 、 回收问卷 。 另外 ， 为扩大研究范 围 ， 笔者选取
＂

在

教室 、 食堂 、 室外 自 习 的大学生
＂

为对象 ， 学生均为教育学院和外国语学院大
一

至大四

的学生 ， 由笔者发放、 回收问卷 。

问卷共发放 ２６ １ 份 ， 回收 ２６ １ 份 ， 问卷回收率 １ ００％ 。 有效问卷 ２３２ 份 ， 问卷有效

率 ８８ ．９％ ， 问卷中开放性问题的回答率为 ９ １ ．４％ 。 从表 １
－

１ 可 ｜＾＾看出 ， 男性被试共 １ ２６

人 ， 占全体被试的 ５４ ．３％ ， 女性被试共 １ ０６ 人 ， 占全体被试的 ４５ ． ７％ 。

表 ＾ １ ： 某 高校 问卷调查被试学生基本信忠

ｍｉ

总计

 ５是

人数 １ ２６ 人 １ ０６ 人２ ３２ 人

百分比 ５４ ．３％ ４５ ． ７％ １ ００％

问卷首先调查 了被试的基本信息 ， 比如性别等 。 其次 ， 问卷的第 ２ 部分和第 ａ 部分

分别是针对
＂

被欺凌者
＂

、

＂

欺凌者
＂

的题 目 ， 调查了欺凌现象发生的时间 、 地点 、 类型 、

原因等 。 第 ４ 部分是面向
＂

见闻者
＂

的题 目 ， 调查了见闻者对校园欺凌现象的态度 。 第

５ 部分调查了被试的 自我认知 、 也理状态等 。 最后 ， 由被试 自 由书写校园欺凌的原因及

解决对策等 。

另外 ， 为确保访谈对象的典型性 ， 笔者根据被试接受访谈的意 向和
＂

欺凌经历 的有

无
＂

， 从 巧 名大学生中选取了１ ０ 名大学生 ， 其中包括 ５ 名男生 ， ５ 名女生 。 笔者采取面

对面访谈的方式 ， 对这 １ ０ 名大学生的校园欺凌经历及其对校园欺凌问题的看法进行 了详

细访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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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校园欺凌现象的发生率及次数

—

、 发生率

从图 １
－

１ 可 Ｗ看出 ，

＂

曾受过欺凌
＂

的
＂

被欺凌者
＂

占全体被试的 ％ ．２％ ， 超过 １ ／３
；

＂

曾欺凌过他人
＂

的
＂

欺凌者
＂

占全体被试的 ２４ ． １％ ， 约为 １ ／４
；

＂

看见过 、 听说过校园

欺凌
＂

的见闻者 占全体被试的 ７８ ．４％ 。 有些被试
＂

既受过欺凌 ， 也欺凌过别人
＂

， 既是

＂

被欺凌者
＂

， 也是
＂

欺凌者
＂

的被试 占全体被试的 １ ５ ． ５％ ，

＂

既没受过欺凌 ， 也没欺凌

过他人
＂

的未卷入者仅 占全体被试的 ５ ５ ． ２％ 。 由上述分析数据可 得知 ， 校园欺凌现象

较为严重 。

①曾受过欺凌 ： ！ ６ ． ２％

＾ １ １ １

⑤ 曾欺凌过他人 ２

＾

． １％

ｉ
ｌ

ｌ

③看见过 、 听说过校园欺凌— １— ７ ８ ．４
＾

／〇

１ ＩＭ ！ Ｉ Ｉ

④既受过歡凌 ， 也欺凌过别人 １ ５ ． ５％ Ｉ

ｊ ！
 Ｉ ｊ ｉ

⑤既没受过欺凌 ， 也没欺凌过他人 Ｍｉｉｉ— ± ． ２％ １

ｎｒＴＴＴｒ … … …

Ｉ

… ４ —」
０％１０ ９４２０％３ ０

〇

／〇４０％５０
〇

乂 如％７０％８０
〇

／〇９０％

图 １
－

１ 各 类被试 占 全体被试的 百 分比

二 、 发生次数

为了研究
＂

被欺凌者
＂

的被欺凌次数 ， Ｗ及
＂

欺凌者
＂

的欺凌次数 ， 笔者在调查 问

卷中分别设置 了面 向
＂

被欺凌者
＂

和
＂

欺凌者
＂

的单选题 目 。 这两道题均有 ４ 个选项 ，

分别是 ：

＂

１

？

２ 次
＂

、

＂

３
？

５ 次
＂

、

＂

６
？

１ ０ 次
＂

、

＂

１ ０ 次 上
＂

。

（

一

） 被欺凌次数 （调查对象 ：

＂

被欺凌者
＂

）

１ ． 被欺凌次数 （调查对象 ： 所有
＂

被欺凌者
＂

）

如 图 １
－

１ 所示 ， 在全体被试中共有 ３ ６ ．２％的被试受到过欺凌 。 笔者对被欺凌对象的

被欺凌次数进行 了研究 ， 经过统计得知 ， 被欺凌
＂

１

？

２ 次
＂

的被试 占全体被试的 １ ２ ． １％ ，

１ ６



被欺凌
＂

３ 次及 Ｗ上
＂

的被试 占全体被试的 ２４ ． １％ ， 如图 １
－２ 所示 。

３ ０％ｎ
— —￣￣ —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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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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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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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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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２次
 ３次及 Ｗ上

图 ＾ ２ 各类被试 占 全体被试的 百分比 （研究对 象 ： 所有
＂

被欺凌者
＂

）

２ ． 被欺凌次数 （调查对象 ： ５６ 名
＂

被欺凌者
＂

）

从图 １
－２ 可知 ， 被欺凌

＂

３ 次及Ｗ上
＂

 的被试 占全体被试的 ２４ ． １ ％ 。 经过统计得知 ，

回答被欺凌
＂

３ 次及 Ｗ上
＂

的被试共有 ％ 名 。 笔者对这 ５ ６ 名
＂

被欺凌者
＂

进行了重点

分析 。

对被欺凌
＂

３ 次及 Ｗ上
＂

的 ％ 名
＂

被欺凌者
＂

的研究结果 ， 如 圓 １
－

３ 所示 。

＂

被欺

凌过 ３
？

５ 次
＂

的学生 占全体被试 的 ８ ． ６％
；

＂

被欺凌过 ６
？

１ ０ 次
＂

的学生 占全体被试的

６％ ；

＂

被欺凌过 １ ０ 次 １＾上
＂

的学生 占全体被试的 ６％
；

＂

被欺凌 ３ 次及 Ｗ上但不确定具

体次数
＂

的学生 占全体被试的 ３ ．４％ 。 由上述数据可 Ｗ得知 ， 该高校大学生在 中小学时期

曾受到严重欺凌 。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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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

１  ！ Ｘ  １

—／／次
户
／

－沪 －／．／／

—／
图 １

－

３ 各 类被试及 占 全体被试的 百分比 （研 究对 象 ：

＂

被欺凌者
＂

）

（二 ） 欺凌次数 （ 调 查对 象 ：

＂

欺凌者
＂

）

１ ． 欺凌次数 （ 调查对象 ： 所有
＂

欺凌者
＂

）

如 图 １
－

１ 所示 ， 在全体被试 中共有 ２４ ． １ ％的被试 曾欺凌过别人 。 经过统计得知 ，

＂

欺

凌别人 １

？

２ 次
＂

的被试 占全体被试的 １ ２ ． ０７％ ，

＂

欺凌别人 ３ 次及 ［＾上
＂

的被试 占全体被

试的 比例也为 １ ２ ．０７％ ， 如 图 ＾ ４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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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欺凌过别人 １
？

２次欺凌过别人 ３次及抖上

图 ＾４ 各 类被试 占 全体被试的 百 分比 （研 究对 象 ：

＂

欺凌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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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欺凌次数 （调查对象 ： ２８ 名
＂

欺凌者
＂

）

从图 １
－４ 可知 ，

＂

欺凌过别人 ３ 次及 Ｗ上
＂

的被试 占全体被试的 １ ２ ． ０７％ 。 经过统计

和计算 ，

＂

欺凌过别人 ３ 次及 Ｗ上
＂

的被试共有 ２ ８ 名 。 笔者对这 ２ ８ 名
＂

欺凌者
＂

进行 了

重点分析 。

＇

对
＂

欺凌过别人 ３ 次及Ｗ上
＂

的 ２８ 名
＂

欺凌者
＂

的研究结果 ， 如 图 １
－

５ 所示 。

＂

欺

凌过别人 ３
？

５ 次
＂

被试 占全体被试的 ５ ．２％ ；

＂

欺凌过别人 ６
？

１ ０ 次
＂

的被试 占全体被试

的 １ ． ７％ ；

＂

欺凌过别人 １ ０ 次 Ｗ上
＂

的被试 占全体被试的 ５ ．２％ 。

６％
 ５ ． ２％ ５ ． ２％

说 ！

＇

４％


１
：

＊

Ｍ
 ——

：：

口 ： ＾吓
－

：

－ －

：：

欺凌过别人 ３
？

５次 欺凌过别人 ６
？

１ ０次 欺凌过别人 １ ０次 ＾ ？上

图 １
－

５ 各被试及 占 全体被试 的 百分 比 （研 究 对 象 ：

＂

欺凌者
＂

）

从上述研究结果得知 ， 在该高校大学生 中 ， 有不少学生在中小学时期受过多次欺凌 ，

也有不少学生在 中学时期欺凌过别人很多次 。 由于校园欺凌具有重复性 ， 所 Ｗ ， 在本研

究中 ， 笔者的重点研究对象是 ：

＂

被欺凌 ３ 次及 Ｗ上
＂

的 ５ ６ 名
＂

被欺凌者
＂

，
Ｌ义及

＂

欺凌

别人过 ３ 次及 Ｗ上
＂

的 ２ ８ 名
＂

欺凌者
＂

。

第二节 校园欺凌现象的发生时期及地点

－

、 发生时期

为了研究校园欺凌现象的发生时期 ， 笔者在调查 问卷中分别设置了面 向
＂

被欺凌者
＂

和
＂

欺凌者
＂

的多选题 目 。 送两道题均有 ６ 个选项 ， 分别是 ：

＂

小学 １ 年级？小学 ３ 年级
＂

、

＂

小学 ４ 年级？小学 ６ 年级
＂

、

＂

初 １
？初 ２

＂

、

＂

初 ３

＂

、

＂

高 １

？高 ２
＂

、

＂

高 ３

＂

。

由于是多选题 目 ， 所Ｗ每名学生都有可能选择 １ 个 、 ２ 个甚至 ６ 个选项 ， 比如 ， 有学生

回答在
＂

小学 ４ 年级？小学 ６ 年级
＂

期 间和
＂

初 １

？初 ２
＂

都受到 了欺凌 。

１ ９



（

一

） 发生时期 （调查对象 ： ５６ 名
＂

被欺凌者
＂

）

在统计 问卷时 ， 笔者首先将被欺凌时间归结为 ３ 类 ， 分别是 ：

＂

小学期间
＂

、

＂

初中期

间
＂

和
＂

商中期 间
＂

。 从图 １
－

６ 可 Ｗ看出 小学期间
＂

受过欺凌的被试 占全体被试的 １ ４ ． ７％ ；

＂

中学期间
＂

受过欺凌的被试 占全体被试的 １ 化 ３％
；

＂

高中期间
＂

受过欺凌的被试 占全体

被试的 ３ ．４％ 。

１ ６％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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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小学期间初 中期间高中期间

图 １
－

６ 各时期校 园欺凌现象 发生率 （研 究对 象 ：

＂

被欺凌者
＂

）

具体被欺凌时 间如图 １
－ ７ 所示 。

＂

小学 １ 年级？小学 ３ 年级
＂

期间 ， 受过欺凌的学生

占全体被试的 ６ ．９％ ；

＂

小学 ４ 年级？小学 ６ 年级
＂

期间 ， 受过欺凌的学生 占全体被试的

１ ０ ． ３％ ；

＂

初 １

？初 ２

＂

期 间 ， 受过欺凌的学生 占全体被试的 １ ２ ． １％
；

＂

初 ３

＂

期间 、

＂

高 １

？

高 ２
＂

期间 ， 受过欺凌的学生 占全体被试的 比例均为 ３ ．４％
；

＂

高 ３

＂

期间 ， 没有被试被欺

凌过
＂

３ 次及 ［＾
＞１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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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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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１
？小 ３小４

？小 ６初 １
？初 ２初 ３高 １

？高 ２高 ３

图 １
－ ７ 各时期校 国 欺凌现 象 发生率 （研 究对 象 ：

＂

被欺凌者
＂

）

ａ 注 ：

＂

小 １

＂

巧
＂

小 学 １ 年级
＂

，

＂

小 ２
＂

指
＂

小 学 ２ 年级
＂

，
依此 类推 。

另外 ， 从图 １
－

７ 可 看 出 ， 被欺凌现象的发生率随年级的变化而变化 。 从总体上而

言 ， 在小学期间 ， 被欺凌现象的发生率随年级 的升高而增加 ， 呈上升趋势 。 而在祝 中阶

２０



段 ， 被欺凌现象的发生率随年级的升髙而减少 ， 呈下降趋势 。 巧
＂

小学 ４ 年级？小学 ６

年级
， ，

和
＂

初 １

？初 ２
＂

期间 ， 被欺凌现象相对较多 ，

＂

初 １
？初 ２

＂

期间达到峰值 。

（二 ） 发生时期 （调查对象 ： ２ ８ 名
＂

欺凌者
＂

）

在统计 问卷时 ， 笔者将欺凌时间归结为 ３ 类 ， 分别是 ：

＂

小学期间
＂

、

＂

初 中期间
＂

和

＂

高 中期 间
＂

。从图 １
－

８ 可 Ｗ看出 ， 在
＂

小学期 间
＂

欺凌过别人的被试 占全体被试的 １ ０ ． ３％ ；

在
＂

初中期间
＂

欺凌过别人的被试 占全体被试的 ５ ．２％ ， 在
＂

高中期间
＂

欺凌过别人的被

试 占全体被试的 ２ ．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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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期 间初中期 间高中期 间

图 １
－

８ 各时期校 园 欺凌现 象 发生率 （研 究对 象 ：

＂

欺凌者
＂

）

具体欺凌时间如 图 １
－

９ 所示 。

＂

小学 １ 年级？ 小学 ３ 年级
＂

期 间 ， 欺凌过别人的被试

占全体被试的 ０ ． ９％ ；

。

小学 ４ 年级？小学 ６ 年级
＂

期间 ， 欺凌过别人的被试 占全体被试

的 比例为 １ 化 ３％ ；

＂

初 １

？初 ２
＂

期间 ， 欺凌过别人的被试 占全体被试的 ５ ． ２％ ；

＂

初 ３

＂

期

间 ， 欺凌过别人的被试 占全体被试的 ３ ． ４％ ；

＂

高 １

？高 ２
＂

期间 ， 欺凌过别人的被试 占全

体被试的 １ ． ７％
；

＂

高 ３

＂

期间 ， 欺凌过别人的被试 占全体被试的 化 ９
〇
／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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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１
？小 ３小４

？小 ６期 １
？初 ２初 ３高 １

？

商 ２商 ３

图 ＾ ９ 各时期校 园欺凌现 象 发生率 （研究对 象 ：

＂

欺凌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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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从图 １
－９ 可 Ｗ看 出 ， 欺凌现象的发生率随年级的变化而变化 。 从总体上而言 ，

小学期间 ， 欺凌现象的发生率随年级的升高而增加 ， 呈上升趋势 。 而在初 中阶段 ， 欺凌

现象的发生率随年级的升高而减少 ， 呈下降趋势 。

＂

小学 ４ 年级？小学 ６ 年级
＂

和
＂

初 １
？

初 ２
＂

期间 ， 欺凌现象的发生率较高 ， 这与 Ｗ
＂

被欺凌者
＂

为对象的研究结果是基本相

吻合的 。

综上所述 ， 研究表明 ， 与初中生相 比 ， 小学生受欺凌或欺凌的比率高于初中生受欺

凌或欺凌的 比率 。 这与我国学者张文新 、 陈世平 、 乐 国安等采用奥维尤斯欺凌问卷 （ ＯＢＱ ）

的研究结果也是
一

致的 。 小学和初 中阶段 ， 尤其
＂

小学 ４ 年级？初中 ２ 年级
＂

， 校园欺凌

现象的发生率较高 ， 是预防和干预校园欺凌问题的重要时期 。

二 、 发生地点

为 了研究校园欺凌现象主要发生在校 内还是校外 ， 笔者在 问卷中面向
＂

欺凌者
＂

和

＂

被欺凌者
＂

分别设置了关于发生地点的题 目 ， 这两道题均有
＂

校内
＂

和
＂

校外
＂

２ 个

选项 ， 但并未 明确写明该题是多选题 ， 还是单选题 。 在本研巧中 ， 有被试选择 了

＂

校 内
＂

或
＂

校外
＂

中 的
一

个选项 ， 也有被试选择 了
＂

校 内
＂

和
＂

校外
＂

两个选项 。

（

一

） 发生地点 （调查对象 ； ５ ６ 名
＂

被欺凌者
＂

）

关于被欺凌的地点 ， 问卷统计结果如 图 １
－

１ ０ 所示 。 在 ５６ 名
＂

被欺凌者
＂

中 ， ７ １ ． ４％

的被试在
＂

校 内
＂

受过欺凌 ， ７ ． １ ％的被试在在
＂

校外
＂

受过欺凌 ， ２ １ ．４％的被试在
＂

校

内
＂

和
＂

校外
＂

均受过欺凌 。 由此可见 ， 发生在校 内 的被欺凌现象较多 ， 学校是防止校

园欺凌现象的重要地点和主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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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校 内校外校 内 外

图 ＾ １ ０ 不 同地点校 固欺凌现象的 发生率 （研 究对 象 ；

＂

被欺凌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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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发生地点 （ 调查对象 ： ２８ 名
＂

欺凌者
＂

）

关于欺凌地点 ， 问卷统计结果如 图 １
－

１ １ 所示 。 在 ２ ８ 名
＂

欺凌者
＂

中 ， ９２ ． ９％的被试

在
＂

校 内
＂

欺凌过别人 ， ７ ． １％的被试在
＂

校外
＂

和
＂

校外
＂

均欺凌过别人 ， 没有被试回

答只在
＂

校外
＂

欺凌过别人 。 由此可见 ，

＂

欺凌者
＂

主要在校内实施欺凌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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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

１ １ 不 同地点校 园欺凌现象的 发生率 （研究对 象 ：

＂

欺凌者
＂

）

综上所述 ， 从
＂

被欺凌者
＂

、

＂

欺凌者
＂

为研究对象的研巧结果均表明 ，

＂

校 内
＂

是

校园欺凌现象的主要发生地点 。 这意味着学校是防止校园欺凌 问题的重要主体 ， 学校

在防止校园欺凌 间题方面是可 大有作为的 ， 送主要是 因 为发生在校 内 的欺凌现象是

相对 比较好控制 的 。

第Ｈ节 欺凌类型

为 了研究欺凌类型 ， 在 问卷 中 ， 笔者面向
＂

被欺凌者
＂

和
＂

欺凌者
＂

分别设置 了关

于欺凌类型 的题 目 ， 送两道题均提供 了 ９ 个选项 。

一

、 欺凌类型 （调查对象 ： ５６ 名
＂

被欺凌者
＂

）

从图 １
－

１ ２ 可 Ｗ得知 ， 在 ５ ６ 名
＂

被欺凌者
＂

中 ， ７ １ ．４％的人选择选项
＂

①徘谤 、 喃笑 、

背地里说坏话
＂

；
５ ３ ． ６％的学生选择选项

＂

④无视 、 排挤
＂

：
５ ０％的学生选择选项

＂

②恶

作剧
＂

； 选择选项
＂

⑤３难 （把鞋子或其他物 品被藏起来 ）

＂

和选项
＂

⑨巧人
＂

的被试

所 占 比例均为 １ ７ ． ９％
； 选择选项

＂

③给对方手机 、 电脑发送恶意短信
＂

和选项
＂

⑧强迫

对方做不愿意做的事
＂

的被试所 占 比均为 １ ４ ． ３％ 。 按照 比例大小进行排序 ， 被欺凌方式

依次为①④② （⑤⑨ ） （⑨⑥ ） 。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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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

１ ２ 各欺凌 类型 的 发生率 （研 完对 象 ：

＂

被欺凌者
＂

）

二 、 欺凌类型 （调查对象 ； ２ ８ 名
＂

欺凌者
＂

）

从图 １
－

１ ３ 可 Ｗ得知 ， 在 ２ ８ 名
＂

欺凌者
＂

中 ， ３ ９ ． ３％的人选择选项
＂

①徘谤 、 嘲笑 、

背地里说坏话
＂

；
３ ２ ． １ ％的学生选择选项

＂

④无视 、 排挤
＂

；
１ ８％的学生选择选项

＂

②恶

作剧
＂

； 其次为
＂

⑤习难 （把鞋子或其他物 品被藏起来 ）

＂

； 选择
＂

⑤给对方手机 、 电

脑发送恶意短信
＂

和
＂

⑧打人
＂

的被试 比例均为 ３ ．６％ 。 若按 比例大小进行排序 ， 分别为

①④③⑤ （③⑨ ） ， 这与 Ｗ
＂

被欺凌者
＂

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结果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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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

１ ３ 各欺凌 类 型 的 发 生率 （研 究对 象 ：

＂

欺凌者
＂

）

综上所述 ， 无论是
。

被欺凌者
＂

为研究对象 ， 还是 Ｗ
＂

欺凌者
＂

为研究对象 ， 在

９ 种欺凌方式 中 ， 其中前 ３ 位均是
。

①徘谤 、 蝴笑 、 背地里说坏话
＂

、

＂

④无视 、 排

挤
＂

、

。

②恶作剧
＂

；

。

⑤习难 （把鞋子或其他物 品被藏起来 ）

＂

是第 ４ 位 ，

。

⑨打人
＂

和
＂

⑤给对方手机 、 电脑发送恶意短信
＂

都处于前 ５ 位 。 由此得知 ， 在校园欺凌类ｉ 中 ，

最主要的是直接言语欺凌 ， 其次是关系欺凌 ， 再次为直接身体欺凌 、 所有物欺凌和 网络

欺凌 。

第四节
＂

被欺凌者
＂

和
＂

欺凌者
＂

间的关系

为研究
＂

欺凌者
＂

与
＂

被欺凌者
＂

之间 的关系 ， 在 问卷中 ， 笔者面 向
＂

被欺凌者
＂

和
＂

欺凌者
＂

分别设置了关于两者间关系 的题 目 。

―

、 两者间关系

（

一

） 两者间关系 （研巧对象 ： ５６ 名
＂

被欺凌者
＂

）

如图 １
－

１ ４ 所示 ， 在 ５６ 名
＂

被欺凌者
＂

中 ， ９２ ．９％的
＂

被欺凌者
＂

与
＂

欺凌者
＂

之间

２５



是
＂

①同班同学
＂

；
３ ５ ．７％的

＂

被欺凌者
＂

与
＂

欺凌者
＂

么间是
＂

？同
一

俱乐成员
＂

；
２ １ ．４％

的
＂

被欺凌者
＂

与
＂

欺凌者
＂

之间是 同年缀不 同班
＂

； 在其他关系 中 ， 有
＂

被欺凌者
＂

回答
＂

欺凌者
＂

是
＂

他校生 （外校学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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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

１ ４
＂

欺凌者
＂

和
＂

被欺凌者
＂

的 关 系 （研 究对 象 ：

＂

被欺凌者
＂

）

（二 ） 两者间关系 （研巧对象 ： ２ ８ 名
＂

欺凌者
＂

）

如 图 １
－

１ ５ 所示 ， 在 ２ ８ 名
＂

欺凌者
＂

中 ， ７ １ ．４％的被试与
＂

被欺凌者
＂

之间是
＂

①同

班同学
＂

；
２８ ． ６％的被试与

＂

被欺凌者
＂

之间是
＂

②同年级不 同班
＂

；
１ ４ ． ３％的

＂

欺凌者
＂

与
＂

被欺凌者
＂

之间是
＂

⑤同
一

俱乐部成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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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 Ｋ

＂

欺凌者
＂

和
＂

被欺凌者
＂

的 关 系 （研究对 象 ：

＂

欺凌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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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欺凌现象多发生在 同班同学 、 同
一

俱乐部成员 或者同年级不同班的学生

么间 ， 而高年级和低年级之间 、 不 同校学生之间 的欺凌现象不 明显 。 这种现象产生的主

要原 因可能是 同班 同学之间 、 同
一

俱乐部成员之间接触较多 ， 更容易产生摩擦和矛盾 。

二 、 两者间关系好坏

（

一

） 两者间关系好坏 （研究对象 ； ％ 名
＂

被欺凌者
＂

）

如 图 １
－

１ ６ 所示 。 在 ％ 名
＂

被欺凌者
＂

中 ， ２ １ ．４ 的被试回答
＂

欺凌者
＂

与 自 己是
＂

⑦

关系好的朋友
＂

；
１４ ． ２％的被试回答

＂

欺凌者
＂

是与 自 己
＂

⑨关系不好
＂

或者
＂

⑨关系

一

般
＂

。

２ ５％Ｔ－

２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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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

１ ６
＂

欺凌者
＂

和
＂

被欺凌者
＂

之 间 的 关 系 （研 究对 象 ：

＂

被欺凌者
＂

）

（二 ） 两者间关系好坏 （研究对象 ： ２ ８ 名
＂

欺凌者
＂

）

如图 １
－

１ ７ 所示 ， 在 ２ ８ 名
＂

欺凌者
＂

中 ， ４２ ． ８％的被试回答与
＂

被欺凌者
＂ ＂

⑨关系

不好
＂

或者
＂

⑨关系
一

般
＂

； 只有 ７ ． １ ％的被试回答
＂

被欺凌者
＂

是 自 己
＂

⑦关系好的朋

友
＂

。 该研究结果与
＂

被欺凌者
＂

为对象的研究结果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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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

１ ７
＂

欺凌者
＂

和
＂

被欺凌者
＂

之 间 的 关 系 （研 究对象 ： 欺凌者 ）

综上所述 ， 在对关系好坏的认知方面 ，

＂

欺凌者
＂

与
＂

被欺凌者
＂

荐在差异 。 在
＂

被

欺凌者
＂

看来 ， 欺凌 自 己的多为与 自 己
＂

关系好的朋友
＂

， 而在
＂

欺凌者
＂

看来 ， 其欺

凌的多为与 自 己
＂

关系不好
＂

或者
＂

关系
一

般
＂

。 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
＂

欺凌者
＂

和
＂

被欺凌者
＂

对
＂

关系好坏
＂

的评判标准不同而造成的 。

第五节 性别差异分析

－

、 见闻者 、

＂

被欺凌者
＂

、

＂

欺凌者
＂

性别差异分析

关于见闻者的性别差异的统计结果如 图 １
－

１ ８ 所示 。 在全体被试中 ， 男生所 占 的 比例

高于女生所 占 的 比例 。 然而 ， 在
＂

看见过 、 听说过校园欺凌现象
＂

的见闻者 中 ， 女生 占

全体彼试的 比例高于 男生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与女生的性格特点有关 ， 相 比男生 ，

女生胆子较小 、 较敏感 、 较也细 、 更容易换位思考 ， 这可能使得女生更容易注意到 、 观

察到校园欺凌现象 。

关于
＂

被欺凌者
＂

、

＂

欺凌者
＂

的性别差异的统计结果如图 １
－

１ ９ 所示 。 在 ５６ 名
＂

被

欺凌者
＂

中 ， 女生所 占 的 比例高于男生所 占的 比例 。 在 ２ ８ 名
＂

欺凌者
＂

中 ， 男生所 占 的

比例高于女生所 占 的 比例 。 这说明女生更容 易成为
＂

被欺凌者
＂

， 而男生更容易成为
＂

欺

凌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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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

１ ８ 各类被试 男 女人数所 占 比例

二 、

＂

欺邊者
＂

和
＂

被欺凌者
＂

间的性别差异分析

为研究
＂

欺凌者
＂

和
＂

被欺凌者
＂

之间 的性别差异 ， 在 问卷中 ， 笔者面向
＂

被欺凌

者
＂

和
＂

欺凌者
＂

分别设置了 回答对方性别的题 目 。 这两道题均有 ２ 个选项 ， 分别是 （ １ ）

男 ；
（ ２ ） 女 。 其 中 ， 有些

＂

被欺凌者
＂

回答欺凌 自 己的人既有 男生 ， 也有女生 。

（

一

） 二者间性别差异分析 （研究对象 ： ５ ６ 名
＂

被欺凌者
’ ’

）

如 图 １
－

１ ９ 所示 ， 当
＂

被欺凌者
＂

是男生时 ， ８ ３ ． ３％的
＂

欺凌者
＂

也是男生 ；
１ ６ ． ７％

的
＂

被欺凌者
＂

回答欺凌 自 己的学生既有男生 ， 也有女生 ， 没有
＂

被欺凌者
＂

只ｉ女生

欺凌 。 由此得知 ， 欺凌男生的学生多数是男生 ， 只有少部分男生被女生欺凌 。

当
＂

被欺凌者
＂

是女生时 ， ６２ ． ５％的
＂

欺凌者
＂

也是女生 ， ２ ５％的
＂

被欺凌者
＂

回答

既被男生欺凌 ， 又被女生欺凌 ；
１ ２ ． ５ ％的

＂

被欺凌者
＂

回答欺凌 自 己的人只有 男生 。 由

此得知 ， 欺凌女生的对象多数是女生 ， 但也有不少女生被男生欺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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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欺凌者是男生时 Ｉ彼欺凌者是女生时
■

欺凌者性别

因 男生 誦 女生 禱 男生和女生

图 １
－

１ ９
＂

欺凌者
＂

和
＂

被欺凌者
＂

间 的性别 差 异 （研究对 象 ：

＂

被欺凌者
＂

）

（二 ） 二者间性别差异分析 （研究对象 ： ２ ８ 名
＂

欺凌者
＂

）

如图 ＾ ２０ 所示 ， 当
＂

欺凌者
＂

是男生时 ， ５ ５ ． ６％的被试欺凌的对象是男生 ；
３ ３ ． ３％

的被试只欺凌过女生 ；
１ １ ． １％的被试既欺凌过男生 ， 也欺凌过女生 。 逸说明 ， 男 生主要

欺凌 男生 ， 但也存在男生欺凌女生的现象 。

当
＂

欺凌者
＂

是女生时 ， １ ００％的
＂

欺凌者
＂

回答 自 己欺凌的对象是女生 ， 如 图 １
－

２０

所示 。 这说明女生欺凌的对象通常是女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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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凌者是 巧生时欺凌者是女生时

彼欺凌者性别 Ｉ

圈 男生 ？ 女生 圈 男生和女生

图 １
－

２０
＂

欺凌者
＂

和
＂

被欺凌者
＂

之 间 的性別 差 异 （研 究对 象 ：

＂

欺凌者
＂

）

综上所述 ， 研究结果表明 ， 男生欺凌的对象主要是男生 ， 女生欺凌的对象主要是女

生 ， 欺凌现象主要发生在同性别的学生之间 。 但是 ， 不同性别学生之间也存在欺凌现象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不同性别之间 ， 男生欺凌女生的现象多于女生欺凌男生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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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

＂

欺凌者
＂

和
＂

被欺凌者
＂

关系的性别差异分析

在 ％ 名
＂

被欺凌者
＂

中 ， ２２ 名被试对与欺凌者么间的关系作 出 回答 。 其中 ， １ ２ 名

被试是被
＂

好朋友
＂

欺凌 ， 包括 １ ０ 名女生 ， ２ 名男生 。 送说明
＂

好朋友间的欺凌现象
＂

主要发生在女生之间 。

在 ２８ 名
＂

欺凌者
＂

中 ， １ ４ 名被试对与
＂

被欺凌者
＂

之间的关系作 出 回答 。 其中 ， ２

名女生欺凌的是
＂

好朋友
＂

， 其余 口 名 男生欺凌的是和 自 己
＂

关系不好
＂

或者
＂

关系
一

般
＂

的人 。

综上所述 ， 当
＂

欺凌者
＂

与
＂

被欺凌者
＂

之间是
＂

好朋友
＂

时 ， 女生间的欺凌比男

生间的欺凌多 ， 女生间发生矛盾的可能性比男生间窩 。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主要与

女生的性格特点有关 ， 相 比男生 ， 女生比较敏感 、 也思 比较细腻 、 也理承受力较弱 ， 所

Ｗ ， 女生比较容易察觉到 、 容易感觉 自 己被欺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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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校园欺遠原 因调查分析结果

本论文 １＾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 ， 采用 问卷调查结果和访谈资料 ， 从微观系统层

面 、 中观系统层面和宏观系统层面对 日本校园欺凌现象进行归因 了分析 。 微观系统层面

主要从生物因素 、 也理因素 、 认知因素 、 性格因素 、 行动方面进行归因分析 ； 中观系统

层面主要从家庭 、 学校 、 朋辈群体Ｈ个角度分析欺凌原因 ； 宏观系统层面主要从社会变

化Ｗ及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 。

第一节 微观系统层面

一

、 生理发展程度差异

女生
一

般在 ９ 至 １ ２ 岁进入青春期 ， 而男生
一

般在 １ １ 至 １ ４ 岁进入青春期 ； 但是 ， 个

体在青春期的生理发展程度不同 ， 有的成熟较早 ， 有的成熟较晚 。

？
关于对男生的研究 ，

有研巧表明 ， 较早发育对男生多有负面结果 ， 他们会较有敌意 、 容易感到焦虑 、 产生忧

郁情绪 ， 并有可能逃学 、 打架 ， 甚至出现反社会斤为 ， 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外观成熟 ， 成

人们对他们的期待和要求也提高 ， 但是 ， 事实上 ， 他们也理还不够成熟 ， 还不能满足身

边人的期待 ， 这使得他们负担过大
＂

。

＠
关于女生的研究 ， 多数研究表明女生的提早成熟

对女生不利 ， 会导致低 自 尊和低 自我概念 ， 且不受同伴的欢迎 ， 也可能因为较早成熟而

被取笑或拒绝 。

＠
间卷统计结果表明 ，

＂

小学 ４ 年级？初中 ２ 年级
＂

期间 ， 校园欺凌现象

较多 ， 而该期间正是青春期 问题的凸显时期 。 生理成熟度差异会导致屯、理变化 ， 这有可

能成为 引起群体间矛盾的诱因 。

除了性别差异 ， 人在各个年龄阶段的生理发展程度也不同 。 如图 ２ －

１ 所示 ， 在全体

２３２ 名被试中 ， ９７ ．６ 的
＂

被欺凌者
＂

明确回答现在没受到欺凌 。 图 ２ －

２ 表明 只有 ７ ． １％的

？
Ｃｈ ａｒｌｅｓ Ｚａｓｔｒｏｗ

，
Ｋａｒｅｎ Ｋ ． Ｋｉｒｓｔ －Ａｓｈｍａｎ 著 ：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 温如慧

［
等

］
译 ， 台北 ： 新加坡商汤姆生亚洲极人

有限公司 台湾分公司 ， ２００７ 年 ， 第 １ ８７
－

１ ８ ８ 页 。

＠
Ｃｈ ａｒｌｅｓ Ｚ ａｓ ｔｒｏｗ

，
Ｋａｒｏｉ Ｋ ． 松ｒｓｔ

－Ａｓｈｍ抑 著 ：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 温如慧轉 ］译 ， 台北 ： 新加坡商汤姆生亚洲我人

有限公司 台湾分公司 ， ２００７ 年 ， 第 １ ８７
－

１ ８ ８ 页 。

＠
Ｃｈ ａｒｌｅｓ Ｚ ａｓｔｒｏｗ

，

Ｋ ａｒｅｎ Ｋ ． Ｋ ｉｒｓｔ
－Ａｓｈｍａｎ 著 ：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 温如慧

［
等 ］译 ， 台北 ： 新加坡商汤姆生亚洲程人

有限公司 台湾分公司 ， ２００７ 年 ， 第 １ ８７
－

１糾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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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凌者
＂

现在仍在欺凌别人 。 由此可见 ， 与 中 小学时期相 比 ， 大学时期的欺凌现象不

多 ， 这可能与大学生身 屯、发展基本成熟 ， 处理 问题的能力提高有关 。

１ ２０％
１



９ ７ ． ６％
１００％ ．里


。

。ｍｍ

６０ Ａｉ
＇… 

…
解 ￣伴？

４０％
 ｉ ■

＊－
     ^

２ ０％——Ｈ｜
ｙ？—————

０％ ２ ．４％

０％ＨＬ
广
 

了
ｉｉｌＭ ＩＭｉｉ ＪｌｉＷｌ

！

否是无回誓

图 ２ －

１
＂

如今仍被欺凌的被试
＂

占 全体被试的百分比 （研 究对 象 ： 所有
＂

被欺凌者
＂

）

１ ０ ０％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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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

１

二 — ——

？
？ｏ ｓｓｍｏｊｄ ｉ ｊ脚 ．通 

^

否 是

固 ２－２
＂

如今仍欺凌 别人的被试
＂

占 全体被试的 百 分 比 （研究对 象 ： 所有
＂

欺患者
＂

）

另外 ， 有研究者提 出
＂

本性论
＂

， 认为欺凌是人的本能 、 本性 。 问卷被试 Ｓ １ ８ 写道 ：

＂

人 間 加競 争 本能 々 生存本 能 杳 考 义 Ｔ 、 东 ＜ 在 奋 二 思 ｊ（我认为 鉴 于人具

竞争 本能和生存本 能 ，
欺凌现 象不会消 失 ） 。

＂

； 问卷被试 Ｓ １ ２ 写道 ：

＂

Ｌ ＾
ｌ： 故 壹 ＆ ＜ 甘 ＆

思 ９ 。 自 分 ＜＾ 違 弓 扛 二 弓 加 氣 （二 在 ９ 目 （ 二 付＜货 加人 間 Ｃ
＇

加 今 （ 因 为人容 易 注意到

和 自 己有不 同之处 的人 ，
所 Ｗ欺凌现象 不可能 消 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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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心理成熟度低和感情需要

关于被试欺凌别人的原因 ， 研究如图 ２ －

３ 所示 ， ２ ８ ． ６％的学生选择
＂

⑤因为我讨厌他

（们 ）

＂

， 这可能是因为
＂

欺凌者
＂

不认同
＂

被欺凌者
＂

的某些言行 ， 致使其产生反感情

绪 ， 从而导致欺凌行为的产生 。 值得注意的是 ， ４２ ． ９％的学生回答是因为
＂⑩其他原因

＂

，

例如 ， 问卷被试 Ｓ２ １ 写道 ：

＂

氛 （三 食 ； 二 如 衣 ｏ ｔ（我对他做的某些事 觉得不顺

眼 ） 。

＂

； 问卷被试 Ｓ ８ ７ 写道 ：

＂

特 （三 （ 没有什 么 特别原 因 ） 。

＂

； 问卷被试 Ｓ １ ２６ 写道 ：

＂

分扣 ９ 去 巧 九
（
不清楚什 么 原 因

）
。

＂

由此得知 ， 不少情况下 ， 校园欺凌是 由小事 引 发的 。

有时甚至连
＂

欺凌者
＂

自 身都不清楚 自 己为何欺凌别人 。 这种现象的产生可能主要是 由

于青少年瓜理不成熟 、 容易冲动 、 意气用事 、 自控能力弱等因素而造成的 。

州其他 ｒ
＂ ＂ ＂

Ｔ 

—

ｊ

—

ｊ

—
４ ２ ．９ ％

⑩感觉对方很老实 ， 不会报复我
Ｉ

ｉＩｂ
Ｉ

ｉ７１％

⑨因为我想要钱 、 物０％

⑨因 为我想让别人觉得我很强

’

０％
書 １

Ｉ

⑦如果我不
一

起欺凌他 （ 们 ） ， 我也 会被欺凌〇％ Ｉ Ｉ

■
－ ｉ Ｉ

⑥我被别 人欺凌过 １ ４ ． ３％

⑤因为我讨化他
（
们

）
２ ８ ． ６％

④因 为家无趣
Ｉ
０％



這）因为学校无趣
ｊ

０％
 ！

②我觉得我在开玩笑 Ｂ２ １ ．４％

Ｉ

①因为生活无 乐趣
＾

０％
１ Ｉ Ｉ １ １ １ １



０％５％１ ０％１ ５％２０％２５％３ ０％３ ５％４ ０％４５％５０％

图 ２ －

３ 欺凌别人的 原 因 （研 究对 象 ：

＂

欺凌者
＂

）

埃里克森 （ Ｅ ．Ｈ ．垃 ｉｋｓｏｎ ） 认为青少年排他和偏执是 因为角色混淆的 防卫机制 。

＠
埃

里克森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指 出 ， 处在青春期 （ １ ２ －

１ ８ 岁 ） 的青少年面临 自 我同
一

性和

角色混乱的冲突 ， 该阶段的危机能否成功解决将会影响青少年人格的形成 。 加之 ， 青少

年对很多 问题的认识能力有限 ， 比较理想化 ， 对不公平的事情还难Ｗ理解和接受 ， 这影

响其 自我认同的发展 。 所 Ｗ ， 为防止青少年欺凌问题 ， 在对青少年进行教育指导时 ， 家

？
Ｃｈａｒ ｌ皮 Ｚ ａｓ ｔｒｏｗ

．

Ｋａｒｅｎ Ｋ ． Ｋ ｉ ｒｓｔ
－Ａ ｓｈｍａｎ 著 ：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 温如慧

［
等

］
译 ， 台北 ： 新加坡商汤姆生亚洲私人

有限公 司 台湾分公司 ， ２０的 年 ， 第 ２０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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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和老师要帮助其正确地认识 自我 、 化会等 。

而且 ， 在也理上的感情需要也是欺凌别人的
一

个重要原因 。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

为人有五种需求 ： 生理需求 、 安全需求 、 社交需求 、 尊重需求和 自我实现需求 。 问卷被

试 Ｓ １ １ ２ 写道 ：

＂

ｔ ｉ Ｃ 歧 吝側换 巧寂 Ｌ ｔ ；状態 （親 力 ＞ ６ ？ 爱情新乏 等 ） 折一〇 任 ）原

因 （ 比如 由于缺少 父母的 关爱等 ，
欺凌者 的 内 Ｉ。很狐独

，
这是校 园欺凌产生的原 因之

一

） 。

＂

由于父母对其关爱不够 ， 导致
＂

欺凌者
＂

的感情需要没有得到满足 。 加之 ， 青少年渴望

交朋友 ， 处理人际关系 的能力又不足 ， 有些青少年选择通过欺凌别人来获得关注 ， 满足

其感情需要。 而且 ， 有些青少年结成团伙 ， 共同欺凌别人 ， 自我感觉有很多朋友 ， 被很

多人仰慕 ， 自尊感得到提高 。

另外 ， 关于被欺凌原因的调查中 ， 问卷被试 Ｓ３ ５ 写道 ：

＂

嫉如 加 ６（ 因 为嫉妒 ＇。 。 ）

＂

嫉妒也有可能是同班同学间 、 朋友间欺凌现象产生的又
一

个原因 。

三 、 认知有误和归因差异

人对事物的认知会影响其行为方式 。 无论是
＂

被欺凌者
＂

， 还是
＂

欺凌者
＂

， 在认识

校园欺凌现象方面 ， 都存在
一

些误区 。 不少学生将校园欺凌当作是简单的
＂

玩耍
＂

、

＂

开

玩笑
＂

，

＂

欺凌者
＂

在欺凌别人时 ， 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 己的欺凌行为会对
＂

被欺凌者
＂

造成的伤害 ， 反而在欺凌别人时 ， 感到屯、情舒畅 。

例如 ， 受访者 Ｔ２ 表示
＂

今思 义 皆 ０ １： 故 ｆｄ

＇

ｏ ｔ 诉 、 当 時 巧遊从 思 ３ 后 （现在想

来 觉得 当 时 自 已是被欺凌 了 ，
当 时 ｋ乂 为 只 是玩闹 ）

＂

； 如 图 ２ －

３ 所示 ， ２ １ ．４％的
＂

欺凌者
＂

认为
＂

自 己是在开玩笑
＂

。

另外 ， 在回答
＂

欺凌别人时的也情
＂

时 ， 如 图 ２ －４ 所示 ， ４２ ．９％的
＂

欺凌者
＂

选择
＂

③

觉得很有趣
＂

；
２ ８ ．６％的

＂

欺凌者
＂

选择
＂

⑨觉得屯、情很好
＂

；
２ １ ．４％的

＂

欺凌者
＂

选择
＂

⑨

什么也不在乎
＂

， １ ４ ． ３％的学生选择
＂

①觉得很痛快
＂

。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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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餘乂爹
沪

图 ２ － ４ 欺凌别人时的 心
＇

情 （研 究对 象 ：

＂

欺凌老
＂

）

另外 ， 女生和男生的巧因方式不 同 。 女生倾向于 自 觉失败 、 有 问题 、 自 责能为不足 ；

相反地 ， 男生则倾向于归因外在 因素 ， 责备他人和情境不公平造成 自 己的失败 。

①
这可能

是为何男生
＂

欺凌者
＂

多于女生
＂

欺凌者
＂

的
一

个重要原 因 。

四 、 性格差异

欺凌者和被欺凌者的性格存在
一

定 的差异 。 与欺凌者相 比 ， 不少被欺凌者在 比较 内

向 ， 不太 明确表达 自 己的意见 。 从图 ２ －

３ 得知 ， ７ ． １ ％的
＂

欺凌者
， ， ＂

因为感觉对方很老实 ，

不会报复
＂

而欺凌别人 。 加么 ， 有些
＂

被欺凌者
＂

不寻求帮助 ， 忍气吞声 ， 就会助长
＂

欺

凌者
＂

的气焰 ， 有可能被欺凑得更厉害 。 问卷被试 Ｓ ３ 写道 ： 公 ６ 化 了 、 言 Ｌ ； ｉ 返廿

人 ａ歧 ６ 化 吝 （被欺凌后 不还击的人被欺凌 ） 。

＂

受访者 Ｔ９ 表示 自 己被欺凌是

因为
＂

如 １ ０ 
＞

（
性格较 固执

）

＂

。

如 图 ２ －

５ 所示 ， 在 ％ 名
＂

被欺凌者
＂

中 ， ３２ ． １％的学生因为
＂

③太老实
＂

而被欺凌 ；

２ ５
〇

／〇的学生因为
＂

⑤别人觉得 自 己不会报复
。

而被欺凌 ；
２ １ ．４

〇
／〇的学生因为

＂

②过分明确

表达 自 己的意见
＂

而被欺凌 ；
１ ７ ． ９

〇

／〇 的学生因为
＂

①不太明 确表达 自 己的意见
＂

而被欺

凌 。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 温如慧
［
等

］
译 ， 台北 ： 新加坡商汤姆生亚洲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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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

５ 被別人欺凌的 原 因 （研 究对 象 ：

＂

被欺凌者
＂

）

五 、 处理方式有误

如 图 ２
－

６ 所示 ， 在被欺凌时 ， ％ ． ７％的被试
＂

①保持沉默 ， 自 己忍耐着 ， 没和任何人

商量
＂

；
２ ５％的被试

。

②用玩笑敷衍过去
＂

； 仅仅 ３ ２ ． １ ％的被试
＂

寻求帮助
＂

； 问卷被试 Ｓ３ ０

写道 ；

＂

氛 （ ＣＬ 々 加 ３ｔ（ 没在 意 ） 。

＂

问卷被试 Ｓ ９ ８ 写道
＂

無視 （ 无视 ） 。

＂

问卷被试 Ｓ １ ０２

写道
＂

氛付知 ＊ 加 。 ＆（ 没有 意巧 到 ） 。

＂

由上述数据可 Ｗ看出 ， 不少学生被欺凌时 ， 忍

气吞声 ， 消极应对 ， 没有积极寻求办法去解决 ， 应使得
＂

欺凌者
＂

更加肆无忌样 ，９ 其欺

凌行为没有得到及时制止 。

⑦其他 ｉｎｉｉｉ４ ． ３
°

ｉ

—Ｔ
 Ｉ



⑥向朋友 、 老师等寻求帮助 —ｌｉ— ３ ２ ． １％

⑥反过来欺凌他

＾

＾｜圈
ｌ

ｓ ． ６％ ！

④对其说
。

不要 （ 欺凌我 ）

＂

胃 ＾ ６％
－

） ＼

③逃跑 了 誦■３ ． ６％ ｉ

 Ｓ

②用玩笑敷衍过去 — １

＾

——２ ５％

①保持沉默 ， 自 己那腊 ， 辩跑何 人商量

０％５％１ ０％巧％２ ０
〇

／〇２ ５％３ ０％３ ５％４０％

图 ２
－

６
＂

被欺凌者
＂

的应对方式 （研 究对 象 ：

＂

被欺凌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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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欺凌者
＂

可 Ｗ转化为
＂

欺凌者
＂

。 从图 ２ －

３ 看出 ， １ ４ ． ３％的
＂

欺凌者
＂

回答
＂

因

为 自 己被别人欺凌过
＂

， 所 Ｗ欺凌别人 ； 欺凌者 Ｓ ７ ０ 写道 ；

＂

友人加私 东 〇 ［： 边 ｔ 、 仕返

Ｌ （二 始 故 ｔ 力 ＞ ６（ 因 为 朋 友欺凌我 ，
为 了 报 复 ， 所 ｋ乂我 才欺凌他 ） 。

＂

欺凌者 Ｓ４２ 写道 ：

＂

友達 力 货 ６ 化 了 （ 因 为 朋 友被别人欺凌 ， 所 ＾我 十欺凌 别人 ） 。

＂

当然 ，

＂

欺凌者
＂

也可能转化为
＂

被欺凌者
＂

。 从图 ２
－ ７ 和 图 ２

－

８ 可 Ｗ得知 ， 不少学

生既是
＂

欺凌者
＂

， 也是
＂

被欺凌者
＂

。 报复也理客观上导致
＂

欺凌者
＂

、

＂

被欺凌者
＂

双

方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増加 。 另外 ， 受访者 Ｔ １ 表示 ：

＂

ｏ ｌ： 故 ６ 化 了 〇 吝 三 ＾ 玄 先生 ｛二 言

６ 、 专 化 识比化 了 、
ｔ ｓ Ｃ 故 折発展 Ｌ ｔＣ 我把被欺凌的 事告诉 了 老师 ，

后 来欺凌者

知道 了 ，
结果我被欺凌得更厉 害 了 。 ）

＂

， 所Ｗ ， 报复屯、理也有可能导致校园欺凌现象加剧 。

｜

３ ９ ． ３％ ；

一

， － 只是被欺凌者

Ｌ
＇

既是被欺凌者 ，

’
Ｌ 。

，

＾

，

也是欺凌者

／请 知韦

图 ２ －７
＂

被欺凌者
＂

分 类 图

，
艾争 画 只是欺凌者

？ 既是欺凌者 ，

严 写 羅臟

图 ２
－

８
＂

欺凌者
＂

分类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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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观系统层面

―

、 家庭养育方式及亲子交流程度

家庭养育方式会对孩子性格的形成 、 处理问题的方式等有很重要的影响 。 专制型的

家庭教养方式 ， 容易使孩子具有攻击性或者被欺凌 ， 高攻击性的
＂

欺凌者
＂

， 其家庭通常

是高专制型 、 溺爱型或放纵型的 ， 比如 ， 在专制型家庭 ，

＂

欺凌者
＂

的父母常用身体攻击、

情绪攻击的方式对待孩子 ， 根据化会学习理论 ， 孩子会模仿学习父母的攻击行为 。

？

问卷被试 ８７ 写道 ：

＂

具体的 （。 ）
１： 边 ＜！； ？ １ ） 义 走 巧 人 如 、 夺 《 ９ 子 ＾＾

＇

右 ０ 二 ＜＾ 加 ６

０ 育成方法子 于权 （ 关于欺凌的原 因
，
我 虽 然不 能说的很具体 ，

但是孩子的养育方式是

很重要的原 因 ） 。

＂

而且 ， 家庭养育方式客观上会影响家庭环境 ， 从而影响孩子的成长 。

问卷被试 Ｓ １ ６ 写道 ！

＂

家庭琢境加一番巧要 因 ｛二 在 吝 ＾ 思 去 中
（我认为 家庭环境是最重

晋

要的原 因 ） 。

＂

问卷被试 Ｓ２ １４ 写道 ；

＂

家庭琢境於 惡 ＾ ＞ 三 加 ６＜ 吝 乂ｈ レ ス ｉ巧 巧

口 扛 １ 了 行 ＾＾ 化 了 〇 ） 吝 三 ＾ 新 友 奋 ＾ 思 弓 （ 由 于 家庭环境恶 劣 等对孩子造成压 力
，
孩子

有可能把欺凌 别人作 为排解压 力 的 方式 ） 。

＂

从 图 ２ －

９ 可 Ｗ看 出 ， 在全体 ２ ３ ２ 名被试中 ， ５０ ． ９％的学生不经常与母亲商量烦恼 ； 在

５６ 名
＂

被欺凌者
＂

中 ， ５ ３ ． ６％的
＂

被欺凌者
＂

不经常与母亲商量烦恼 ； 在 ２ ８ 名
＂

欺凌者
＂

中 ， ５７ ． １％的
＂

欺凌者
＂

不经常与母亲商量烦恼 。 孩子与父亲的交流程度如图 ２ －

１ ０ 頗示 。

在全体 ２３２ 名被试中 ， ７６ ．７％的学生不经常与父亲商量烦恼 ； 在 ５６ 名
＂

被欺凌者
＂

中 ，

８２ ． １％的
＂

被欺凌者
＂

不经常与父亲商量烦恼 ； 在 ２８ 名
＂

欺凌者
＂

中 ， ７ ８ ． ６％的
＂

欺凌

者
＂

不经常与父亲商量烦恼 。

？董会巧 ， 张文新 ： 《家庭对儿童欺负受欺负的影响 》 ， 仙 东师范大学学报 》 第 洗 卷第 ３ 期 ， ２００５ 年 ， 第 １ ２７
－

１ ３ 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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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２名全体被试 ５ ６名 被欺凌者 ２ ８名欺凌者

函
（
基本

）
符合 ＊１ （基本 ） 不符合

图 ２－

９ 被试 与母亲商量烦恼 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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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２名全体被试 ５ ６名被欺凌者 ２ ８名欺凌者

■
（
基本

）
符合？ （基本 ） 不符合

图 ２
－

１ ０ 被试 与 父 巧商量烦恼的程度

由于孩子不太和父母商量 自 己的烦恼 ， 这容易使孩子感到孤独寂寞 ， 情感需要得不

到满足 。 问卷被试 ｓｍ 提到
＂

ｔ ；Ｉ： 故 易 側 仍 心
＇

加寂 Ｕ〇 状態 （親加 Ａ？ 愛情於乏 ＬＵ 等 ）

如一 原 因 （ 比如 由 于缺 少 父母的 关 爱等 ，
欺凌者 的 内 心

＇

很孤独
，
这是校 园欺凌产 生

的原 因之一 ） 。

＂

而且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家庭教育 中 ， 父亲 的职能发挥得很不够 。 就性

别角色的典范而言 ， 父亲需要为孩子树立
一

种男性形象 ， 发展孩子的男性持点 ， 如勇敢 、

探索 、 坚强等 ， 将男性刚强的特点展示出来并影响孩子的性别认知 。

？
在 日本 ， 父亲的角

？
伍新春 ， 郭素然 ， 刘扬 ， 等 ： 《社会变迁 中父亲职能的 凸显 ：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分析 》 ，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 化会

４０



色多是
＂

经济提供者
。

， 只负责赚钱养家 ， 教育孩子的事多交给母亲 ， 这不利于孩子的教

育 。

二 、 师生交流及信赖程度

老师和学生间 的沟通交流不足 ， 会导致老师给予学生的支持帮助欠缺 。 如图 ２ －

１ １ 所

示 ， 在全体 ２３２ 名被试中 ， ７６ ．７％的学生不经常与老师商量烦恼 ； 在 ％ 名
＂

被欺凌者
＂

中 ， ７ ５％的
＂

被欺凌者
＂

不经常与老师商量烦恼 ； 在 ２ ８ 名
＂

欺凌者
＂

中 ， ７ １ ．４％的
＂

欺

凌者
， ，

不经常与老师商量烦恼 。 另外 ， 欺凌行为能否得到有效防止与学校的氛围和管理

方式等有关 。 研究表明 ， 校园欺凌现象主要发生在校内 ， 学校的责任和义务重大 。

９ ０％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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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１ ０％
－—

圓
— 

誦

０％


？

 ｊ

？＾去 －苗晒 
 —

ｊ

？
遲 

１

２ ３ ２名全体被试 ５ ６名被欺凌者 ２ ８名欺凌者

誦
（
基本

）
符合＾ （ 基本 ） 不符合

图 ２ －

１ １ 被试 与 老 师 商量烦恼 的程度

学生对老师的信赖感高低会影响校园欺凌 问题能否得到及时防止 。 如果学生对老师

的信赖感强 ， 那么学生被欺凌时 ， 看见其他同学被欺凌时 ’ 告诉老师 的可能性会高些 ，

问题也能得到较早处理 ， 反之则相反 。 从 图 ２
－

１ ２ 可 Ｗ看 出 ’ 大多数学生
＂

觉得看见欺凌

现象 ， 却装作没看见的老师多
＂

， 这会导致学生对老师的不信任 。 由于在学校里 ， 教师是

主导者 ， 所 Ｗ ， 教师对校园欺凌现象的态度对学生有较大 的影响 。

科学版 》 第 ６ 期 ， ２００２ 年 ， 第 ５ ６
－

６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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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巧 二誦品：二
． ．

．

１ ４三
玉 ０％ ＊

 ？ ， ；
— ＊

， 丧
… ？

２ ３ ２名全体被试 ５ ６ 名被欺凌者 ２ ８名欺凌者

顏
（
基本 ）符合 圓 （基本 ） 不符合

图 ２ －

１ ２
＂

觉得老师裝作 没看 见欺凌现 象
＂

的被试 占各类被试 的 育分比

兰 、 同伴影响

＂

欺凌者
＂

与
＂

被欺凌者
＂

之间 的力量不平衡是校园欺凌现象产生和恶化的
一

个重

要原因 。 尤其是当
一

个人被多个人欺凌 ，

＂

被欺凌者
＂

和
＂

欺凌者
＂

之间存在 明显的力量

不平衡时 ，

＂

被欺凌者
＂

更有可能被长时 间欺凌 。 在关于
＂

你被几个人欺凌过
＂

的 问题的

回答中 ， ９２ ． ９％的人表示 ， 自 己被多个人欺凌过 ， 如 图 ２ －

１ ３ 所示 。 史密斯教授指出 的校

园欺凌具有
＂

力量不平衡
＂

的特点 ， 本研究结果与其是
一

致的 。

Ｒ

单个人

：
：

齡

．

＇

、

＂

、一 一

图 ２ －

１ ３ 欺凌者人数 （研 《对 象 ：

＂

被欺凌者
＂

）

观众和旁观者的态度对于校园欺凌行为有重要的影响 。

＂

观众
＂

是指当
＂

欺凌者
＂

实

施欺凌行为时 ， 没直接欺凌别人 ， 但起哄 、 觉得有趣的群体 。

＂

旁观者
＂

是指看见欺凌斤

为 ， 却装作没看见的群体 。 如 图 ２ －

１ ４ 所示 ， ７２ ． ５％ 的见闻者在看到别人被欺凌时 ， 没有

４２



帮助
＂

被欺凌者
＂

， 充当
＂

观众
＂

或
＂

旁观者
＂

的角色 ， 其态度会助长
＂

欺凌者
＂

的欺凌

行为 。

靡Ｉ讓鑛

＊
—

喊
＊

 Ｊ 

？

 ＊
＊

图 ２
－

１ ４ 见 闻者是否 帮助 了被欺凌者 （研 究对象 ： 见闻 者 ）

第Ｈ节 宏观系统层面

－

、 生活方式的变化

大众媒体 、 网络在丰富人们生活 的 同时 ， 也使得不 良文化很容易被传播开来 。 青少

年可 Ｗ轻易地通过 电视 、 网络等接触到暴力画面 。 加之 ， 电视媒体很少强调暴力是不可

取 的 ， 随着剧情的深入 ， 暴力文化被浪漫化和幻想话 。

３
因为青少年 的 屯、理还不成熟 ， 世

界观和价值观处在逐渐形成的阶段 ， 所Ｗ ， 不 良文化容易对青少年产生不利的影响 。

而且 ，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 ， 网络欺凌呈増加趋势 。 研究表 明 ， 有些
＂

欺凌者
＂

通

过
＂

给对方手机 、 电脑发送恶意短信
＂

的方式 ， 来实施欺凌行为 。 受访者 Ｔ ８ 认为

Ｉ： 故 ？ 原 因 （主 今 衣 吝 携 带 血ｅ 节友達 ｔ？ 交流 力 ＞
６思 ｊ（欺凌 与 手机上 的 ｌ ｉｎｅ 软件 、

朋 友 间 的 交流有 关 ） 。

＂

作为免费聊天软件 ， ｌ ｉｎｅ 在 日本很普及 ， 如 同 ＱＱ 、 微信
一

样 。 不

同 的是 ， 使用 ｌ ｉｎｅ 聊天时 ，
当信息接收者阅读收到 的信息后 ， 信息旁边会 出现

＂

己读
＂

两

个字 ， 那么信息发送者就会知道对方 己阅读该信息 ， 这是校园欺凌现象产生的
一

个诱因 。

有些
＂

欺凌者
＂

因为对方看到信息后 ， 没有及时 回复或不 回复 ， 而欺凌别人 。 另外 ， 在

公共聊天群中 ， 由于某人总
＂

潜水
＂

， 不与群里的人交流 ， 从而受到 同伴排挤的事也是时

有发生的 。

？
同 昌锐 ： 《农村 中 小学校园欺悔行为研巧 》 ， 硕±学位论文 ， 河南大学 ， ２０ １ ０ 年 ， 第 ３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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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考试压力大

家长 、 教师对孩子的过高期望 、 激烈 的考试竞争等会导致学生压力过大 。 如图 ２ －

１ ５

所示 ， 在全体 ２ ３２ 名被试中 ， ５４ ． ３％的学生因入学考试 、 高考 ， 而感觉压力大 ； 在 ５６ 名

＂

被欺凌者
＂

中 ， ６０ ．７％的被试感觉压力大 ； 在 ２ ８ 名
＂

欺凌者
＂

中 ， ５７ ． １％的彼试因入

学考试 、 高考 ， 而感觉压力大 。 此外 ， 学生 自我意识的提高 、 教师权威的 降低等因素也

与校园欺凌现象加剧有关 。

Ｉ

化 ７

．

；
；

Ｗ幽

— —
宣 ！幽

２ ３ ２名全体被试 ５ ６名 被欺凌者 ２ ８名砍凌者

扭
（
基本 ）符合 ；

；

４（基本 ） 不符合

图 ２
－

１ ５是否 因 入学考试 、 高 考
，
而 感 觉压 力 大

Ｈ 、 排除异质的国民性

排除异质 的 国 民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日 本人的行为方式 ， 这是 日 本校园欺凌现象产

生的
一

个重要原因 ， 。 如 图 ２
－

１ ６ 所示 ， 在 ５ ６ 名
＂

被欺凌者
＂

中 ， １ ７ ．９％的
＂

被欺凌者
＂

因为
＂

自 己和别人有不同之处
＂

而被欺凌 。 问卷被试 Ｓ １ 写道 ：

＂

曰 本
＇

化 、 人 ｉ： 違

点 加 表 〇ｔ ｏ 性抬新 变 了
■

二 ９ 乎 吝 ＾ 異 質 ＜＾ 思 ＾ 化 香 （在 日 本
，

如果和別人有 不

一

样的地 方 ， 或者性格怪异 ，

就会被看成异质 ） 。

＂

在 回答为何欺凌别人时 ， 问卷被试 ％９

写道 ：

＂

名 前诉 变 加 今 （ 因 为 对 方若 字奇怪 ） 。

＂

受访者 Ｔ６ 因为
＂

方言 诉 強 妒 ？

；３ ＆ 加 ６

（ 自 己 乡 音重 ）

＂

而被欺凌 。 受访者 Ｔ７ 因为
＂

自 分 ？ 見 目 Ｃ 自 己 的 长相 ）

＂

而被欺凌 。

另外 ， 笔者听说有
＂

欺凌者
＂

因为
＂

对方不 洗澡 ， 身上有味道
＂

而欺凌别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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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

１ ６ 被别人欺凌 的原 因 （研 究对象 ：

＂

被欺凌者
＂

）

文化价值观对人们的言行举止具有约束力量 ， 但有时会形成强大的压力 。 文化人类

学家鲁思 ？ 本尼迪克恃 （ＲｕｔｈＢｅｎｅｄ ｉｃｔ ） 在 《菊与刀 》 中 用
＂

菊
＂

与
。

刀
＂

来象征 日 本

人的矛盾性格 ， 指 出 日 本文化具有双重性 。 日 本社会讲究礼仪规范 ， 送要求人们需要注

意 自 己的言行举止 ， Ｗ使其符合社会规范 。 加上 ， 日 本人都表现得 比较谦卑有礼 ， 在屯、

中有不满时 ， 也很少直接表露 出来 ， 送都会对人们 的 屯、理造成
一

定 的压力 。 日 本严格 的

等级制度客观上使得
＂

前辈
＂

有资格对
＂

后辈
＂

进行指导 ， 这在
一

定程度上使得
＂

前辈
＂

对
＂

后辈
＂

的欺凌现象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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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兰章 日本防止校园欺凌问题的对策

校园欺凌会影响学生的身也健康成长 ， 甚至生命安全 。 为防止校园欺凌问题 ， 日卒

制定 了很多政策 ， 例如 ， 日本倡导教育委员会 、 学松 社区等相互协作 ， 加强人员交流 ，

构建
＂

信息共享机制
＂

。 本章主要从国家 、 地方 、 学校 、 家庭和社区五个层面论述 日本防

止校园欺凌问题的举措 。

第一巧 国家层面

－

、 制定 《防止校园欺透对策推进法 》

２０ １ ３ 年 ６ 月 ， 第 １ ８３ 次国会上 ， 日本讨论通过了 《防止校园欺凌对策推进法 》 ， 于

同年 ９ 月 正式实施 。 为防止校固欺凌问题 ， 提供了法律保障 。 该法明确规定 了 国家 、 地

方公巧团体 、 学校 、 居民和家庭的责任和义务 。

例如 ， 文部科学省有制定 《防止校园欺凌的基本方针 》 的义务 ， 基本方针包括防止

校园欺凌对策的基本方向 、 内容等 ； 地方公共团体应参照上述基本方针 ， 根据当地实际

情况 ， 制定 《地方防止校园欺凌的基本方针 》 ； 学校应参照 《防止校园欺凌的基本方针 》

和 《地方防止校园欺凌的基本方针 》 ， 结合学校实际巧况 ， 制定 《学校防止校园欺凌的基

本方针 》 。

＠
而且 ， 地方公共团体可 ＾文设置协会 ， （＾＾商讨防止对策 。 在发生重大事件 ， 为

了保证调查的公平性 ， 教育委员会可 Ｗ设置由第Ｈ方组成的
＂

附属机关
＂

。

二 、 制定 《防止校园欺凌的基本方针》

根据 《防止校园欺凌对策推进法 》 ， 文部科学省成立 了

＂

防止校园欺凌基本方针制定

委员会
＂

。 从 ２０ １ ３ 年 ８ 月 至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０ 月 ， 该委员会共召开了走次会议 ， 出席会议的有

文部科学省的要员 Ｌ义及大学教授 、 校长等 。 例如 ， 福 田市立吉塚中学校长 、 千叶大学教

育学部教授 、 大阪市立大学名誉教授森田洋司等 。 在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０ 月 １ １ 日 ， 文部科学省公

？
文部科学省 （ ２０ １ ３ ）［

ｔ ｓ Ｃ 歧 巧防止等０ 把 边 巧基本的 資方針 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ｍｅｘｔ ，

ｇ
ｏ ．

ｊｐ ／ａ
＿＿

ｉｎｅｎｕ ／ｓｈｏｔｏｕ／ｓｄｔｏ ｓｈ ｉｄｏｕ／ １ ３４０７７０ ．ｈｔｎｉ＞２０ １ ５ ．２ ．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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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了 《防止校园欺凌的基本方针 》 ， 此作为国家的基本方针 。

《防止校园欺凌的基本方针 》 明确规定国家的义务包括 ： 加强相关省厅 、 相关机构 、

学校 、 家庭 、 社区及民间 团体间的协作 ； 加强师资力量的培养 ， 引进也理 、 法律等专家 ，

确保提供能够提供教育咨询的人才 ： 国家每年调查研巧 、 检验对策实施情况等 。

？

Ｈ 、 财政和政策支持

日本国家财政每年都有专项拨款 ， 解决校园欺凌等 问题 。 ２０ １ ５ 年 ， 日本用于防止

校园欺凌等问题的预算约是 ６６ 化 日元 ， 相比 ２０ １ ４ 年 ， 约提高 ３ ７％ 。

＠
资金主要用于预

防 、 早发现、 早处理校园欺凌问题 。 例如开展道德教育活动 、 体验活动 。 道德教育活动

主要包括 ： 充实教材 、 开发巧普及有效的教育方法 、 加强家庭和社区间 的协作等 ； 通过

开展农村 、 山村和渔村体验活动等 ， 培养孩子的社会性 。

另外 ， 国家给学校提供政策支持 。 例如逐步给公立中学配置学校顾％ 为学生提供

咨询服务 ； 开展校内研修 ， 提高教师发现和处理 问题的能力 ； 给学校配备社会福利工作

者 、 已退休的警察 、 老师等 。

第二节 地方层面

根据 《防止校园欺凌对策推进法 》 ， 地方公共团体有 下责任 ； 参照茵家基本方针 ，

制定 《地方防止校园欺凌的基本方针 》 ； 加强与相关机构 、 团体么间的协作 ， 设置
＂

校园

欺凌对策联络委员会
＂

，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决定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 比如学校 、 教育委

员会 、 儿童咨询处、 法务局或地方法务局 的相关人员 ， 律师 、 医生 、 屯、理专家等 ； 设立

教育委员会的附属机关 ， 该附属机关 由拥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第Ｈ方人员组成 。

？

在 日本所有的都道府县及市町村等都设有教育委员会 ， 教育委员会主要负责本地区

的学校教育 、 社会教育 、 文化 、 体育等事务 ， 决定教育斤政 中的重要事项 、 基本方针等 。

教育委员会由若干名教育委员组成 ， 教育长从教育委员 中产生 ，教育长负责管理总务科、

？
文部科学省 （ ２０ １ ３ ） 「 第 ２防止等 齿 ？ 巧策ｆｆｌ 内 容 （三 関 子 奋事項 Ｊ

＜ｈｔｔ

ｐ
ｙ／ｗｗｗ ．ｍｅｘｔ ．

ｇ
ｏ ．

ｊｐ
／ａ
＿

ｍｅｎｕ ／ｓｈｏｔｏｕ／ｓｅｉ ｔ ｏｓｈ ｉｄｏｕ／ １ ３４０７７４ ．ｈｔｍ＞２０ １ ５ ． ２ ．３ ．

？
文部科学省 （

２０ １ ４
）

「
ｕ

ｌＴ边対策等總合推進事業 Ｊ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ｉｎｅｘｔ ． ｇｏ ．

ｉｐ ／ｃＱｍｐ ｏｎｅｎ ｔ ／ｂｍｅｎｕ ／ｏ ｔｈｅｒ／ ｉ ｃｓＦ ｉｌｅｓ ／ａｆｉｃｌｄｆｉ ｌｅ／２０ １ ４／０８ ／２ ８ ／ １ ３ ５ １ ６５ １４ ． ｐｄｆ
＞２０ １ ５ ．２ ． ３ ．

？
文部科学省 （ ２０ １ ３ ） 「 第 ２。 １： 々 ？防止等 （ 三^ ０ ？対策０ 内容 （ ；： 関 子 奋事項 」

＜ｈｔ＾ ：／／ｗｗｗ．ｍｅｘｔ ．

ｇ［） ．

ｊｐ
／ａ
＿

ｉｎｅｎｕ ／ｓｈｏｔｏｕ／ｓｅ ｉｔｏｓｈ ｉｄｏｕ／ １ ３４０７７４ ．ｈ ｔ ｉｎ＞２０ １ ５ ．２ ．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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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科等事务局的工作 。

？
为加强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之间的联系 ， 共同推进教育斤

政 ， 日本成立了
＂

全国都道府是教育委员会联合会
＂

。 在本研究中 ， 主要 Ｗ东京都教育

委员会为例 ， 具体说明地方行政机关的举措 。

―

、 建立咨询机制

为了确保监护人和学生们可 （＾
；１ 随时咨询校园欺凌 问题 ， 日 本设立 了全国统

一

的 ２４

小时免费咨询电巧
＂

０５７ １
－

１
－ ７８３ １ ０

＂

。 在 日语中
＂

７８３ １ ０
＂

几位数字的谐音是
＂

？

＂

＝＾々冷言

（
！／

、

） 担 弓
＂

（ ｎａｙａｍｉ ｉｏｕ ） ， 意为
＂

诉说烦恼
＂

， 很容易让人记住 。 该措施 自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开始 ， 在所有的都道府县和指定都市教育委员会实施 。

？
原则上 ， 电话将接通当地的教育

委员会咨询机关 。 除教育委员会 Ｗ外 ， 法务局和地方法务局也设有
＂

儿童人权 １ １ ０
＂

。 当

孩子受到欺凌时 ， 可 拨打电话求助 。 电话将接通最近的法务局或地方法务局 ， 由法务

局职员或人权拥护委员提供咨询服务 ， 并启动救助程序 。 另外 ， 各都道府县设有
＂

青少

年咨询窗 口
＂

， 也可 为青少年提供咨询服务 。 据 ２０ １ １ 年底的统计资料 ， 日本共有 ２０６

个儿童咨询处 ， 设有 １ ２８ 处临时保护所
？

。 学生或监护人除通过面谈 、 电话咨询外 ， 还可

从通过网络 、 书信 、 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求助 。

另外 ， 日本通过多种方式确保信息畅通。 例如 ， 相关化构在网站上公布咨询 电话、

地址和邮编等 ； 在介绍相关政策时 ， 狭字旁边通常标注假名 ， Ｗ帮助小学生实现无障碍

阅读 。 教育委员会还通过制作卡片 ， 发给中小学生的方式 ， 宣传咨询电话等 。

二 、 制定 《东京都防止校园欺凌对策推进条例 》

２０ １ ４ 年 ７ 月 ２ 日 ， 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制定 了 《东京都防止校园欺凌对策推进条例 》 ，

该条例 旨在确立防止校园欺凌问题的基本理念 ， 明确学校 、 教职员工 、 及监护人的义

务等 。

＆
条例指出 ， 东京都的义务是与 区市町村 、 相关机构合作 ， 制定并有效推进对策的

实施 ； 学校设置者 ， 即 国家 、 地方公共团体及学校法人 ， 有义务采取措施防止校园欺凌

①
文部科学省 「教育委員会制度 了 Ｊ＜ｈｔｔ

ｐ ：／／ｗｗｗ ．ｍｅ油．

ｇ
ｏ如 ／ａ

＿＿

ｍ谢ｕ ／ｃｈｉｈｏｕ ／０５０７ １ ３０ １ ．ｈｔ佈＞２０ １ ５ ．２３ ．

③
文部科学省 「 ２４時閒 边相談兴 ＾ 节 瓜 ４三 ０ 。 了 」

＜ｈＵ
ｐ

：／／ｗｗｗ ．ｍｅｘｔ ． ｇｏ ．

ｊｐ ／ｉ

ｊ
ｉｍｅ／ｄｄａｉ ｌ ／ｄ ｉａ ｌ

．ｈ ｔｍ＞２０ １ ５ ． ２ ． ３ ．

⑤
厚生労働省 （ ２０ １ １平成 

２３年度全 国贤童相談所
一

覚 」
＜ｈｔ ｔｐ ： ／Ａｖｗｗ．ｍｈｌｗ ．

ｇ
ｏ如 ／ｂｕｎｙ ａ／ｋｏｄｏｍｏ／ｄｖ３０／ｈ２３ ．ｈｔｍｌ＞２ （Ｈ ５ ．２３ ．

？
柬京都教育委員会 （ ２０ １ ４ ） 「東京都 汝 防止対策推進条例 」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ｋｙ ｏ ｉｋｉｕｎｅｔｒｏ ．ｔｏｋｙｏ ．

ｊｐ令 ｉｃｋｕｐ ／ｓｅ ｉｓ ａｋｕ／ｓｅ ｉｓ ａｋｕ
—

ｉ

ｊ
ｉｍ ｅ／

ｊ
ｏｕｒ ｅｉ ．

ｐ 

ｄｆ＞２０ １ ５ ．么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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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学校 、 教职员工要与学生监护人 、 当地居 民化及相关机构谋求协作 ， 在发现问题

时 ， 要及时处理 ： 监护人要培养孩子的规范意识 ， 并给予必要的指导 ， 当孩子被欺凌时 ，

要给予适当的保护 ， 与学校协作 。

？

继上述条例之后 ， 东京都公布 了 《东京都推进防止校园欺凌对策的基本方针》 ， 并根

据基本方针制定了 《东京都教育委员会防止校园欺凌的总对策 》 ， 指出分四个阶段采取措

施 ， 分别是 ： 防患于未然 、 早发现 、 早处理和对重大事件的处理办法 。

＠

Ｓ 、 成立
＂

东京都校园欺凌对策联络委员会
＂

东京都校园欺凌对策联络委员会 （ Ｗ下称
＂

对策联络委员会
＂

） 是根据 《东京都防止

校园欺凌对策推进条例 》第 １ ０ 条的规定而设立的机构 。 该机构 旨在推进都 、 区 、 市 、 町 、

村 Ｗ及学校防止校园欺凌问题的对策实施和协作 。

＠
对策联络委员会由大约 ３０ 名委员组

成 ， 委员 由东京都教育委员会的教育长任命或委托 。

？
著名学者大阪市立犬学名誉教授森

田洋司 、 东京都公立中学家学校联合会 （ ＰＴＡ ） 会长 田谷克裕都是该化构的成员 。 委员

主要来 自 学校 、 东京都教育委员会 、 东京都儿童咨询中屯、

、 东京法务局 、 警视厅等相关

机构 。

＠
２０ １ ４ 年 １ ０ 月 ３ 日 ， 对策联络委员会召开 了第

一

次会议 ， 会议主要讨论 了对策实

施现状 、 Ｗ及相关机构和团体相互协作现状等 ， 并从中发现问题 ， 提过解决方案 。

＠

四 、 成立
＂

东京都校园欺凌对策委员会
＂

东京都教育委员会校园欺凌对策委员会 （ ｔｒｆ称
＂

对策委员会
＂

） 是根据 《东京都防

止校园欺凌对策推进条例 》 第 １ １ 条的规定而设立的机构 。 对策委员会的职责包括 ： 为东

京都教育委员会提供咨询 ， 并通过调查审议校园欺凌对策的实施状况 ， 向东京都教育委

？
東京都教育委 員 会 （ ２ ０ １ ４ ） 「東京都 ｏ Ｃ 汝 防止対策推進条例 Ｊ

＜ｈ ｔｔｐ ：／Ａｖｗｗ．ｋｙ ｏ ｉｋｕ ．ｍｅｔ ｒｏ乂ｏｋｙ ｏ
．

ｊｐ
ｙ

ｔ
３ ｉｃｋｕｐ ／ｓｅ ｉｓ ａｋｕ／ｓｅｉｓ ａｋｕ

＿

ｉ

ｊ
ｉｍｅ／

ｊ
ｏｕｒｅ ｉ ．

ｐ
ｄｆ＞２０ １ ５ ．２ ． ３ ．

＠
東京都教育委員会 （ ２０ １ ４ ） 「 Ｕ ｌ： 々 絶合对策 巧概要 ． 索京都教育委員会 ｔ ｉ

ｌ： 歧總合対策巧概要 」

＜ｈｔ ｔｐ ：／／ｗｗｗ．ｋ
ｙ
ｏ ｉｋｕ ．ｍｅｔｒｃＫｔｏｋｙ ｏ ．

ｊｐ ４
＞ ｉｃｋｕ

ｐ
／ｓｅ ｉｓａｋｕ／ｓｅ ｉｓ ａｋｕ

＿

ｉ

ｊ
ｈｎ ｅ／

ｇａ
ｉｙａｐ ｄｆ

＞２０ １ ５ ．２３ ．

？
東京都教育委員会 （ ２ ０ １ ４ ） 「東京都教育委員会巧重要 吞政策情報

一

〇 ［ 巧 巧防止等 巧対策 Ｊ

＜ｈ ｔｔｐ 

：／／ｗｗｗ．ｋｙｏ ｉｋｕ ．ｍｅｔｒｏ Ｊｏ切 

ｏ ．

ｊｐ ４
＞ ｉｃｋｕｐ ／ｓｅ ｉ ｓ ａｋｕ

＿

ｉ
ｊ

ｉｍｅ ． ｈｔｍ ｌ
＞２０ １ ５ ．２ ． ３ ．

？
東京都教育委員会 （ ２０ １ ４ ） 「東京都 访 閒題知策連絡協議会規則 Ｊ

ｃｈｔｔｐ

－

ｙ／ｗｗｗ．ｋｙ
ｏｆｌｃｕ ．ｍｅｔｒｏ 义０吟 ｏ ．

ｊｐ命 ｉｃｋｕｐ ／ｓｅ ｉｓ ａｋｕ／ｓｅ ｉｓ ａｋｕ
＿

ｉ
ｊ

ｉｍｅ／ｋ ｉｓｏｋｕＬｐｄｆ
＞２０ １ ５ ．２ ． ３ ．

？
東京都教育委員会 （ ２０ １ ４ ） 「東京都 ｕ ｉ： 汝 問題対策連磊協議会委員名簿 」

＜ｈ ｔ ｔｐ ： ／／ｗｗｗ．ｋ
ｙ ｏｉｋｕ ．ｍｅｔｒｏ ．ｔｏｌ＾ ｏ ．

ｊｐ４＞ ｉｃｋｕｐ
／ｓｅｉ ｓ ａｋｕ／ｓｅ ｉｓ ａｋｕ

＿

ｉ
ｊ

ｉｍｅ ／ｍｄｂｏ ｌ ．

ｐ
ｄｆ＞２０ １ ５ ．２ ． ３ ．

？
東京都教育委員会 （ ２０ １ ４ ） 「第 １ 回 東京都 。 Ｉ： 访 問ｉ対策連絡協議会議事要 旨 Ｊ

＜ｈ ｔ＾ ：／／ｗｗｗ．ｋｙ ｏ
ｉｋｕ ． ｉｎｅｔｒｏ ．ｔｏｋｙ ｏ ．

ｊｐ ４
） ｉｃｋｕｐ

／ｓｅｉｓ ａｋｕ／ｓ ｅｉｓ ａｋｕ
＿

ｉ

ｊ
ｉｍｅ／ｋｙｏｕｇ ｉｋ ａｉ

＿

０ １ ．ｐｄｆ
＞２０ １ ５ ．２ ． ３ ．

４９



员会作出答复 ； 有必要时 ， 对策委贷会需要将都 、 区市町村教育委员会和公立学校对策

实施状况 ， 向东京都教育委员会报告 ； 当发生 《防止校园欺凌对策推进法》 第 ２ ８ 条第
一

项规定的重大事件 ， 例如怀疑学生的生命安全 、 身也键康 、 财产遭受重大损害时 ， 教育

委员会要和相关机构协作 ， 共同调查情况 ， 将调查结果向东京都教育委员会报告 。

？
对策

委贵会由大学教授、 医疗、 也理化及法律等专轰组成 ， 当委员长认为有必要时 ， 可Ｗ邀

请委员之外的人±出席会议 ， 听取其意见 。

五 、 开展调查研究

２０ １ ２ 年 １ ０ 月至 ２０ １ ３ 年 ８ 月 ， 东京都教育委员会采用 问卷调查 、 事例研巧的方法对

校园欺凌现象进行了研究 。 该研究 １＾ ９０００ 多名学生为对象 ， 调查了其校园欺凌经历 ； ｙｊｉ

学生 、 教师 、 监护人、 社区成员 、 相关机构的职员约 １ ４０００ 名被试为研究对象 ， 了解其

对校园欺凌现象的看法 。 调查结果发现 ， ６０％Ｗ上的学生 曾经受过欺凌 ；
４５ ． ６％的

＂

被欺

凌者
＂

， 没和任何人商量 ， 独 自 忍受 ５４ ． ３％的
＂

被欺凌者
＂

认为
＂

即使和别人巧量 ， 问

题也无法解决
＂

。

？
关于校园欺凌现象严重化的原因及其对策 ， 东京都教育委员会从

＂

学

生的想法
＂

、

＂

教师处理问题的能力
＂

和
＂

学校体制及与相关机构的协作
＂

三个方面进行

了解释 。 该报告书还提供 了 如何发现学生是否被欺凌的
一

些方法 ， 例如 ， 观察学生表情 、

态度 、 着装 、 言行等 。

第Ｈ节 学校层面

根据 《防止校园欺凌对策推进法 》 ， 学校有义务参照国家和地方基本方针 ， 制定 《学

校防止校园欺凌的基本方针 》 ， 例如 ， 建立教育咨询机制 、 学生指导机制 、 开展校内研修

等 。 另外 ， 文部科学省公布的 《关于校园欺凌现象的基本认识和对策要点 》 指 出 了学校

应该采取的举措 。

２０ １ １ 年 ， 日 本发生了令人震惊的
＂

大津 自杀事件
＂

， 该事件即发生在滋贺县大津市

立皇子山 中学 ，

一

名初二男生在体育馆内 曾被多名男生绑住手脚 ， 用胶带粘住嘴 ， 加之 ，

？
東京都教育委員会 （ ２０ １ ４ ） 「東京都教育委員会 ｏ ｔ 齿 問題対策委員会規則 Ｊ

＜ｈ巧３ ：／／ｗｗｗ．ｋｙ ｏ ｉｋｕ ． ｍｅｔｒｏ ．ｔｏｋｙ ｏ ．

ｊｐ令 ｉｃｋｕｐ
／ｓｅｉｓａｋｕ／ｓｄｓ ａｋｕ

＿

ｉ
ｊ
ｉｍｅ／ｋｉｓ ｏｋｕ２ ．

ｐ
ｄｆ＞２０ １ ５ ．２ ．３ ．

？
東京都教職曼研修 杞 シ ク

一

（
２０ １ ４

） 「 〇 １； 扳 Ｃ 関 子 ５研竟報舍書 Ｊ

＜ｈ ｔｔｐ 

：／／ｗｗｗ．ｋｙｏ ｉｋｕ ．ｍｅｔ ｒｏ ． ｔｏｋｙ 

ｏ ．

ｊｐ４
？ ｒｅｓ ｓ ／２０ １ ４４＞ｒ １ ４０２ １ ３／ｈｏｕｋｏｋｕ

＿

３ ．ｐ 

ｄｆ＞２ ０ １ ５ ．２ ． ３ ．

５０



遭受其他类型 的长时间欺凌 ， 因不堪忍受 ， 从 自家公寓跳楼 自杀 。

０
在 ２〇 １ ４ 年 ４ 月 ， 皇

子 山 中学公布 了 《大津市立皇子山 中学防止校园欺凌的基本方针 》 。 本文主要 ！＾；１滋贺县大

津市立皇子 山 中学为例 ， 来说明学校采取的举措 。

―

、 加强指导和预防

总体而言 ， 学校要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 。 （ １ ） 教师将
＂

作为人 ， 绝对不能

欺凌他人
＂

的观念传递给全体学生 ， 教导学生看见校园欺凌现象时 ， 不可 Ｗ起哄 、 装作

没看见 ， 要吿知大人 ； （ ２ ） 教师要对
＂

被欺凌者
＂

和报告欺凌现象的见闻者 ， 给予充分

的保护 。 （ ３ ） 学校要开展道德教育活动 、 志愿者活动 、 体验大 自然等活动 ， 使学生学会

替他人着想 、 相互尊重 、 珍惜生命 ； 教职员工要利用年级活动 、 班会等 ， 让学生思考并

认识到个体对解决校园欺凌问题的重要意义 。

？

教师在对
＂

欺凌者
＂

进行指导时 ， 要注意 Ｗ下几点 ： （ １ ） 尽量使
＂

幾凌者
＂

在也理

上不产生孤立感 ；
（ ２ ） 使

＂

欺凌者
＂

认识到欺凌則人是侵犯人权的 ， 使其趙解
＂

被欺凌

者
＂

的痛苦 ， 在
一

定时期 内 ， 对其进行个别指导 ；
（ ３ ） 当欺凌行为超过

一

定的限度时 ，

为 了保护
＂

被欺凌者
＂

， 可Ｗ让
＂

欺凌者
＂

暂且停课 ， 尤其是当
＂

欺凌者
＂

实施暴行 、 恐

吓等犯罪行为时 ， 要积极和警察合力解决 ；
（ ４ ） 教师在平时应努力与教育委员会 、 学生

监护人达成巧识 。

？

具体而言 ， 为了培养学生建立 良好的人际关系 ， 将校园欺凌问题防患于未然 ， 皇子

山 中学提出 Ｗ下措施 ： 努力推动学校与家庭 、 社区等主体
一

体化 ； 开展教育活动 ， 培养

学生的 良好的情操和道德 ， 使学生获得 自 尊 、 自信 ， 学会替他人着想 ， 构建 良好的人际

关系 ； 使学正确理解人权 问题 ， 珍惜个人和他人的人权 ； 推进学生的 自主活动 ， 让学生

想办法预防欺凌现象 ； 进行班级和学校建设 ， 使学生能够安也、生活和学习 。

？
其具体措施

如表 ３
－

１ 所示 ：

０
尾木直樹 （２０ １ ３ ）ｒ ｏ ｃ 齿 問題 吞 ｉｆｊ 克服才 志 加 ］ 岩波新書 ， 第 ２

－

１ ４ 頁 ．

？文部科学省 「学校 Ｉ二 杉 故問題 Ｉ 三 関 手 吝 基本的認識 ＾ 取組？ 巧 ＾ シ ｈ Ｊ

＜ｈｔｔ
ｐ

：／／ｗｗｗ．ｍｅｘｔ ． ｇｏ ．

ｊｐ ／ａ
＿

ｍｅｎｕ ／ｓｈｏ ｔｏｕ／ｓ ｅ ｉ ｔｏｓｈ ｉｄｏｕ／０６ １ ０２４０２／００２ ．ｈｔｎｉ
＞２０ １ ５ ．２ ． ３ ．

＠
文部科学省 「学校 ｔ三 杉 百 吝 。 １： 边 問題 ｔ 三 関 子 吝 基本的認識 ｔ 取組０ 巧 シ Ｍ

＜ｈ巧 ：／／ｗｗｗ．ｍｅｘｔ ．

ｇｏ
．

ｊｐ
／ａ
＿

ｉｎｅｍｉ ／ｓｈｏｔｏｕ／ｓｅｉｔｏｓｈ ｉｄｏｕ／０６ １ ０２４０２／００２ ．ｈｔｍ＞２０ １ ５ ＞２ ． ３ 
？

０
大津市立皇子 山 中 学校 （

２０ １ ４
） ［大津市立皇子山 中学校Ｕ Ｃ 边 防止基本方針 Ｊ

＜ｈｔｔｐ ：／Ａｖｗｗ ． ｏｔｓｕ ． ｅｄ ．ｊ） ／ｏｕ
ｊ

ｉ／Ｐ口Ｆ／ １ ０％２０ ｔｕ ｓｈ ｉｎ／Ｈ２６／Ｈ２６
（
ｓｏｎｏｔ ａ

）
／ｉ
ｊ
ｉｎｉ ｅｂｏ ｓｈ ｉｋｉｈｏｎｈｏ ｓ ｈ ｉｎ ．ｐ ｄ ｆ＞２０ １ ５ ．２ ． ３ ．

５ １



表 ３
－

１ 畫子 山 中 学预防校 园欺凌问题的举拇

Ｓ具体操作
￣ ￣

？ 每学期召开
一

次教师研讨会 ， 使教师相互学习 。

了
？ 通过公开课提髙教师能力 。



．



？ 面向监护人和社区成员 ， 每年召开
一

次道德公开课 。

？ 使用涉及校园欺凌问题的教材 ， 开展道德教育课 。

胃
＊
６ 月和 １ ０ 月 是防止校园欺凌启蒙活动月 。

？ 每月 １ １ 日设为
＂

追忆生命 日
＂

， 早晨进行人权广播 。

道德教育 （通过诗朗诵 、 音乐鉴赏等认识 自 己 ， 全校共同度过宁静的时间 ）

？ 建立
＂

学习生命重要性的教室
＂

。

（ 由学校顾问开设课程 ， 指导学生减轻压力的方法等 。 ）

？ 实施
＂

皇子山 中学烦恼咨询项 目
＂

。

（ 了解全校学生的烦恼 ， 从中选取几种烦恼 ， 全校学生共同思考解

决对策 ， 提出建议 。 通过全校学生共同解决别人的烦恼 ， 使学生

学着替他人着想。 ）

学生活动
． 粉红色衬衫 日 。

（该活动起源于加拿大 。 在 ２ 月 的最后
一

个星期Ｈ ， 学生尽可能地

穿粉红色的衣服 。 ）

？
＂

追忆生命集会
＂

。

（通过追悼 ２０ １ ３ 年失去生命的朋友 ， 使学生感悟生命的可贵 ， 珍



惜生命 。 通过全校学生集会的方式 ， 加强本校学生间的朋友意识 。 ）

￣￣

制定个别
？ 对需要个别支援的学生 ， 制定指导计划 ， 比如较有个性的学生 。

支援指导计划


一

庭敎育
？ 召开家庭教育硏讨会 ， 和家庭学校联合会 （ ＰＴＡ ） 合作 。

＾胃

Ｉ（ ２０ １ ４ 年 ， 关于网络社会中的纠纷 ， 曾招聘教师 ， 召开 了讲演会 。 ）

ａ 注 ： 表格根据 ２０ １ ４ 年 《 大津市立畫子 山 中 学較 Ｏ Ｃ 访 防止基本方針》 制 定 。

二 、 早发现 、 早处理

总体而言 ， 为了早发现校园欺凌现象 ， 教师和学生要建立信赖关系 ， 注意观察学生

生活状态 、 人际关系的细微变化 。 为及时处理校园欺凌问题 ， 学校要做到 下几点 ： 参

加校内研修 ， 提高应对校园欺凌问题的能力 ； 提高危机意识 ， 注意言行举止 ， 不能助长

５２



欺凌行为 ； 注意不同学生群体间人际关系的变化 ， 不断改善班级管理方法 。

？

为及早处理校园欺凌问题 ， 当教师发现 问题时 ， 决不能轻视 ， 要向 当事人及其朋友

了解情况 ， 向教育委员会报告 ， 有必要时 ， 可 Ｗ 向教育 中也 、 儿童咨询处等相关机构寻

求协助 ； 教师要站在
＂

被欺凌者
＂

的立场上处理 问题 ， 与其监护人协调 ， 必要时 ， 可

允许
＂

被欺凌者
＂

智时不来学校上课 ， 也可 Ｗ为其调换座位或班级 ； 根据
＂

被欺凌者
＂

监护人的意愿 ， 在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后 ， 可 Ｗ为
＂

被欺凌者
＂

转学 ； 将咨询室布置得 比

较温馨 ， 使学生更愿意说出 自 己的苦恼 ；

？

具体而言 ， 皇子 山 中学对教职员工提 出 了 Ｗ下几点要求 ： （ １ ） 当学生在隐蔽的场所

实施欺凌行为 ， 或者假装在玩耍 、 开玩笑时 ， 教师很难发现欺凌现象 。 所Ｗ ， 教师要注

意学生的细微变化 ， 提髙观察力 。 （ ２ ） 当发现征兆时 ， 教师要持有怀疑的态度 ， 不隐匿

事实 ， 不轻视问题 ， 不从表面和形式上判断 问题 ；
（ ３ ） 教职员工之间 、 学校和监护人之

间要紧密地沟通信息 ， 掌捏学生的具体情况 ；
（ ４ ） 为了使

＂

被欺凌者
＂

能够放也地向老

师咨询 ， 教师在平 日和学生建立信赖的关系 ；
（ ５ ） 学校定期进行调查 ， 并提供教育咨询 ，

与狂区 、 家庭建立协作体制 。

？
具体对策如下 ：

表 ３
－ ２ 臺子 山 中 学及早发现校 园欺凌 问题的举攪

措施具体操巧

问卷调查 ？ 每月 进行
一

次问卷调查 。

￣￣

教育咨询活动
？ 每学期都规定教育咨询时间 ， 给老师和学生提俄对话的时间 。

，

寸Ａ
？ 全体教职工都要参加教育委员会开展的研修活动 。

？ 暑假期间 ， 开展硏修活动 ， 提高教师指导能力 。



？ 为 了早发现校园欺凌问题 ， 要注意收集信息 。

＊ 教师每天都要确认学生迟到 、 旷课情况 ， 注意学生的生活习惯
胃＇

有无歸变化 。

共享信息 ． 上课前 、 休息时间 、 午餐时间 、 午休 、 放学后 ， 加强巡视 。

？ 利用各种会议 ， 共享学生信息 ， 掌握每
一

个学生的状态 。

ｂ 注 ： 表格根据 ２ ０ １ ４ 年 《 大津市 立皇子 山 中 学校 Ｏ Ｃ 々 防止基本 方針 》 制 定 。

＊
文部科学省 「学校 １三 扛 巧 吝 。 Ｃ 齿 問题 （三 関 手 苗基本的認識 ＾ 取組？シ ｈ Ｊ

＜ｈ ｔｔｐ 

ｙ／ｗｗｗ ．ｍｅｘｔ ．

ｇａｊｐ
／ａ
＿

ｍｅｎｕ／ｓｈｏｔｏｕ／ｓｅ ｉｔｏｓｈ ｉｄｏｕ／０６ １ ０２４０２／００２ ． ｈｔｍ＞２（Ｕ ５ ．２ ．３ ．

？
文部科学嘗 「学校 访問題 （二 関 于 看基本的認識 ｔ 取組？ 巧 ＾ｙＨ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ｅｘｔ ．

ｇｘｊｐ ／ａ
＿

ｍｅｎｕ ／ｓｈｏｔｏｕ／ｓｅ ｉｔｏｓｈ ｉｄｏｕ／０６ １ ０２４０２／００２ ．ｈｔｍ＞２０ １ ５ ．２ ．３ ．

＠
大津市立皇予 山 中学校

（
；０ １ ４

）
「大津市立皇子 山 中学校 ｕ ｔ； 货 防止基本方針 Ｊ

＜ｈ俾 ：／Ａｖｗｗ． ｏ ｔ ｓｕ ． ｅｄ ．

ｊｐ
／ｏｕ

ｊ
ｉ／ＰＤＦＡ Ｏ％２０ ｔｕｓＭｎ／Ｈ ２６／Ｈ２６

（
ｓｏｎｏｔ ａ

）
／ ｉ

ｊ
ｉｉｎ ｄｘ） ｓｈｉＩｄｈｏｎｈｏｓｈ ｉｎ ．

ｐ ｄ ｆ＾ ２０ １ ５ ． ２ ． ３ ．

５３



ｓ 、 加强与家庭及社区的协作

总体而言 ， 为了加强与家庭 、 社区间的协作 ， 学校需要做到Ｗ下几点 ： 在发现校园

欺凌问题时 ， 要报吿给学生的监护人和教育委员会 ， 寻求共同解决 ； 在监护人控诉时 ，

学校要虚也倾听 ； 学校要积极公布本校应对校园欺凌问题的方针等信息 ， 寻求学生监护

人的理解和愤作 ； 利巧家校联合会 （ ＰＴＡ ） 、 联络委员会等机构 ， 加强学校 、 家长和社区

代表间的交流和沟通。

？

具体而言 ， 皇子 山 中学为应对校园欺凌问题 ， 提出 措施 ； （ １ ） 为了更有效地推

进各项对策的实施 ， 成立
＂

对策委员会
＂

； （ ２ ） 有学生报告欺凌现象 ， 或者教师怀疑存在

欺凌现象时 ， 教师要首先保障
＂

被欺凌者
＂

和见闻者的安全 ， 并及时向校长汇报情况 ，

由校长召开
＂

对策委员会
＂

， 共享信息 ， 揀讨指导方针 ； （ ３ ） 站在
＂

被欺凌者
＂

的立场上 ，

向相关学生了解情况 ， 有必要时 ， 请专家提供支援 ， 并且 ， 向监护人 、 教育委员会报告 ；

（ ４ ） 在对
＂

欺凌者
＂

进行教育后 ， 但效果不明显时 ， 可 向也理 、 医疗 、 司法等相关机

构寻求协作 ； （ ５ ） 学校要与相关化构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

？
具体对策如下 ：

表 ３ －

３ 里子 山 中 学 处理校 园欺凌 问 题的对策
—

措施 具体操作

召开校园欺凌对策委员会
＊臟？ ｇ巾委员会 °

？ 每周和学坐指导科共享学生信息 ， 发现学生变化 。

？ Ｗ班主任为中也 ， 邀请俱乐部顾 问等参与 ， 和学

对
＂

被欺凌者
＂

的屯、灵爱护生监护人协作 ， 有必要时 ， 请求专家支援 ， 给予



＂

被欺凌者
＂

关爱 。

￣￣

对
《掀冻若 ， ，

的护导

￣￣

？ 不仅 由学校对
＂

欺凌者
＂

进行教育指导 ， 而且 ，

有必要时 ， 寻求相关机构的协作和指导 。

Ｃ 注 ： 表格根据 ２０ １ ４ 年 《 大津市立皇子 山 中 学校 。 Ｃ ＆ 防止基本方針 》 制 定 。

？文部科学省 ｒ学校 ｃ ｆｃ
？

甘 吝 問題 （三 関 才 急 基本的認識 ｔ 取組？ 乐 ＾ 六 Ｋ Ｊ

＜ｈｔｔｐ 

ｙ／ｗｗｗ ．ｍｅｘｔ ．

ｇｏ
．

ｊｐ ／ａ
＿

ｍａｉｕ ／ｓｈｏｔｏｕ／ｓｅｉｔｏｓｈｉｄｏｕ／０６ １ ０２４０２／００２ ．ｈｔｍ＞２０ １ ５ ．２ ． ３ ，

＠
大津市立皇子山 中学校５０ １ ４

）
「大津市立皇子 山 中学校〇  １： 货 防止基本方針 Ｊ

＜ｈｔｔｐ ：／／ｗｗｗ ． ｏ ｔ ｓｕ ． ｅｄ ．

ｊｐ
／ｏｕ

ｊ
ｉ／ＰＤＦ／ １ ０％２０ｔｕｓｈ ｉｎ／Ｈ２６／Ｈ２６

（
ｓｏ打Ｏｔａ）巧 ｉｔｎｅｂｏｓｈ张化ｏｎｈｏｓｈｉｎ ．ｐｄｆ

＞２０ １ ５ ．２ ． ３ ．

５４



第四节 家庭层面

－

、 保护孩子安全

监护人在知晓孩子被欺凌时 ， 要 向孩子表明 自 己会保护他的强烈意志 ， 尽量不要让

孩子觉得孤立无援 ， 例如 ， 对孩子说
＂

我站在你这边
＂

， 让孩子安也 ， 绝对不要对孩子说

＂

你也有错啊
＂

等批评孩子的言语 ； 其次 ， 必要的时候 ， 监护人要接送孩子上下学 ， 孩

子外 出时 ， 也要陪伴孩子 ； 再次 ， 当监护人察觉到孩子有可能轻生时 ， 要优先考虑孩子

的生命安全 ， 要陪伴孩子 ， 不要让孩子独立
一

个人呆着 ， 表现出帮助孩子解决 问题的强

烈的想法 ， 告诉孩子寻求帮助
＂

不是因为你弱
＂

； 家长应在征得孩子同意后 ， 与学校 、 相

关机构商量 ， 并和孩子约定按孩子希望的方式处理 Ｉ

＇

ｎｉ题 。

？

家庭是对孩子进行人性教育的重要主体 ， 良好的家庭教育利于培养孩子的高尚情操

和道德品质 。 家长应充分利用学习机会 ， 学习如何保护孩子身必健康成＃ 。 例如 ， 教育

委员会通过为家长提供信息 、 完善咨询体制 、 志愿者活动 、 亲子体验活动等 ， 为监护人

提供指导 ， 使父母积极参与到家庭教育 中 ， Ｗ推进家庭发挥教育功能的发挥 。

＠

二 、 加强亲子沟通

在 ２００８ 年 １ １ 月 ， 当时的 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巧吹文明发表了
一

封面厨全国父母 、 老

师等的公开信 。 信 中指出 ：

＂

监护人每天要和孩子交流 ， 学会和孩子对话 。

＂

从前述图

２
－

９ 和图 ２
－

１０ 可 得知 ， 父母与孩子的沟通和交流不足 ， 尤其是父亲的职能发挥得远远

不够 。 父母应多陪伴孩子 ， 创造与孩子接触的机会 ， 与孩子度过愉快的时光 ， 并注意观

察孩子言行方面的细微变化 。

家长要学会尊重和倾听孩子的想法 ， 理解孩子的感受 ， 给予恰当的指导 。 监护人要

对孩子鼓起勇气诉说 自 己被欺凌的行为给予肯定 ， 不要轻易地鼓励孩子 ， 也不要轻易训

斥孩子 ， 不要说
＂

没关系 ， 只要努力就会变好了
＂

， 对于孩子被欺凌的情况 ， 不要硬要勉

强孩子说出来 ； 当孩子承认其欺凌别人时 ， 监护人要对其勇气给予肯定 ， 认真倾听孩子

？
北海道教育局 （ ２ ０ １ ３ ） ［

■

。
１； 齿 ？ 問題Ｃ 讨応乎 是 ｔ 坦 （ 三 、 家庭 ０役割 家庭田力 Ｊ

＜ｈ ｔｔｐ ：／／ｗｗｗ ． ｄｏｋｙ 

ｏ ｉ ．

ｐ
ｒｅｆ．ｈｏｋｋａｉｄｏ ． ｌｇ ｊｐ ／ｈｋ／ｓｓ ａ／ｋａｔｅｉｎｏｙ ａｋｕｗａｒｉｋａｔ ｅ ｉｎｏｔ ｉｋ ：ａｒａｖｏｌ ． ２ ．

ｐ
ｄｆ＞２０ １ ５ ． ２ ． ３ ．

＠
文部科学省 ［学校 ｔ三 杉 故 問題 ｔ三 関 手 Ｓ基本的認識 取組？ 术 ＾ 六 ｈ Ｊ

＜ｈｔ＾ ：／／ｗｗｗ．ｍｅｘｔ ．

ｇｏ
．

ｊｐ
／ａｊｎｅｎｕ ／ｓｈｏ ｔｏｕ／ｓ ｅｉｔｏｓｈ ｉｄｏｕ／０６ １ ０２４０２／００２ ．ｈｔｍ＞２０ １ ５ ．２ ．３ ．

５ ５



欺凌别人的原因 、 也、情等 ， 并向其明确传达
＂

欺凌规人是不对的
＂

， 和孩子
一

起思考如何

承担责任 ， 而当孩子否认其欺凌别人时 ， 监护人不要彻底否定孩子的人性 ， 无论孩子有

什么理由 ， 监护人都要使孩子认识到
＂

被欺凌者
＂

没有错 ， 要持续教育孩子直到孩子想

补偿
＂

被欺凌者
＂

或者不再欺凌别人 ； 当监护人知道孩子看见欺凌现象时 ， 要表现出不

能容许欺凌行为的强烈姿态 ， 向孩子明确传达
＂

作为人 ， 绝对不能欺凌别人
＂

的观念 ，

起哄 、 装作没看见都是不对的 ， 和孩子
一

起思考今盾应该怎么做 ， 要仔细倾听孩子为何

没帮助
＂

被欺凌者
＂

， 了解孩子看见欺凌行为时的也情 。

？

第五节 社区层面

当孩子离开家庭 、 学校时 ， 社区在保护孩子们的安全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茨

城县教育委员会在化区层面提出 了
一

些措施 。 具体措施如下 ： （ １ ） 居民在 目 睹欺凌行为

后 ， 不能置之不理 ， 可 Ｗ联系其父母 、 学校和警察 ；
（ ２ ） 参加社区活动 、 志愿者活动等 ，

多和当地的孩子接触 ， 在见到孩子们后 ， 和他们打招呼 ， Ｗ便逐渐熟知当地的孩子 ， 增

加孩子的安全感等 ；
（ ３ ） 表扬做好事 、 善 良的孩子 。 （ ４ ） 成为孩子的模范 。 成年人努力

克服 自 己的缺点 ， 向孩子展示 自 己努为生活的姿态 ， 要遵守交通规则 、 注意言行 ， 给孩

子展示正确的礼仪和 习惯 。 （ ５ ） 让孩子学习社会规则 。 让孩子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事都能

如愿 ， 督促孩子参加社区活动 、 志愿者活动等 ， 让孩子学习社会规则 ， 教育孩子 Ｗ 自我

为中也是不对的 。 下是 Ｊ 町 、 Ｉ 町 、 Ｈ 市 、 Ｂ 町采取的具体措施 。

０
北海道教育局 口 ０ １ ３ ） 「

Ｏ Ｃ 访 ？ 問題 （三 対応子 吝 ｆｃ 货 Ｃ 、 家庭？役割 家庭？力 ］

＜ｈｔｔ
ｐ 

ｙ／ｗｗｗ．ｄｏｋｙｏＬｐｒｅ
ｆ．ｈｏｋｋａｉｄｏ ． ｌｇ

＊

ｊｐ ／ｈｋ／ｓ ｓ ａ／ｋａｔｅｉｎｏｙ 

ａｋｕｗ ａｒｉｋａｔ苗ｎｏｔ ｉｋａｒａｖｏ ｌ ． ２
ｊ
＞ｄｆ＞２０ １ ５ ．２ ． ３ ．

◎茨城教 育委員会 「学校巧 今家庭々地域 也 力 吞合 ＾ 咕 了行動 乎 玄 ＾ 妄 Ｊ

＜ｈｔ＾ ：／／ｗｗｗ． ｅｄｕ ．ｐｒ
ｒｆ． ｉｂａｒａｋ ｉ

ｊｐ
／ｂｏａｒｄ／

ｇａｋｋｏｕ ／ｓｈｏｃｈｕ／ｓｈ ｉｄｏ／ ｉｚ ｉｍｅ／ ｉｚ ｉｍｅ ，ｐ ｄｆ
＞２０ ｌ ５ ．２ ．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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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４ 社 区层 面 防止校 园欺凌 问题的揣施和具体操作

措施具体操作

（ １ ） 打招呼活动

？ 开始时 ， 家长之间相互问好 。

？ 然后 ， 家长与小朋友对话 。

打招呼活动 － （先 Ｉ

’

司好 ， 接着夸奖孩子好的行为 ， 然后 ， 请孩

合綱动子注意不靈行等 。 ）

（ ２ ） 合家欢活动
（ Ｊ 町 ）ｊ ？ 家人每天在

一

起吃
一

次饭 。

？ 家人们
一

起讨论今天的话题 。

？ 分担家人的工作 。



？ 家人们聚在
一

起玩。



町教育委员会
？ 在校内外 ， 给予学生生活上的指导和帮助 。

巧墓专原者
’ 参化 、 Ｓ援学Ａ的课Ｓ、 俱乐部Ｓ动 、 ｔｔＥ活动 。

？ 早发现
＂

欺凌者
＂

、

＂

被欺凌者
＂

， 对其实ｉ援助活动 。

（ Ｉ 町 ）

召开
＂

孩子和社区成员
＂ ＊ 由学生策划实施

。

讨论会
＂

， 请居民参加 ， 由孩子们

发表参加 自 然体验 、 志愿者活动后的感想等 ， 和社区
的对话会议

成员父流对话 。

（Ｈ 市 ． Ｂ 町 ） ，

ｄ 注 ： 该表根据 目 本茨城教育委 ３ 会 的 《
Ｉ Ｉ

Ｃ 议 問題必 克服？ ｆｃ 々 Ｃ
－

学校 《 今 家庭々地域 ｉ 力 玄 合ｂ 甘 Ｔ 行動 子 吝

ｔ 妄 》
一文编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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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日 本校园欺凌问题对我国 的启 示

校园欺凌不利于青少年的成长 ， 其危害不容忽视。 为防止我国的校园欺凌问题 ， 我

们有必要吸收和借鉴 日本的经验和教训 ， 提高危机意化 正确看待和理解我国的校园欺

凌问题 ， 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 。

第一节 国家层面

一

、 制定专口法律 ， 提供法律保障

目 前 ， 我国专口保护青少年的法律主要有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

下称 《未成年人保护法 》 ） 、 《 中 国人民共和 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 （ ｙｘ下称 《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 》 ）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义务教育法 》 。 另外 ， 《 中 国人民共和国刑法 》 、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婚姻法 》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收养法 》 等法律中也有关于青少年的 内容 。

《未成年人保护法 》 规定家庭 、 学校 、 社会及司法应当保护未成年人 ， 对有严重不

良行为的未成年人 ， 学校和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互相配合加 Ｗ管教 。

＂ ？
《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 》 中提到 当未成年人出现打架斗殴、 辱骂他人 、 强行向他人所要财物等不 良

行为时 ，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教育未成年人 。

从上述法律现状可Ｗ得知 ， 在我国 目 前的法律法规中 ， 没有关于校园欺凌的专口法

律 ， 我国在这方面还是
一

片空 白 。 这将会导致教育行政部 口 、 学校在防止校园欺凌问题

时 ， 没有
一

套可 参考的法律体系 。 所 Ｗ ， 我国有必要召开关于校园欺凌问题的研讨会 ，

邀请教育 、 屯、理、 法律等各领域的专家参加 ， 为解决校园欺凌问题献言献策 ， 从而逐步

提出我国防止校园欺凌问题的对策 ， 逐步制定法律法规 ， 为防止我国校园欺凌问题提供

法律保障 。

＆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 《 中华人 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 ２０ １ ２ 年修正本 ） 》 ， ２０ １ ２ 年 口 月 ５ 日 ，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ｌａｗｅｄｕ ． ｃｏｎｉ ／打ｅｗ ／２ （Ｈ ２ １ ２／ｗａｎｇｙ ｉｎ沒０ １ ２ １ ２０５ １ ６ １ 的 ３４６６２０２６８ ． ｓｈ ｔｍ ｌ ，２０ １ ５年 ３月２８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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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提供财政支持 ， 加强监督和管理

为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 《未成年人保护法 》 第屯条规定 ， 将未成年人保护经费纳

入本级政府预算 。 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 占 ＧＤＰ 的 比例
一

直比较低 ， 在 ２０ １ ２ 年首次达到

４
〇
／。 ， 教育经费主要用于保证义务教育 、 促进教育公平等方面 。 而且 ， 虽然不少省市成立

了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 ，但是设立未成人保护专项经费的机构并不多 ， 即使有专项经费 ，

由于未成年人人数庞大 ， 也只是杯水车薪 。 然而 ， 在 日本 ， 为校园欺凌等 问题 ， 日本每

年都有财政拨款 ， 用于开展道德教育 、 加强家庭和社会间 的协作 、 开展教师研修等 。 曰

本政府还逐步为公立中学配备顾问 ， 为学生提供咨询 ， 给学校配备 己退休的警察 、 老师

等 。

另外 ， 随着大众媒体 、 网络快速发展 ， 智能手机逐步普及 ， 加之 ， 监管不严 ， 未成

年人可 Ｗ轻而易举甚至不经意地接触到暴力信息 ， 这非常不利于青少年的身也健康成长 。

第二节 地方层面

－

、 完善咨询化制 ， 积极ｒ大宣传

我 国有必要开通 、 增设 ２４ 小时咨询 电话 。 在 日本 ， 设有 ２４ 小时免费咨询 电话

＂

０５７ １
－

１
－ ７巧 １ ０

＂

，

＂

７８３ １ ０

＂

谐音是
＂

古々＆言 化 、

） 巧５

＂

（ ｎａｙａｉｎｉｉｏｕ ） ， 意为
＂

诉说

烦恼
＂

。 电话号码不仅容易记忆 ， 而且富有含义 。 在我国 ， 虽然
＂

１ ２３ ５ ５
＂

热线可Ｗ为青

少年及其监护人提供生活 、 学习 、 医疗等多种咨询服务 ， 但是 ， 该热线只能在工作时 间

拨打 ， 不能随时咨询 。

另外 ， 我国缺乏专保护未成年人和向未成年人提供咨询的机构和人员 。 《未成年人保

护法 》 第
一

章第六条规定 ：

＂

保护未成年人 ， 是国家机关 、 武装力量 、 政党 、 社会团体 、

企业事业沮织、 城乡基层辭众性 自 治组织 、 未成年人及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 。

＂ ？
该

法第
一

章第八条规定 共产主义青年团 、 妇女联合会 、 公会 、 青年联合会 、 学生联合会 、

少年先锋队Ｗ及其他有关社会团体 ， 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

＂

即 国家、

＊全 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 全文 ） 》 ， ２００ ６ 年 １ ２ 月 ３０ 日 ，

ｈｔ电 ：／／ｗｗｗ． ｃｈ ｉｎａ＊ ｃｏｍ ． ｃｎ／ｐ
ｏ ｌｋｙ ／ｔｘｔ ／２００６

－

１ ２／３０／ ｃｏｎｔｅｎ ｔ
＿

７５ ８ ２８ ０８ ．ｈｔｍ ， ２０ １ ５年 ３月２ ８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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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 社会 、 学校 、 家庭等都有责任保护未成年人 ， 未成年人的保护王作由多个部ｎ在

负责 。 含蓄 、 模糊的措辞导致分工不明确 ， 各部口之阁相互推倭责佐 这不利于 《未成

年人保护法 》 的落实 。 在 日本全国设有很多专 口面向未成年人的咨询处 ， 在咨询处 ， 有

不少专业人± 。 所化， 我国有必要建立专口的未成年人保护和咨询机构 ， 培养专口人才 ，

这对于保护在学校中受欺凌的学生是有益的 。

在建立和完善咨询机制的同时 ， 我国有必要通过电视 、 广播 、 报刊等大众媒体 ，

及网络等加强宣传和 引 导 ， 宣传
＂

欺凌可耻
＂

、 鼓励学生间互敬互爱 ， 提窩化会 、 教师及

家长对校园欺凌间题的重视 。 由于宣传力度不够 ， 不少青少年及其父母或监护人对如何

电话求助 、 网络求助等
一

无所知 。 除了借助大众媒体 、 网络等 ， 还可Ｗ通过向青少年分

发卡片 、 在街道旁张贴宣传报 、 利用 电子屏循环滚动 、 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设计板报等

方式宣传 。

二 、 制定基本方针 ，
成立专口机构

在 日 本 ， 法律规定地方公共团体有必要成立制定基本方针 、 成立专 口商讨对策的机

构 。 比如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制定 了 《东京都防止校园欺凌对策推进条例 》 、 《东京都防止

校园欺凌推进基本方针 》 ， 明确规定 了东京都 、 地方公共团体 、 监护人的职责 。 而且 ， 东

京都成立了 由专家沮成的
＂

东京都校园欺凌对策联络委员会
＂

， 旨在推进都 、 区 、 市 、 町 、

村认及学校防止校园欺凌对策的实施 。 除此之外 ， 为 了向东京都教育委员会提供咨询 、

调查审议对策实施情况 、 应对重大事件 ， 东京都还成立 了

＂

对策委员会
＂

。 我国在这方面

还有待逐步完善 ， 教育部 、教育厅等有关部口有必要制定关于校园欺凌问题的基本方针 ，

包括基本理念 、 基本对策等 ， 为学校制定具体的防止措施提供参考和指导 。 同时 ， 教育

行政部 口有必要成立专 口 的机构 、 明确分工和职责 。

Ｈ 、 开展调查研究 ， 掌握实际情况

在我国 ， 对校园欺凌问题较关注的学者包括山东师范大学也理学系的张文新教授 、

中 国科学院也理研究所的陈世平 、 乐 国安等学者 。 １ ９９９ 年 ， 张文新教授首次对我国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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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凌问题展开实证研巧 。 在此之前 ， 我国对该问题的研究几乎处于空 白 。

？
学者们主要对

校园欺凌问题进行 了现状研究和相关研究等 。 但是 ， 从总体上看 ， 教育行政机构主导的

调查研究相对较少 ， 学者们之间 的合作研巧也显得不足 ， 这导致关于校园欺凌问题的研

究规模不大。 另外 ， 由于缺乏理论指导 ， 所 Ｗ研巧结果也显得支离破碎 。

在 日本 ， 无论是文部科学省 、 教育委员会等机构 ， 还是关也校园欺凌问题的学者 ，

都对 日本校园欺凌问题进行了众多调查研巧 。 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从 １ ９９８ 年开始
一

直对校园欺凌现象跟踪调查 ， 各地教育委员会主导的调查研巧也不少 ， 日本很多 中小学

校都定期对学生进行调查 ， 获取了很多实证研究资料 ， 这为 日本教育行政部口和学校等

提供了很多依据 ， 为其提出合理的防止校园欺凌问题的对策提供了可能 。

相 比较而言 ， 我国对我国及国外校园欺凌问题的研究显得不足 。 教育部口 、 学者等

要开展调查研究 ， 掌握我国校园欺凌 间题的特点 、 发生原因 、 类型等 ， 从众多资料中找

出隐藏在表象下的规律 ， 从而制定防止校园欺凌 问题的对策 。 所Ｗ ， 我国需要进行Ｗ教

育行放机构为主导的 自 上而下的大规模调查研巧 ， Ｗ期全面了解 目前我国校园欺凌问题

的现状 ， 从而构建科学的理论体系 。

第Ｈ节 学校层面

从问卷统计结果得知 ， 在有过
＂

３ 次及 Ｗ上
＂

校园欺凌经历的彼试申 ， ９２ ． ８％的
＂

被

欺凌者
＂

在校内受过欺凌 ， １ ００％的
＂

欺凌者
＂

在校 内欺凌过别人 ， 校园欺凌现象主要发

生在校 内 。 所Ｗ ， 在防止校园欺凌问题方面 ， 学校责任重大 ， 学校需要对学生加强教育 、

引 导和管理 。

改革教育内容 ， 加强教育和引导

目 前 ， 我国的学校教育 ＾＾
］

１应试教育为主 ， 偏重知识教育 ， 对学生的社会生活教育 、

也理健康教育和青春期教育显得不足 。

社会生活指导 、 右、理健康辅导和青春期教育有必要纳入 目前的教育体系 中 。 在青春

期 ， 青少年的身体和也理发生很大变化 ， 面临 自我同
一

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 。 加之 ， 青

？
刘昭阳 ， 邱阳 ： 《校园欺负 问题研巧综述 》 ， 《科教导刊 》 ， ２０ １ １ 年 ６ 月 （ 上 ） ， 第 ２巧

－

２ １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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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也理不太成熟 ， 很容易冲动 、 意气用事 、 自控能力弱 。 所 ｗ ， 学校需要定期或不定

期开展也理讲座 ， 对其进行青春期教育 、 给予生活指导 ， 帮助其正确认识 自我 ， 顺利度

过青春期 。

此外 ， 道德教育和人格教育也是必要的 。 从问卷统计结果得知 ，

＂

欺凌者
＂

主要通过

直接言语欺凌和间接关系欺凌的方式欺凌别人 ， 其次直接身体欺凌、 所有物欺凌和网络

欺凌 。 学校要通过道德教育 ， 使学生树立
＂

欺凌可耻
＂

的观念 ， 使学生深刻认识到徘谤 、

嘲弄 、 排挤他人 、 殴打他人是不道德 的 。 ４２ ．９％的
＂

欺凌者
＂

回答在欺凌别人时
＂

感到

很有趣
＂

， ２８ ．６％的
＂

欺凌者
＂

回答
＂

也情很好
＂

， 所 １＾ ， 人格教育也是要加强的 。 通过

人格教育 ， 使学生形成 良好的价值取向 ， 形成积极向上的人格 。 良好的道德水平和修养

是
一

点
一

滴逐渐形成的 ， 所Ｗ ， 在进行道德教育和人格教育时 ， 需要从娃娃抓起 ， 从小

事抓起 。

二 、 早发现 、 早处理 ， 提供古理咨询

从问卷统计结果得知 ， 相 比大学时期和高中时期 ， 中小学时期尤其是
＂

小学 ４ 年级？

初中 ２ 年级
＂

期间 ， 校园欺凌问题比较严重 。 所 ， 教师要特别注意观察
＂

小学 ４ 年级
？

初中 ２ 年级
＂

的学生 ， 注意观察其生活状态 、 人际关系 的变化 ， 早发现问题 。 对于可能

是或者有可能成为
＂

被欺凌者
＂

或
＂

欺凌者
＂

的学生 ， 进行个别教育和指导 。 为了早发

现问题 ， 可 召开研讨会、 进行问卷调查、 加强巡视、 鼓励学生报告欺凌现象等。

教师在发现问题后 ， 不能轻视 、 隐匿问题 ， 要及时处理 。 在有过
＂

３ 次及 上
＂

校

园欺凌经历的被试中 ， ８５ ． ７％的被试
＂

觉得不少老师看见欺凌现象 ， 却装作没看见
＂

。

学生对教师不信赖 ， 这致使不少学生认为对老师报告也没有 ， 被欺凌时保持沉默 。 调查

发现 ， 只有 ３２ ．２％的
＂

被欺凌者
＂

在被欺凌时向老师 、 朋友等寻求过帮助 。 在处理问题

时 ， 教师要尊重
＂

被欺凌者
＂

的意愿 ， 可Ｗ选择换座 、 换班级 、 转学等方式 。 对
＂

欺凌

者
＂

， 处理教育 引 导外 ， 可 Ｗ根据情况责令其停课 。 在发现问题时 ， 可 Ｗ向也理专家 、

教育学者 、 法律人±及警察咨询 ， 共同解决问题 。

研究发现 ， 被试对于屯、理咨询需求较大 。 在问题
＂

我巧厌现在的 自 己
＂

的四点量表

中 ， 在 ２３２ 名 问卷被试中 ， ５５ ．２％的学生选择
＂

（基本 ） 符合
＂

， 在
＂

曾被欺凌过 ３ 次及

的
＂

被欺凌者
＂

中 ， ６４ ． ３％的被试选择
＂

（基本 ） 符合
＂

。 在 问题
＂

我有优点
＂

的

四点量表中 ， ２６ ．７％的被试选择
＂

基本 （不符合 ）

＂

。 由此可见 ， 不少被试 自卑 、 不 自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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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 自 己 ， 需要相关人员给予也理咨询 ， 帮助其摆脱消极情绪 ， ｗ便更好地学习和生活 。

目 前 ， 尤其在农村地区 ， 设有也理咨询室 ， 配有专业也理咨询师的 中小学还较少 ， 学校

应逐步设立也理咨询室 ， 配备也理咨询师 ， 为学生们提供也理咨询 。 另外 ， 学校应通过

恰当 引导 ， 使学生们正确认识也理咨询 ， 改变传统观念。

Ｈ 、 加强教师研修 ，
建设校园文化

在学校 ， 教师是主导者 ， 不少未成年人对教师充满敬畏 ， 不敢和老师说话 ， 见到老

师避而远之 ， 与老师的深入交流更是少么又少 ， 这在本论文的问卷统计结果中也有体现。

在 ２３ ２ 名 问卷被试中 ， ７６ ．７％的学生
＂

不常常和老师商量烦恼
＂

， 教师主要负责
＂

授业解

惑
＂

， 与学生的情感交流很少 。 而且 ， 在访谈中 ， 受访者 Ｔ １ 表示 ， 当 自 己把被欺凌的事

告诉老师后 ， 老师在批评指导
＂

欺凌者
＂

时 ， 泄露了举报者的信息 ， 导致受访者被欺凌

得更加严重 。 所Ｗ ， 教师有必要加强研修 ， 提高指导能为和责任感 ， 努＾和学生构建信

赖关系 。

开展校固文化建设 ， 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 ， 启迪学生智慧 ， 陶冶情操 。 比如举办运

动会 、 大合唱 、 话剧表演等 ， 在活动 中 ， 学生们可 Ｗ获得表现 自我 、 发现 自 身价值的机

会 ， 提高其 自 信也 。 而且 ， 通过活动 ， 学生们之间 的交流和沟通增加 ， 更容易获得友谊 ，

满足其社交需求 ， 这对满足青少年在也理上的情感需要是有益的 。

第四节 家庭层面

－

、 注重家庭教养方式 ， 营造良好家庭环境

问卷被试 Ｓ７ 写道 ；

＂

具体的 ｛。 ）
１： 故 ＜ ！： （主 ＾ 。 义 去 巧 人 力 ；

、 对 子 占
＇
＇

屯 ？ 三 ＾ 力 ＞ ６

？ 育成方法了
’

乎权 （ 虽 然关于欺凌的原 因
，
我不 能说的很具体 ，

但是孩子 的 养育 方式是

很重要的原 因 ） 。

＂

有的父母因为担也 自 己的孩子吃亏 ， 鼓励 自 己的孩子欺凌别人 ， 给予

孩子错误的指导 。 所 Ｗ ， 父母不能对孩子过分溺爱 、 放纵 ， 应当规范孩子的行为 ， 教其

明辨是非 ， 为孩子树立榜样 。 父母应当在保持
一

定权威的 同时 ， 给予孩子独立 自主的空

间 。

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是很重要的 。 父母间 的交往方式 、 亲子间 的交往方式 、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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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间的交往方式等会影响孩子与同伴间 的人际交往方式 。 比如 ， 相 比恰当解决婚姻冲

突的父巧 ， 采用敌意 、 退缩的方式处理婚姻冲突的父母 ， 容易带给孩子更多的消极情绪 ，

孩子的同伴关系也不太和谐 。

＆
问卷被试 Ｓ２ １ ４ 写道 ；

＂

家庭艰境斯 惡 三
？

扣 今 ＜

吝 ス ｈ レ ス ？ ＾ Ｗ 口Ｌ了行 ；ｂ 化 了 吝 二 加 友 吝 ｉ 思 ａ（ 由于 家庭环境恶《 等对孩

子造成压 力 ，
孩子有可能把欺凌别人作 为排解度 力 的 方式 ） 。

＂

另外 ， 父母过度关注孩子

的成绩 ， 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达力 ， ５４ ． ３％的被试回答
＂

因入学考试 、 高考 ， 压力大
＂

。

和谐宽松的家庭氛围更利于孩子与父母间的交流 ， 孩子更愿意把烦恼告诉父母 ， 家长要

学会倾听 。

二 、 提高孩子人际交往能力 ， 关注孩子合理状况

从问卷统汁结果得知 ，

＂

欺凌者
＂

和
＂

被欺凌者
＂

多是同年级学生 、 同班同学或同属

于 同
一

俱乐部 。 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 ， 人有社交需求 。 中小学生渴望友谊 ， 但有时

由于缺乏人际交往能为 ， 容易导致人际关系不和谐 。

在本论文中 ， 关于被试被欺凌原因 的研巧发现 ， ３２ ． １％的被试因
＂

太老实
＂

而被欺

凌 ， ２５％的被试回答是因为
＂

别人觉得 自 己不会报复
＂

， ２ １ ．４％的被试回答是因为
＂

过分

明确表达 自 己的意见
＂

， １ ７ ．９％的被试回答是因为
＂

不太明确表达 自 己 的意见
＂

。 该研究

结果可能与被试人际交往能力不足 、 也理状况有关 。 有的学生在与人交往时 ， 缺乏 自信 、

较 自卑或害羞 、

一

味退让 ， 在受到欺凌时 ， 不敢对
＂

欺凌者
＂

说
＂

不
＂

， 也不敢向老师 、

父母求助 。 而且 ， 研巧发现 ， 不少学生是被多人 、 被团伙欺凌 ， 明显力量不平衡 。

家长应该鼓励孩子 ， 培养孩子的人际交往能力 ， 提高孩子的 自信屯、

， 使孩子勇于保

护 自 己 ， 帮助孩子正确认识和处理问题与摩擦 ， 学会交流和沟通 ， 建立 良好的人际关系 。

这样也可Ｗ使孩子收获友谊 ， 降低被欺凌的可能性 ， 问卷统计结果表 明 ， Ｗ． ７％的
＂

被

欺凌者
＂

回答因为
＂

朋友少
＂

而被欺凌 。

另外 ， 研究发现 ， 有的
＂

欺凌者
＂

是为 了吸引 同伴的关化 有的
＂

欺凌者
＂

担也被

■同伴排斥 ， 而选择和 同伴共同欺凌别人 ； 有的孩子在人际交往 中 ， Ｗ 自我为中也 、 唯我

独尊 ； 有的学生由于嫉妒同学成绩取 表现好而排挤同伴 。 硏巧表明 ， ２６ ． ７％的被试
＂

每

天都不安 ， 也惰也不好
＂

， ３ １％的被试
＂

常常焦躁
＂

， 家长应该多关注和了解孩子的 屯、理

？
董会芹 ， 张文新 ； 《家庭对儿童欺负受欺巧的影响 》 Ｉ 《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 第 ５０ 卷第 ３ 期 ， ２００５ 年 ， 第 １ ２７

－

１ ３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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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 ， 给予其适当 的指导 ， 帮助孩子排忧解难 。

Ｈ 、 加强亲子巧通 ， 家校合作

问卷调查发现 ， 父母与孩子之间 的沟通和交流不足 。 ５０ ．９％的被试不常和母亲商量

烦恼 ， ７６ ． ７％的被试不常和父亲商量烦恼 。 亲子间 的交流与沟通明显不足 ， 父母的职能 ，

尤其是父亲的职能 ， 发挥得不够 ， 比如 ， 在家长会上 ， 父亲的身影也比较少见 。 父亲不

能只作为
＂

经济提供者
＂

， 要多关也孩子的成长 。 而且 ， 父母要鼓励孩子们之间多交流 ，

研究表明 ， ６８ ． １ ％的被试不常和兄弟姐妹商量烦恼 ， 兄弟姐妹间 的沟通也不足 。 在 问题

＂

我觉得我孤身
一

人 ， 很孤独 ， 处于孤立状态
＂

的四点量表中 ， 在
＂

欺凌过别人 ３ 次及

Ｗ上
＂

的
＂

欺凌者
＂

中 ， ５０％的
＂

欺凌者
＂

选择
＂

（基本 ） 符合
＂

。 亲子间 、 兄弟姐妹间

的交流和沟通对于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是非常重要的 。 在我国 ， 尤其是城市 ， 父母多是

双职王 ， 照顾孩子的时间有限 ， 隔代抚养的例子不少见 ， 父母应尽量扭财间陪伴孩子 ，

与孩子多交流 、 沟通 。

另外 ， 关于家校合作 ， 相 比较而言 ， 我国 家长对学校教育 的参与度还较低 ， 教育工

作多 由 学校担当 。 在 日 本 ， 家长可 Ｗ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到学校教育 中 ， 比如通过 ＰＴＡ （家

长与教师协会 ） 家长可Ｗ 向学校提意见或建议 ； 家长还可 Ｗ通过志愿者活动 ， 比如老年

人组成的
＂

巡逻队
＂

， 他们在学校周边 、 上下学途中巡攫 。

？
同时 ， 为盼化网络欺凌 ， 有

的学校和家长协商 ， 规定手机 、 网络的使用时间带 ， 这些措施对于防止校园欺凌问题是

非常有益的 。 美国 的兰根布伦纳 （ Ｍ．Ｒ ＾ Ｌａｎｇｅｎｂｍｎｎｅｒ ） 和索恩伯格 （Ｋ ．Ｒ＞Ｔｈｏｒ油 ｕｒｇ ） 两

位学者 ， 将家校合作分为Ｈ种 ， 家长可 Ｗ作为支持者和学习者 、 自愿参与者 、 决策参与

者Ｈ种方式参与到学校教育中 ， 比如家长会 、 家长学校 、 家校书面联系 、 家长报告会 、

课外辅导等 。

？
我国 需要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 ， 探索适合我国 国情的家校合作方式 ，

这有利于加强学校和家长之间的交流 ， 提高彼此间 的信赖 ， 提出切实可斤的防止校园欺

凌问题的对策 。

？
苏丽萍 ： 《 日本小学家校合作研究 》 ， 硕±学位论文 ， 迁宁师巧大学 ， ２０ １ ２ 年 ， 第 １ ２ 页 。

＠
苏丽萍 ： 《 日本小学家校合作研究 》 ， 硕±学位论文 ， 迁宁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２ 年 ， 第 １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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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社区层面

―

、 开展志愿者活动

居民可 自愿参加志愿者活动 ， 在学校周边 、 孩子上下学途中 ， 加强巡逻 、 执勤 。

当发现孩子间在相互欺凌时 ， 要勇于制止 ， 根据情况 ， 可 Ｗ向学校及孩子的监护人报告 。

志愿者还可Ｗ开展
＂

个案帮扶
＂

活动 ， 为
＂

被欺凌者
＂

提供咨询 、 帮助 ， 对
＂

欺凌者
＂

进行教育与指导 。

按照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 ， 社会团体、 城市居民委员会 、 农村村民委员会等都有

责任为孩子们营造 良好的成长环境 。 离开学校和家庭后 ， 学生主要在社区活动 ， 社区要

参与到学校教育中 。 比如举办学校和居 民的交流活动 ， 邀请当地老人讲解本地的历史、

文化 ， 邀请市民参与学生的课外活动等 ， 增如居 民与孩子间的相互接触 。 另外 ， 居民和

孩子之间相互打招呼 ， 可 使居民逐渐认识孩子们 ， 这样也容易促使居民主动去保护孩

子们 。

二 、 开发社区教育资源

在 日本 ， 社区 中有很多教育设施 ， 比如公民馆 。 在 日本全国各地 ， 公民馆非常普遍 ，

公 民馆经常举办讲座 、 文化娱乐活动等 ， 早间 ＮＨＫ 新闻节 目也会播报每天社区 内有哪

些活动 ， 公民们都可Ｗ去参加 。 公 民馆也会与学校合作开办针对青少年的活动 ， 比如音

乐会 、 美术展等 。 日本还有很多青少年教育设施 ， 这坚组织会通过体育活动 、 野外活动 、

文化活动等丰富学生生活 ， 加强教育 引 导 。 鉴于此 ， 我国可Ｗ利用公园 、 博物馆 、 图书

馆等设施开展 旨在防止校园欺凌的活动 ， 宣传
＂

欺凌可耻
＂

的观念 ， 营造 良好的社区文

化氛围 。 当社区举办大型活动时 ， 请孩子和家长参与准备 、 沮织 ， 这样既可 Ｗ使孩子们

在活动中学习社会规则和人际交往 ， 也可Ｗ在活动中加强亲子教育 。

共青团 中央书记处前书记卢雍政指出 ， 推广青少年事务专职社 区工作者是新亮点 ，

需要逐步推进 。

？
比如 ， 我国可 Ｗ在社区建立青少年事务工作站 ， 选派有经验的人±担任

具体工作 。 目前 ， 在杭州 己经建立了青少年事务工作站 ， 工作站下设办公室 、 志愿者营

？法制网 ： 《未成年人保护经费纳入玫府预算 》 ，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８ 日 ，

ｈｔ巧 ：／／ｗｗｗ ． ｌ巧３
ｌｄ ａｉｌ

ｙｘｏｍｘｎ ／ｍｉｓｃ ／２ ００７ －

０３ ／０８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５巧 １ ０９ ．ｈｔｍ ，２０ １ ５年３月２ ８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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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 、 社团管理部Ｈ个部口 ， 并设有社工培训基地、 青少年情感体验教育基地等 。

？

①
《第节 化区青少年事务 》 ， ２０ １ ０ 年 ４ 月２０日 ， ｈｔｔｐ ： ／／ｋｓ ．ｈｚｑｎ

．ｎ过／Ｎｅｗｓ ／Ｎｅｗ ｓ Ｓｈｏｗ． ａｓｐ
ｘ？Ｐｋｉ仁３ １ ， ２０ １ ５年 ３月２ ８

曰 。

６７



结语 ： 本研究主要结论及不足

－

、 本硏究主要结论

本论文 Ｗ 日本某高校大学生为研巧对象 ， 通过 问卷和访谈 ， 调查研究了 日本大学生

的校园欺凌经历 ， 获取了关于 日本校园欺凌的第
一

手资料 ， 得出 了 Ｗ下结论 ：

研究表明 ， 将近
一

半的大学生欺凌过别人或被别人欺凌过 ， 不少大学生有过多次校

园欺凌经历 ， 校园欺凌问题在
＂

小学 ４ 年级？初中 ２ 年级
＂

时期较为突 出 ， 但在大学时

期几乎没欺凌过别人 ， 也没被别人欺凌过 。 送说明 ， 日本中小学校园欺凌问题严重 ， 学

校和家长要格外关注
＂

小学 ４ 年级？初中 ２ 年级
＂

学生的也、理和言行 。

校园欺凌现象主要发生在校园里 ， 且
＂

欺凌者
＂

和
＂

被欺凌者
＂

之间多为同班同学 、

同
一

俱乐部成员 。 这说明多数校园欺凌现象是在学校可控制的范围 肉 ， 如果学校采取积

极有效的对策 ， 对于防止校园欺凌问题是有益的 。 而且 ， 老师们要注意观察和 了解学生

间的关系及变化 ， 同班同学和同
一

俱乐部成员之间 比较容易产生摩擦 ， 学生们要学习正

确处理人际关系 。

校园欺凌类型 ｙｊ ■直接言语欺凌为主 ， 其次是关系欺凌 ， 再次为直接身体欺凌和所有

物欺凌 。 这说明 ， 相 比身体伤害 ，

＂

欺凌者
＂

对
＂

被欺凌者
＂

的屯、理伤害较多 。 逐告知我

们 ， 要重视道德教育和人性教育 ， 要让学生意识到徘谤 、 嘲笑 、 背地里说别人坏话的行

为是错误的 ， 让学生认识到友情的可贵 ， 大家要相互帮助 ， 不要故意无视 、 排挤他人 。

关于性别差异 ， 研究结果表明 ， 男生更容易成为
＂

欺凌者
＂

， 女生更容易成为
＂

被欺

凌者
＂

， 而且 ， 男生欺凌的对象主要是 男生 ， 女生欺凌的对象主要是女生 ， 男生欺凌女生

的现象多于女生欺凌男生的现象 。 这说明 男生的攻击性和 自我保护能力较强 ， 同性别之

间 的欺凌现象较多 。

关于欺凌原因和防止对策 ， 研究表明 ， 校园欺凌问题不仅是学校问题 ， 而且是社会

问题 ， 学校 、 家庭 、 同伴 、 社会等对防止校园欺凌问题都有责任 。 所从 在认识校园欺

凌问题 ， Ｗ及在提出防止校园欺凌问题的对策时 ， 要全面考虑可能对
＂

欺凌者
＂

和
＂

被

欺凌者
＂

产生影响的周边环境的影响 ， 学校 、 家庭等主体要各尽其责 ， 并相互协作 。

６８



二 、 本研究的不足

受研究时间和研巧者水平的限制 ， 本研究存在 Ｗ下不足 ：

关于硏巧对象 ， 笔者仅Ｗ 日 本某所高校的大学生为被试 ， 样本量不够大 ， 可能并不

能代表 日本整体的校园欺凌状况 。 所 Ｗ ， 在 Ｗ后的研究中 ， 有必要进
一

步扩大研究范围 ，

拓宽研巧对象 ， Ｗ更全面了解 日本校园欺凌问题 。

关于研巧內容 ， 本研充发现有过校园欺凌经历的中小学生 ， 在进入大学后基本上都

没再受别人欺凌或者欺凌别人 。 本研究没有对该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调查 ， 今后有待进

一

步研巧 。 ＊

关于问卷设计 ， 由于本研巧的重点不是
＂

欺凌者
＂

和
＂

彼欺凌者
＂

双方关系的好坏 ，

所抖 ， 笔者没有单独设置关于
＂

欺凌者
＂

和
＂

被欺凌者
＂

关系好坏的题 目 。 笔者认为 ，

在Ｗ后的研巧中 ， 有必要详细了解
＂

欺凌者
＂

和
＂

被欺凌者
＂

对双方关系好坏的认知 ，

Ｗ及两者的认知是否存在差异 ， 这对于深化我们对校园欺凌现象的认ｉ巧是有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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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该 ① 質 的分析 （ ２ ）
— 一

小学校

４
？

６ 年時①經験 」
，

ｒ教育学部紀要 』 ４２ ．

［
７
］会沢信彦

？ 平宮正志 （ ２００９ ） 「大学生汝経験 Ｌ１ Ｃ 访 ？ 質的分析 （ ３ ）
— 一

中学校

１

？年時①経驗 」
，

［教育学部紀要 Ｊ４３ ．

３ ．电子文献类

［Ｕ 「愛知 ？ 大河 内清輝君 Ｌ ； Ｉ： 边 自殺事件 」 ， ２０ １ ５ ．３ ．２０ ．

［
２

］
池田徳大 「

ｔ ｉ
ｌ： 设 ①学校教育臨床的支援 ｔ三 関 子 奋

一

考察 」
，

＜ｈｔｔｐ ：／／ｎｅ化 
ｎａｒａ

－

ｅｄｕ ａｃ ．

ｊｐ／ｂ ｉｔｓ ｔｒｅａｍ／ １ ０ １ ０５ ／ １ １ ７７ ／ ｌ ／０２５ －

０３ ７ ．ｐ
ｄｆ＞２０ １ ４ ．６ ． １ ０ ．

削茨城教育委員会 「学校 （丈今家庭々地域 ＾ 力 客合朽 巧 了行動子 吝 公 含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ｅｄｉＬｐｒｅ ｆ． ｉｂａ ｒａｋ ｉＪｐ／ｂｏａｒｄ／ｇａｋｋｏｕ／ｓｈｏｃｈｕ／ ｓｈｉｄｏ ／ ｉｚｉｍｅ ／ ｉｚｉｍｅ ．ｐｄ 於２Ｄ １ ５ ．２ ． ３ ．

［
４

］
「大河 内清輝君巧遺書全文 」 ， ｈｔ ｔ

ｐ ：／／ｙａｂｕｓａｋａ ． ｎＫ）〇 ．

ｊｐ／ｏｋｏｕｃｈｉｉｓｙｏ ．ｈｔｍ ， ２０ １ ５ ． ３ ．２０ ．

［
５

］大津市立皇子 山 中学校 （
２０ １ ４

）
「大津市立皇子山 中学校 Ｌ ３

１： 货 防止基本方针 」

＜ｈｔ ｔｐ ：／／ｗｗｗ．ｏｔ ｓ ｉＬｅｄ如 ／ｏ ｉ
｛ｊ

ｉ／ＰＤＦ ／ １ ０
〇

／ｉ２０ ｔｕｓｈｉｎ／Ｈ２６ ／Ｈ２６
（
ｓｏ ｎｏｔａｙ ｉ

ｊ
ｉｍｅｂｏｓｈｉｋ ｉｈｏｎｈｏｓｈ ｉｎ ．ｐｄ ｆ

７３



＞２０ １ ５ ．２ ． ３ ．

［
６

］
厚生労働省 （ ２０ １ １ ） 「平成 ２３ 年度全国巧童相談所

一

覧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ｍｈｌｗ．

ｇｏ〇ｐ／ｂｕｎｙａ／ｋｏｄｏｍｏＡｉｖ３０／ｈ２３ ．ｈｔｍｌ＞２０ １ ５ ．２ ．３ ．

［
７
］東京都教育委員会 （ ２０ １ ４ ） 「東京都Ｏ Ｄ 致 防止対策推進条例 」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ｋｙｏ ｉｋ ｉＬｍｅｔｒｏ ． ｔｏｋｙｏ ．

ｊｐ／ｐ ｉｄａ５）／ｓｅ ｉｓａｋｕ／ｓｅ ｉｓａｋｕ
＿

ｉ
ｊ
ｉｍｅ／

ｊ
ｏｕｒｅｉｐｄｆ

＞２Ｑ １ ５ ．２ ．３ ．

巧 ］東京都教職員研修 屯 シ ，
一

（
２０ １ ４

） 「
〇 Ｉ： 该 （三 関 于 吝 研究報告書 Ｊ

＜ｈｔｔ
ｐ

：／／ｗｗｗ．ｋｙｏ ｉｋｉｕｍｅｔｒｏ ．ｔｏｋｙｏ ．

ｊｐ／ｐＫｓｓ／２０ １ ４／ｐｒ
ｌ ４０２ １ ３ ／ｈＤｕｋｏｋｕ

＿

３ ．ｐｄｆ
＞２０ １ ５ ．２ ．３ ．

［
９巧 ｋ海道教育局 （ ２０ １ ３ ） 「

Ｕ Ｃ 故 巧 問題Ｃ对応于 吝 ／

■

三 曲 （三 、 家庭？役割 家庭①力 」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ｄｏｋｙｏｉｐｒｅｆｈｏｋｋａｉｄｏ ． ｌｇ．

ｊｐ／ｈｋ ／ｓｓａ／ｋａｔｅ ｉｎｏｙａｋｉｉｗａｒｉｋａｔｅ ｉｎｏ ｔ ｉｋａｒａｖｏ Ｌ２ ．ｐｄｆ
＞２０ １

５ ．２ ．３ ．

［
１ ０

］
北海道教育委員会 「

。
（： 访 問題？ ０取 ９ 組易 Ｃ 係 吝保護者 ア シ 争

一

ｈ 調査結果 」

地皆 ：／／ｗｗｗ．ｄｏｋｙｏ ｉ＿ｐ ；ｒｅ￡ｈｏｋｋａｉ＜ｉｏ ． ｌｇｊｐ／ｈｋ／ｓｓａ／ｇｔｐ／ ｉ
ｊ 

ｉｍｅ
＿

ｈｏｇｏｓｙａ２０ １ ００５ ．ｐｄ ｆ＞２０ １ ４ ．６Ｊ ０ ．

叫 ］
「 中野 ？ 富 ｄｔ見中学 该 自殺事件 」 ， ｈ仰 ：／／ｙａ ｂ ｉｉｓ ａ ｋａ ．ｍｏｏ ．

ｊ ｐ／ｓｏｕｓ ｉ ｋ ｉｇｏｋｋｏ ． ｈｔｍ ，

２０ １ ５ ． ３ ．２０ ．

［
１ ２

］
「文科省 （三 自 殺予舍 、 異例０ 木

一

厶 乂
一

如 公開 Ｊ ，

＜ｈｔ ｔ
ｐ 

：／／ｂｅｎｅ ｓｓｅ ．

ｊｐ／ｂｆｏ ｇ／２００６ １ １ ０８ ／ｐ４ ．ｈｔｉｎｌ＞ ，２０ １ ５ ． ３ ．２０ ．

［
１引文部科学省 （

２０ １ ４
）

１； 故対策等潑合推進事業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ｅｘｔ
．

ｇｏ ．

ｊｐ ／ｃｏ啤ｏｎｅｎｔ／ｂｊｍｅｍ ｉ
／ｏ ｔｈｅｒ／

＿

ｉｃ ｓＦ ｉｌｅ ｓ／ａｆｉｅ ｌｄｆｉｌｅ／２０ １ ４／０８／２８ ／ｌ ３ ５ １ ６５

ｌ
＿

４ ．

ｐ
ｄｅ＞２０ １ ５ ．２ ． ３ ．

［
１ ４

］文部科学省 （ ２００６ ） 「 Ｃ 故追跡調査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６Ｌ ）１： 故 Ｑ＆Ａ 」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ｎｉｅｒ． ｇｃｘ
ｊｐ ／ｓｈｉｄｏ／ｃｅｎｔｅｒｉ５）＾ ｉｍｅ２００４

＿

０６ ／ ｉ
ｊ

ｉｍｅ２００４
—

０６ ．ｈｔｎｉ＞２０ １ ４ ．６ ． １ ０ ．

［
１ ５

］
文部科学省 （ ２０ １ ０ ） 「

Ｌ ） Ｄ 坡追跡調査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９故 Ｑ ＆Ａ 」

＜ｈｔ ｔ
ｐ 

：／／ｗｗｗ． ｎｉｅ［ ｇｏ ．

ｊｐ ／ｓｈｉｄｏ／ｃｅｎｔ押咕 ／ｓｈｉｅｎｓｈｉｒｙｏｕ２ ／３
书ｄ拉

＞

２０ １４ ．６ ． １ ０ ．

［
１ ６

］
文部科学省 （ ２０ １ ２ ） 故追跡調査 ２０ １ ０

－

２０ １ ２货 Ｑ ＆ Ａ Ｊ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ｉｅｒ．

ｇｏ ．

ｊｐ／ｓｈｉｄｏ／ｃｅｎｔｅｒｌｐ ／２ ５０７ｓ ｉｅｎ／ ｉ
ｊ

ｉｍｅ
＿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 １ ０－２０ １ ２ ．ｐｄｆ
＞２０ １ ４ ． ６ ． ９ ．

［
１ ７巧部科学省 （ ２０ １ ３ ） 「

。
（； 攻 ？防止等？ ／； 边 ０基本的 ＆方針 Ｊ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ｅｘｔ ．

ｇｏ ．

ｊｐ ／ａ
—

ｍｅｎｕ／ｓｈｏ ｔｏｕ／ｓｅ ｉｔｏ ｓｈ过ｏｕ／ １ ３４０７７０ ．ｈｔｍ＞２０ １ ５ ．２ ．３ ．

［
１ ８

］
文部科学省 （ １ ９９７ ） 故 問題 ！Ｃ 関 乎 吝取 ０ 組易事例集 」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ｎｉｅｒ．

ｇｏ ．

ｊｐ／ｓｈｉｄｏ／ｃｅｎｔｅｒ咕巧 ｉｍｅ
－

０７／ｚｅｎｔａｉ００ ．ｐｄｆ
＞２０ １４ ．６ ． １ ０ ．

７４



［
１ ９

］
文部科学省 「学校 （二 杉 巧 ＆ １ ）

１： 故 問題 （三 関 乎 奋基本的認識 取組① 巧 ？

＜ シ Ｈ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ｅｘｔ ．

ｇｏ ．

ｊｐ ／ａ
＿

ｍｅｎｕ／ｓｈｏ ｔｏｕ／ｓｅ ｉｔｏ ｓｈｉｄｏｕ／０６ １ ０２４０２ ／００２ ．ｈｔｍ＞２０ １ ５ ．２ ． ３ ．

［
２０

］文部科学省 （ ２０ １ ２ ） 「学校 禾 ッ ｈ パ ｈ口
一

； 関 乎 吝 取 ＾ 組房事例 ． 資料集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ｍｓｘｔ
ｇｏ

．

ｊｐ ／ｂ
＿

；ｍｅｒａｉ／ｓｌｉｉｎｇｉ／ｃｈｏｉｉｓａ／ｓｈｏｔｏｕ／０８ １ １ ／ｈｏ地ｏｋｕ／ １ ３２５７７ １  ？ 
ｈｔｎｉ＞２０ １ ４

． ６ ． １ ０ ．

［
２ １

］文部科学省 「教育委員会制度 ｛三 ３ ＾了Ｊ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ｅ ｊｃｔ ． ｇｏ如 ／ａ
＿

ｍｅｎｕ／ｃｈｉｈｏｕ／０５０７ １ ３０ １ ． ｈｔｎｉ
＞２０ １ ５ ．２ ． ３ ．

［
２２

］
文部科学省 （ ２０ １ ３ ） 「 第 ２攻 ① 防止等① ｔ 歧 ①対策① 内容 ！Ｃ 関 子 吝事項 」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ｅｘｔ ．

ｇｏ ．

ｊｐ ／ａ
＿

ｔｎｅｎｕ／ｓｈｏｔｏｕ／ｓｅ ｉｔｏ ｓｈｉｄｏ ｕ／ １ ３４０７７４ ． ｈｔｍ＞２０ １ ５ ．２ ． ３ ．

［
２３

］
文部科学省 （ ２０ １ ２ ） 「平成 １ ８ 年 ＾降？ 。 １： 货等Ｃ 関 于 吝 主 々通知文 ｔ 関連資料 」

＜虹巧 ：／／ｗｗｗ．ｍｅｘｔ ．

ｇｏ
．

ｊｐ ／ｃｏ ｉｒｐｏｎｅｎｔ／ａ
＿

ｍｅｎｕ／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ｄｅ ｔａ ｉｌ／
＿

ｉｃｓＦ ｉｌｅｓ ／ａｆｉｅｋｉｆｉＩｅ／２０ １ ２＾ ２ ／０

９／。２７８７６
＿

０ １  ．ｐｄｆ
＞２０ １ ４ ． ６ ． １ ０ ．

［
２４

］文部科学省 （ ２０ １ ３ ） 「児童生徒０ 問題行動等生徒指導上？諸問題 【每関 子 吝調査 Ｊ

＜ｌｉｔ取／／ｗｗｗ．ｍｅｘｔ ． ｇｏ
如 ／ｂ

—

ｍｅｎｕ／ｈＤ ｕｄｏｕ／２ ５ ／

＾

１ ２／
＿＿

ｉｃｓＦ ｉｌｅｓ ／ａ ｆｉｅＨｆｉｌｅ／２０ １ ３ ／ １ ２ ／１ ７／ １ ３ ４ １ ７２ ８
＿

０ １
＿

ｌ ．ｐｄｆ
＞２０ １ ４ ．６ ． １ ０ ．

［
２ ５巧部科学省 「 ２４ 時間 ｕ １： 岐 相談父 斗 中 ； Ｕ （三

？

：？ｔ ３
Ｔ 」

＜ｈｔ审 ：／／ｗｗｗ．ｍｅｘｔ ．

ｇｏ ．

ｊｐ ／ｙ ｉｍｅ／ｄｅ ｌ ：ａ ｉ ｌ／ｄ ｉａ ｌ ． ｈｔｍ＞２０ １ ５ ．２ ．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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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问卷和访谈提纲

酌录一 ： 调查问卷 （ 日文版 ）

Ｖ 、 Ｃ货 １三
＊

〇 １ 、了０７心分一ｈ

平成 ２６ 年 ６ 月

調査 目 的 Ｉ
三Ｏ Ｌ 、了 Ａ

二 。ア シク
一

Ｈ３ 、 皆 妾 Ａ／ ＣＯ学校生活片树子 ；

＾二 「 Ｖ、 Ｃ汝？状況 Ｊ 今 「 ｖ
、 Ｃ々ｔ

対于否考文方 Ｊ 客ｔ乎权忘 它 泪巧于。 专仍 目 的巧 、 日本，
＇

仍 「 Ｖ
、 Ｃ 汝 Ｊ 吞参考ｔ

Ｌ了 、 本国 （中国 ） 汝防ＩＨ［役立了 考文了 １
、棄乎 。

ア シク一Ｈ三

協力 玄捉願心 、 ０重十。

２ 、 答文方 占 回収 （
二〇 Ｌ 、Ｔ

①本調査巧無記名 了
＇

行 Ｖ
、重子 。

② 目 的外仍利用々公表＆ 公巧 Ｌ 棄世人。 正直＆気持 苗 了
＇

回答 Ｌ了 〈妾 Ｖ
、

。

③ア シク一ｆ 。回収巧先生仍指示 （
三 Ｌｔ辨 ３ 了 ＜ 六兰 妾 Ｖ

、

。

＇

協力 主 Ｓ Ｌ ＜ 托願 Ｖ
、 Ｖ 、ｔ１＾ 柔十 。


Ｊ

定義 ；
「 ｉ／

、 Ｃ 妨 」 占 任次记 主 弓 ＆ 二 占 套 、

一

巧々二度巧立＆ ＜ 、 続巧 了 妾 ｔＬ了 、 心理

的 、 身体的＆攻撃玄受 巧於 二 ＜＾： 忆 上 ０ 、 苦痛套感 Ｃ＾ Ｖ
、 ５ 它 。 了

＇

中 。

Ｖ
、 亡妨。例 ；

① 口 了
＇

悪 口 、 力Ａ 加 ５ 、 力咐
’

口

② 去 罢
＇

巧

⑤携帯電話夸パ ッ 〕 シ了
＇

、 悪 口 ＾

一处家 Ｌｔ 二 占 ＆ 占
、

④ ！＞ Ｌ 、 仲間巧子打

⑤ ｉ／
、 Ｃ ：ｂ ６套Ｌｔ（ ＜ 〇 方ＫＵ物如 ＜

⑥無理々 ＊

９ 当巧ｔ

⑦金夺物 套 占 〇 ／

＂

三

⑧ 
＆ ＜

、
、

〇 ｔ

学年 性别 ？ 男． 女

７６



「 １
、 ［ 妨実歷 」 （

二ｏ レ
、了 担聞 ミ ｔ ミ手 。 当 了 巧棄 ５ ｃｌ； 思 ５ 番号亡０ 套勺 甘 了 ＜ ／＾ ミ レ

、
？

問 ｖ
、
ｌｆｅ ＆ ｔ 陆 、

今 棄 Ｔ Ｉ／

、 Ｃ汝 ＾３化 ： 三^ 二 占 非 叔 ０ 重于於

１ ． 赵 ０ 走子 ［問 ｖ
、 ２

－＾

］２ ． 赵 １

９ 重廿瓜 ［問 １／
、 ４ 八 ］

問 Ｌ
、 ２問 ！／

、
１ （Ｄ 「 赵 ＾ 棄中 」 ｔｏ 玄〇 付 ｔ人 ／￡

＇

巧 亡聞 香 重午。

（ １ ）Ｖ
、Ｏ ｔ／

、 Ｃ 故 吞受 时 走 １＾ ／

＂

三 力 ＼（
＞／

、

＜ 〇０ 玄勺 巧 了 也 扣至 Ｖ
、 至巧 Ａｙ ）

１ ． 小 １
？小 ３ ２ ． 小 ４

？小 ６ ３ ． 中 １
？ 中 ２

４ ． 中 ３ ５ ． 局 １
？

局 ２ ６ ． 局 ３

（
２ ）＾０ 主 ５ ＆ Ｖ

、 Ｃ 故 亡 叔 １／
、 棄 Ｌ ｔ加 ？（

》
／

、

＜ 〇０ ＆〇 巧 了 屯 加 、 棄巧 Ａｙ ）

１ ．口 了
＇

悪 口 、 加 ｂ 加 弓 、 灿于 口 ２ ． ：１〇 ５去 到于

３ ． 携帯電話中パ ッ ３ シ了
＇

、 悪 口＾
一瓜 玄 会 化ｔ＆ ｔ

＇
＇

４ ．ｉｆＬ 、 仲間 巧乎ｈ

５ ． ｌ／

、 Ｃｂ 奇 玄 呈 扎 ６ （ ＜ 〇扣 ＜Ｕ 物扣 ＜Ｌ ／占巧６ ． 無理夸 Ｃ 妄 廿 ｂ打 ５

７ ． 担金专物 套 占 ｂ机 ５ ８ ．化 ５

９ ． 专 。 巧加 ［ ］

（
３

） 何人 访 ｂ化重 ｔ ｔ加。

１ ． 特定。個人 （ １ 人 ）２ ． 集団


人

（
４ ） 何回 ＜＾ ｌ／

、
Ｖ

、 Ｃ 故 ｂ化至 Ｌｔ私

１ ．１ 回？ ２ 回２ ．３ 回？ ５ 回３ ．６ 回？ １ ０ 回４ ．１ ０ 回 上

（ ５ ） 叔 性 、 ｔ
、
＇

二 下
＇

、
占

＇
＇

Ａｙ＆人 妨 与化建 Ｌｔ如 ？

（

一

）
Ｖ

、 Ｃ 妨 ｂｎｔ場所 ：
１ ． 学校内２ ． 学校外

（
二

） 叔 ＆於 套 １
、

１： 歧 ｔ人仍性別 ： １ ． 男２ ． 女

（王 ） 专 （７）人 （ｔ 与 ） 占 Ｗ 関係 ： （
Ｖ

、

＜ 〇〇 玄勺 （寸 了 枯
、，干 ）

１ ． 同 ［ 夕 号 义 仍 人２ ． 同 Ｃ学年仍 巧加仍 々 号 乂 。人 ３ ． 上級生

４ ． 下級生 ５ ． 部活動 了
＇
一

緒仍人６ ． 才 ＾ 夕
一

韦 ッ ｈ了
＇

。知 ０ 合 心
、

７ ． 仲 良 Ｌ 仍友達８ ． 仲 仍悪 １／
、子９ ． 仲 。普通仍友達

１ ０ ． 巧 占 人 ＜＾

＇
＇

話 Ｌ 套 Ｌｔ 二 、子 １ １ ． 专 》 巧加 ［ ］

（ ６ ）＾ 弓 Ｌ ｒ ｖ
、

ｉ： ＆ 与 思 Ｖ
、 津中的 （

Ｖ
、
＜ 勺〇 玄勺 甘 了 屯 扣 、 重世 Ａ／

—

）

１ ． 自 分。意見玄 巧 勺 寒 〇 言ｂ＆ ｌ／

、加 ｂ２ ． 自 分仍意見 套。 。 香 ０ 言 Ｖ
、過 寒

＇

５

３ ． 担 占 卢占 Ｌ ＜ Ｔ 、 至 Ｃ 货過苦 吾 加 ｂ４ ． 自 分仍体躬弱 Ｖ
、扣 ｂ

５ ．Ｌ 加文 Ｌ 吞 思 加 白 ６ ． 過去 （
二巧加把人 套 １／

、 Ｃ 货 ｔ加 白

７ ． 友達辨少 、
另

、 ｂ ８ ． 先生 。 関ｂ ＞

９ 方 ；少 、扣 ｂ

９ ． 他仍人 占 異 点济 杉 ５ 加 ｂ １ ０ ． 专 。 巧加 ［ ］

（ ７ ） 今 屯 妨 ｂ打了 Ｖ
、 去子扣 。

１ ．Ｖ
、 ［ 妨 与 ；＾１了 以咕 １／

、 ２ ．Ｖ

＇

、 Ｃ 歧 与 打了 （／
、 ５

（ ８ ） （／

、
！：： 妨 ｂ ｔＬｔ時 、 衣 巧 ｉ ：

＇
、

５Ｌ 至Ｌ ｔ扣 。 （
２
？

７ ＆ ｂ Ｖ
、

＜ 〇 ０ 套〇 甘了 屯Ｗ
、 了寸 ）

１ ．／

■

己化 ｛
：１ 屯相談 把

＇

丟 勺 了 躬 津 Ａ／ Ｌ ｔ ［問 Ｖ
、
３ ＾

］

２ ． 冗談了
＇

二
＇

重 扣 Ｌｔ ［問 Ｖ
、 ４ 勺 ３ ．口于Ｙ： ［問 Ｖ

、 ４勺

４ ． 々歧 ５ 上 弓 （
二言 ｏ ｔ ［問 Ｌ

、 ４ ？ ］ 己 ．
Ｖ

、 Ｃ 访返 Ｌ ｔ ［問 Ｖ
、 ４勺

６ ． 助 灯 玄 私 妨ｔ（

． 友人 ． 先生
？ 親 ． 专 口３ 巧 力４ ］ ） ［問 １／

、 ４ ？ ］

７ ． 专 仍 巧和 ［ ］ ［問 Ｖ
、 ４

－－
］

問 ｔ／
、
３＆巧於

＇

ｔＵ三 杉 相談 、了嘴 去 Ａｖ ｔ 棄 Ｌｔ扣 。 化 、

＜〇０ 玄〇 （于了 屯 加棄 ＇／

、 重巧 Ａｙ ）

１ ． 巧子加 Ｌ Ｖ
、扣 与

２ ． 怖 ＜ 了 、 屯 故ｂ化 ５力 Ａ Ｌ ｔｌ＆ ｉ／

、
方 Ａ

３ ． 親 （
三心配 套扣巧 ｔ ＜ ＆ Ｖ

、 力Ａ

４ ．ｔ
＇

ｔｌ灿 三言 该诉解決 妾 ：ｆｉ＆ Ｖ
、加 与

５ ． 周 ００人 方 普通亡接 ＬＴ 私 加 ｂ

７ ７



問 １／
、 ４ｆｅ ＆ｔ巧 、

Ｖ
、棄 重 了

＇

Ｖ
、 Ｃ访 ：Ｔｃ 二 ＾ 妒 ｆｅ 。 重十 力＼

１ ． 叔 ０ 重中 ［問 Ｖ
、
５勺 ２ ． 杉 １

９ 津古人 ［問 １／
、 ６八

］

問 １／
、
５問 Ｖ

、 ４ 「 孩 １

９ 去十 」 杉０ 奈〇 巧尼人Ｃ
＇

巧 吃聞 寒 东十。

（
１ ）Ｖ

、〇 ｌ／
、

Ｉ： 货 走 Ｌ ｔ如 。 （ Ｖ
、

＜ ｏ〇 套〇 巧 了 私 加走 Ｖ
、 玄甘Ａ／

）

１ ． 小 １
？小 ３ ２ ．小 ４ ？小 ６ ３ ． 中 １

？ 中 ２

４ ． 中 ３ ５ ．高 １
？高 ２ ６ ． 高 ３

（
２ ）巧 主 货 玄 Ｌ 重 Ｌｔ加 ？

（
Ｖ

、

＜ ＾０ 玄〇 巧了 杉 扣至 ＞／
、 重世 Ａ／ ）

１ －口 了
＇

悪 口 、 扣 加 ５ 、
扣子 口 ２ ．去到于

３ ． 携帯電話々パ ッ ３ シ了
＇

、 悪 口 ７
＜
—瓜玄 Ｌｔ ＆ ｉｆ４ ．ｔｆ Ｌ 、 仲間 巧于

５ ． （ ＜〇加 ＜Ｌ 、 物扣 ＜Ｌ ） ６ ． 無理夺 。 妾 巧ｔ

７ ． 担金呼物 吞 占 ｏ ｔ ８ ．＆ ＜
’
＇

〇 ／

■

二

９ ． 专 仍 巧扣 ［ ］

（ ３ ） 何人 （ ＾ Ｖ
、
Ｖ

、
１： 故 重 Ｌｔ扣 。

１ ．１ 人 ２ ．２ 人 ３ ．３ 人４ ．４ 人５ ． 日 人 上

（ ４ ） 何回 该 棄 Ｌｔ扣 。

１ ．１ 回？ ２ 回２ ．３ 回？ 日 回３ ．６ 回？ １ ０ 回４ ．１ ０ 回 上

（
５

）Ｖ
、 Ｃ 货ｔ時 、 気持

＇

ｂ
－

ｅ ｔｔ扣 ？ （
Ｖ

、

＜ ｏ〇 套〇 １寸 了 仁扣去 Ｉ
、重世Ａｙ ）

１ ． 気持与 巧 ス 力 ッ 占 Ｌｔ２ ． 来 电 ３ ．ｋ
、

！／
、 寒 夸 产ｆ 占 思

４ ． 力 立ｂ ｖ
、专 弓 户立 占 思勺 把日 ． 叔 占

－

ｅ ｉ／

、々＆気持

６ ．Ｌ扣 ；ｔ Ｌ躬 二 ：ｂ ＜ ＆ 〇 ｔ７ ． 先生々親 （
二怒 与打＆ ！／

、
力 、心配

８ ．至 私 杞 杉 办 二９ ． 专 。巧 力叫 ］

（
６

）ｉｆ 二 了
、

、 公心＆人 套 ！／

、
｛： 及 东 Ｌ ／

■

二扣 ？

（

一

） 場所 ： １ ． 学校内２ ． 学校外

（
二

） 叔 ＆ ／；１ 妒 １
、

Ｉ： 妨 ｔ人。性別 ； １ ． 男２ ． 女

（
Ｈ ） 专 衍人 （ｔ 与 ） 主 。 関係 ；

（
Ｖ

、

＜ 〇０ 玄〇 １ 于 了 屯 式
、 去 Ｖ

、 柔 世人 ）

１ ． 同 。人２ ． 同 Ｉ：学年仍 巧 力 ：闲 少 弓 乂 。人３ ． 上級生

４ ． 下級生 ５ ． 部活動下
＇
一

緒０人日 ． 才 シ 夕
一

才、 ｙ Ｉ

、 了
＇

０知 ０ 合 １
、

７ ． 仲良 Ｌ 。友達８ ． 仲仍悪 Ｖ
、子 日 ． 仲。普通 口〕友達

１ ０ ． 巧 占 人 占
＇

話 Ｌ 套 Ｌ ｔ 二 於 ＆ １／

、子 １ １ ． 专 Ｃ０ 巧 力 、
［ ］

（
７

）ｙ 弓 Ｌ Ｔ他仍人 套 ｌ／

、 Ｃ 妨 麦 Ｌ ／

■

二的 （
（／

、

＜
■

〇０ 查
■

〇 巧了 杉 加重 １／
、 至世心 ）

１ ． 毎 日 生活Ｗ把 私 Ｌ ６ ＜ ＆ ！／

、扣 ｂ２ ． 击 妾
＇

巧 了 １／

、 ５ 占 思〇 Ｔ Ｖ
、 ５ 扣 白

３ ． 学校诉拉 杉 Ｌ ５ ＜ ＆ ！／
、加 ｂ４ ． 家诉巧 扛 １＾ ５ ＜ ；

＂

：＾ （／

、５ ． 相手 力 ；嫌 （／
、把

＇

如

每６ ．Ｖ
、 ［ 歧 二 ｔ 妒 杉 吞 於 ７ ．

—

緒ｔ ｖ
、

！：： 妨 ／別 、 占 自 分 才Ｕ 、
ｌ： 妨 台

ｎ 吞 加 ｂ８ ． 自 分巧強 思 ；ｂ机 、

力Ａ９ ． 担金々物妒 巧 Ｌ ）／
、扣 ｂ

１ ０ ． 相手躬担 占 ＆ ｔ ＜ 、
Ｌ扣 之 占专 ５ ／ｃｆ加 ＾ １ １ ． 专 仍 巧 ７ｉ

、

［ ］

（
８

） 孩 设 、 今 ｔ）
＇／

、
！： 必 玄ＬＴ Ｖ

、 至 于扣。 １ ．Ｌ 了 Ｖ
、 ５２ ．Ｌ 了

問 １／

、 ６ １／
、 〇访 爸 見於 ０ 、 聞 心

、於 》

９＾ ：
／＾ 二 ＜＾； 躬 叔 １

９ 至中加。

１ ． 杉 ０ 重 中 ［問 Ｖ
、 ７ ？ ］ ２ ． 赵 ０ 重化人 ［問 １／

、
９ ？

］

問 １／
、
７玄見ｔ時 （

三
、

１／
、

１： 歧 ６ 打了 １

／

、 ５子玄助 时 麦 Ｌ ｔ加。

１ ． 尼十巧 ＆ 扣〇 ｔ 。 （閒 Ｖ
、
８ ＾ ）２ ．ｔ乎 灯 ｔ（問 Ｖ

、
９ ）

問 １／
、 ８ ？

＂

玉巧見ｔ 重 棄 子 、 何 私 Ｌ 棄甘 扣 。 化 、
＜〇０ 玄〇 。 了 私 扣 津 Ｖ

、 重巧 Ａ／ ）

１ ． 自 分吃 巧関係诉 ＆ １／

、

＾ 思。 了 １
、

５ 加 自 ２ ． 関杉 ＾ 套持 、和 ６

３ ．ｋ
、 Ｃ 访躬担 屯 Ｌ ６ ｌ／

、 之 思勺
￣

０ 、 石 扣 ｂ４ ． １／
、 Ｃ 妨 剧布 Ｉ／

、扣 ^

５ ． 自 分躬 ＞／

、
１：妨 、 扣 ＾７８６ ． 自 分Ｔ巧 公 弓 手 ５ 二 占 仁 子 寒 ／玉 １

、於 ｂ

７ ． 各 客 灯 了 １
／

、 香 ＾ 思 。 了 １／
、 ５ 加 与８ ． 专 似 巧扣 「 」

７８



問 １／
、
９ 質問 亿対 Ｌ 了 、 自 分０気持 考之 吃近 １／

、番号 （ ４ 、
３

、
２ 、 ｌ ） ｔＯ 玄勺 巧了 ＜Ｋ 妾 ｋ

、

。

Ｉ
当 下

 Ｉｂ
 Ｉ Ｉ

当Ｔ

巧 棄 加 ＾ ｖ
、 加 ｔ ｖ

、 巧 棄

ＮＯ ．項 目 ５５ｉ 当 ５ 占 当 白 ＆

了 （立 棄 了 巧 棄 》／
、



５


ｂ如 、



Ｗ自 分杉巧良 Ｖ
、 占 二 ６ 分 《 叔 ５ 。

’

４３
—

２
—

１

口 ）私巧今。 自 分巧嫌 Ｖ
、

：
Ｔｄ

＇

。
’

４３２１

（
３

）
私谢 人々 辦嫌 

Ｖ
、
ｆｄ

＇

。
’

４３
—

２
—

１

（
４

）

＇

私陆毎 日 不安Ｔ、 気持 躬 主 ＜ ＆ Ｖ 、
。 ４３２

￣￣

１

̄

口 ）

－

自 分性斗＾ ＾ ＾ ＬＴ Ｖ
、 ５二 占 东多 Ｖ 、

。
￣

４

￣

３２
￣￣

１

̄

（
６

）自 分巧
一

人巧 孤独了
＇

孤立 亡了 １＾６ ＾ 思 弓 。

￣

４

￣

３２
—￣

１

̄

（
７

）学校 授業新楽 Ｌ Ｖ
、 占 思 ９ 。 ４３２

—

１

巧 ） 部活動辦楽 ｔ ｖ
、
主 思 受 。 ４

—

３
￣

２

￣

１

（
９

）入学試験 、 受験勉強 ｔ 王 ｏ Ｔス ｂ レス 辦大 香 ｋ 、
。

＿
４


３


２１

（ １ ０
）

＇

紀
＇

化如玄 ！／
、

！：妨 ６ 二 占 巧担 枉 Ｌ ５ Ｖ
、 主 思 ？ 。

—

４
￣

３２

￣

１

則 ）

’

ＫｔＬ扣玄 １／
、 Ｃ 妨 吞 二 Ｗ立悪 Ｖ

、
＾ 思 弓 。

￣

３
＇

２
￣

１

̄

（
１ ２

）ｖ 、 ｃ 故 ｂ ｔ

＾

ｂｔ人旋 力 ＞
：ｂ ｖ

、ミ 弓＾＾ 思 弓 。



４３


２


１

ｙ ３
）

？

Ｖ
、 Ｃ 汝 玄見了 、 見皮Ｉ去 》

９ 套中５先生加多 心
、 ＾ 思 弓７

￣

４
￣

贫２

—

１

（
１ ４

）先生试 Ｖ 、 Ｃ 货 吞 Ｌｔ児登 生徒套 二 ：ｂ＾ ＾ Ｔ Ｖ 、 ５ 。
￣￣￣

３
■

２
￣￣

１

̄

ｙ ５
）先生 ＾ 悩每 ？ 泰相談十 ５ 二 占 诉多 Ｖ

、
。

￣

４

￣

３２

—

１

（
１ ６

）

—

友達 占 悩杳套相談千 ５ 二 ｊ； 巧多 １／

、
。

￣

Ｔ
￣

３２
￣￣

１

￣̄

ｙ ７
）母親 ＾

‘

陪為 ？ 套相談十 ５ 二 占 新多 Ｉ／
、
。

—

４３２
￣

１

（
１ 巧

’

父親 心瞄办套相談十 香 二 占 新多 １／
、

。
￣

４

￣

３２
￣

１

̄

（
１ ９

）兄弟姉妹 恼兵 玄相談寸 ５ 二 占 泌多 ｋ
、

。
—

４３２
—

１

（
２０

）

—

先輩 占 悩办 ＆相談十 石 二 新多 １／
、

。
￣

Ｔ
￣

３２
￣￣

１

￣̄

口 

１
）

—

卑 ッ ｈ （７）知 〇 合 ＜／

、
占

‘

悩兵吞相談子 ５ 二 ＾ 躬多 Ｖ
、

。
￣

４

￣

＃
—

２
￣￣

１

￣̄

（
２２

） Ｉ於 屯相談 Ｌ＆ Ｖ
、

。 Ｉ４ Ｉ３ Ｉ２ Ｉ１

問 。
、

１０ １／

、
１：妨 奈＆ ＜ 十村丈 、 ＾ ク Ｌｔ ｅ＞ 主 レ

、
ｉ 思 レ

、 棄ナ扣。
１／

、
１： 访记原因巧何 ７＾

＇

主 思 心
、

走十加。
１／

、 Ｃ 皮 ｔ関午５考免 吞 自 由 片書 ＼／
、了 ＜ ：

之^

＇

会 １／
、

。

二
＇

谅为 誠栏 孩 《

９ 辦 ＜＾５ 公 妾
＇

Ｖ
、棄 Ｌｔ 。

７９



附录二 ： 调查问卷 （ 中文版 ）

校园欺凌调查问卷
２０ １４ 年 ６ 月

ｆ

￣ ^

１
、 调查 目 的

本问卷旨在调查校园生活中存在的
＂

欺凌状况
＂

、

＂

被欺凌状况
＂

等 ， 通过研究 日本

的校园欺凌问题 ， 希望对防止本国校园欺凌问题有所裤益 。 望您能够给予支持 。

２ 、 回答方法与 回收

① 本问卷采用无记名调査方式 。

② 本间卷不用于 目 的外的使用和发表。

③ 请根据老师的指示提交问卷 。

＼
＾

望您给予支持。

 Ｊ

定义 ： 校园欺凌是指某学生持续受到 Ｗ下对待 ， 而非
一

次或两次 ， 因受到屯、理 、 身

体上的攻击而感到痛苦 。

校园欺凌事例 ：

① 徘谤 、 顿笑 、 背地里说坏话

② 过度恶作剧

⑤ 给别人手机 、 电脑发恶意短信

④ 无视、 排斥同伴

⑤ 习难别人 （把别人的鞋或其他物品藏起来 ）

⑧ 强迫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

⑦ 强索别人的金钱或物品

⑧ 殴打别人

年级 性别 ？ 男？ 女

孤



下面是关于
＂

校园欺凌状况
＂

的 问题 ， 请在相符的序号上画
＂

〇
＂

。

问题 １ 至今为止 ， 您是否受过欺凌 ？

１ ． 是 阳６至 问题 ２ ］

＿

２

＿

．

＿

否 脚怪
５舉

山■

问题 ２ 该部分仅供在问题 １ 中选择
＂

是
＂

的 同学作答 。

（ １ ） 您何时受到过欺凌 ？ （可多选 ）

１ ． 小学 １ 年级？小学 ３ 年级前２ ． 小学 ４ 年级？小学 ６ 年级３ ． 初 １
？初 ２

４ ． 初 ３ ５ ． 高 １
？高 ２ ６ ． 离 ３

（ ２ ） 别人是Ｗ何种方式欺凌您 的 ？ （可多选 ）

１ ． 徘谤 、 嘲笑 、 背地里我说坏话 ２ ． 被过度恶作剧

３ ． 给我的手机 、 电脑发送恶意短信 ４ ． 无视 、 排挤我
５ ． 习难我 （把我的鞋子或其他物品藏起来 ） ６ ． 强迫我做不愿意做的事

７ ． 向我强索金钱或物品 ８ ． 打我 ９ ． 其他 ［ ］

（ ３ ） 几个人欺凌妊您 ？

１ ． 特定的某个人 （ １ 个人 ） ２ ． 团体


个人

（ ４ ） 别人欺凌过您几次 ？

１ ．１ 次？２ 次么 ３ 次？ 日 次３ ．６ 次？ １ ０ 次４ ． 巧 次 Ｗ上

巧 ） 您在何地 、 被什么人欺凌的 ？
一

（

一

） 被欺凌场所 ： １ ． 学校里面 ２ ． 学校外面

（二 ） 欺凌者性别 ： １ ． 男 ２ ． 女

（Ｈ ） 您和欺凌者的关系 ： （可多选 ）

１ ． 同班同学 ２ ． 同年级不同班的学生义 高年级学生

４ ． 低年级学生 ５ ． 同
一

俱乐部的人 ６ ． 网络上认识的人

７ ． 关系好的朋友８ ． 关系不好的人 ９ ． 关磊
一

般的人

１ ０ ． 几乎没说过话的人 １ １ ． 其他 ［ ］

（ ６ ） 您觉得您为何受到欺凌 ？ （可多选 ）

１ ． 不明确说出 自 己的意见 ２ ． 过分明确表法 自 己的意见

３ ． 太老实 ４ ． 身体弱

５ ． 别人觉得我不会报复 ６ ． 过去欺凌过别人

７ ． 朋友少 ８ ． 和老师关系不密切

９ ． 和别人有不同么处 １ ０ ． 其他 ［ ］

（ ７ ） 您现在是否仍被欺凌 ？

１ ． 否 ２ ． 是

巧 ） 被欺凌时 ， 您怎么处理的 ？ （ ２
？

７ 可多选 ）

１ ． 没和任何人商量 ， 保持沉默忍耐 ［跳至 问题 ３ ］

２ ． 用玩笑敷衍过去 了 ［跳至 问题 ４ ］３ ． 逃跑 了 战６至问题 ４ ］

４ ． 对其说停止 ［跳至 问题 ４ ］ ５ ． 反过来欺凌他 晒 至问题 ４ ］

６ ． 寻求帮助 了 （

？

朋友 ？ 老师 ■ 父母 ？ 其他人 ［ ］ ） ［跳至问题 ４ ］

７ ． 其他 ［ ］ ［跳至问题 ４ ］

问题 ３ 您为什么独 自 忍受着 ， 不和别人商量呢 ？ （可多选 ）

１ ． 因为觉得丢脸

２ ． 因为害怕 ， 也许会被欺凌得更厉害

３ ． 因为不想让父母担也

４ ． 因为即使对别人说 ， 也解决不了欺凌问题



５ ． 因为不想被身边的人特殊对待


８１



问题 ４至今为止 ， 您是否欺凌过别人 ？

１ ． 是 ［跳至问题 引 ２ ． 否 ［跳至 问题 ６ ］

问题 ５ 该部分仅供在 问题 １ 中选择
＂

是
＂

的 同学作答 。

（ １ ） 您何时欺凌过别人 ？ （可多选 ）

１ ． 小学 １ 年级？小学 ３ 年级前２ ． 小学 ４ 年级？小学 ６ 年级３ ． 初 １
？初 ２

４ ． 初 ３ ５ ． 高 １
？高 ２ ６ ． 高 ３

（ ２ ） 您如何欺凌别人的 ？ （可多选 ）

１ ． 徘谤 、 嘲笑、 背地里说别人坏话 ２ ． 过度恶作剧

３ ． 给别人的手机、 电脑发恶意短信 ４ ． 无视 、 排挤同伴

日 ． 过度恶作剧 （把别人的鞋子或其他物品藏起来 ）６ ． 强迫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

７ ． 强索金钱或物品 ８ ． 啜打别人

９ ． 其他 ［ ］ ，

（ ３ ） 您大概欺凌过几人 ？

１ ．１ 人么 ２ 人３ ．３ 人４ ．４ 人 ５ ．５ 人及Ｗ上

（ ４ ） 您欺凌过别人几次 ？

１ ．１ 次？ ２ 次２ ．３ 次？ ５ 次３ ．６ 次？ １ ０ 次４ ．１ ０ 次 上

（ ５ ） 您欺凌别人时 ， 是化么也情 ？ （可多选 ）

１ ． 很痛快 ２ ． 很有趣 ３ ． 觉得也情很好
４ ． 觉得他很可怜５ ． 过后也情变得不舒畅６ ． 害怕被报复

７ ． 担也、老师 、 父母生气８ ． 什么也不在乎 ９ ． 其他 ［ ］

（ ６ ） 您在什么地方 、 欺凌过什么人 ？

（

一

） 场所 ： １ ． 学校里面２ ． 学校外面

（ 二 ） 被欺凌者性别 ： １ ． 男 ２ ． 女

（Ｈ ） 您和被欺凌者的关系 ： （ 可多选 ）

１ ． 同班同学 ２ ． 同年级不 同班的学生 ３ ． 高年级学生

４ ． 低年级学生 ５ ． 同
一

俱乐部的人 ６ ． 网络上认识的人

７ ． 关系好的朋友８ ． 关系不好的人 ９ ． 关系
一

般的人

１ ０ ． 几乎没说过话的人 １ １ ． 其他 ［ ］

（ ７ ） 您为何欺凌别人 ？ （可多选 ）

１ ． 因为生活没趣 ２ ． 因为我觉得我在开玩笑

３ ． 因为学校没趣 ４ ． 因为家没趣 ５ ． 因为讨厌他 （们 ）

６ ． 因为我被别人欺凌过７ ． 因为如果我不
一

起欺凌他 （们 ） ， 我也会彼欺凌
８ ． 因为我想让别人觉得我很强 ９ ． 因为我想要钱 、 物品
１ ０ ． 因为感觉他 （们 ） 很老实 ， 不会报复我 １ １ ． 其他 ［ ］

（ ８ ） 您现在是否仍欺凌别人 ？

１ ． 是 ２ ． 否

问题 ６ 您是否听说巧 、 看见过巧园欺凌现象 ？

１ ． 是 ［跳至 问题 ７ ］ ２ ． 否 ［跳至问题 ９ ］

问题 ７ 您看见校园欺凌现象时 ， 帮助被欺凌者了 吗 ？ （可多选 ）

１ ． 没有帮助 （跳至 问题 ８ ） ２ ． 帮助了 （跳至问题 ９ ）

问题 ８ 您为何保持沉默 ， 而没帮助被欺凌者呢 ？ （可多选 ）

１ ． 因为觉得和 自 己没关系 ２ ． 因为不想扯上关系

３ ． 因为觉得欺凌很有趣 ４ ． 因为欺凌团伙很可怕

５ ． 因为我不想被欺凌 ６ ． 因为我 自 己什么也做不了

７ ．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在开玩笑８ ． 其他 ［ ］

扣



问题 ９ 对于 Ｗ下提问 ， 请在与 自 己也情最相近的序号 （ ４ 、 ３ 、 ２ 、 １ ） 上画
＂

〇
＂

。

ＮＯ ． Ｉ Ｉ

基本
Ｉ

基本
Ｉ

￣

不符



Ｗｎ

符合 不符合合

（ Ｉ ）我有优点 。



４ ３２ １

我讨厌现在的 自 己 。
＇

４
￣

Ｔ
￣

２
￣￣

ｉ

̄

（ ３ ）我讨厌身边的人 。 ４
￣

３２ １

＂

７＾ 我每天都不安 ， 也情也不好 。
—

４ ３

￣

２
￣￣

ｉ

̄

（ ５ ）

￣ ￣

我常常焦躁。 ４ ３２ Ｉ

我觉得我孤身
一

人 ， 很孤独 ， 处于孤立状态 。

’

４ ３

—

２
￣￣

ｉ

￣̄

（ ７ ）

＇

我觉得学校的课有趣 。 ４３２
￣￣

１

̄

我觉得俱巧部活动有趣 。 ４ ３

￣

２
￣￣

ｉ

̄

（ ９ ）因入学考试 、 高考 ， 压力大 。 ４ ３２
￣￣

ｉ

̄

（ １ ０ ）

￣

我觉得欺凌别人有趣 。 ４ ３２ １

（ Ｉ Ｉ ） 我觉得欺凌别人不好 。 ４ ３

￣

２
￣￣

ｉ

̄

（ １２ ）

—

我觉得被欺凌的人可怜 。 ４ ３２ １

（ １ ３ ） 我 曾经看到欺凌现象后 ， 装作没看见 。 ４
￣￣

１

￣

２
￣￣

ｉ

￣̄

（ １ ４ ） 我觉得看见欺凌现象后 ， 装作没看见的老师多 。４
￣

１
￣

２
￣￣

ｉ

̄

（ １ ５ ）

￣

我常常和老师商量我的烦恼 。＾
￣

３ ．
￣

２

￣￣

 １
̄

我常常和朋友商量我的烦恼 。
￣

４ ３２
￣￣

ｉ

̄

（ １ ７ ） 我常常和母亲商量我的烦恼 。 ４ ３２ ｉ

̄

我常常和父亲商量我的烦恼 。
￣

４
￣

了
￣

２ １

（ ： １ ９ ）

＇

我常常和兄弟姐妹商量我的烦恼 。 ４ ３２
￣￣

１

￣̄

￣

＾＾
￣

我常常和前辈商量我的苦恼 。 ４ ２
￣￣￣

１

̄

（ ２ １ ）

＇

我常常和网上认识的人商量我的烦恼 。 ４ ３２ １

（ ２２ ）我不和任何人商量。



４


３ ２


１

问题 １ ０ 为了消除校园欺凌问题 ， 您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 您认为欺凌的原因是什么呢 ？

请 自 由书写您对校园欺凌问题的看法 。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

８３



邮录５： ： 巧谈提纲 （ 日文版 ）

十＾重世 ／＾ ；＾
；

、

■

＾ 主 可 占 王 今 ＾ １＾

、了
＇

１＾ 王 弓 加。 私巧 中国加 白 田留学生了
＇

于。 今修±

論文套準備 ＬＴ Ｖ
、 重于。

■

＾ 王 〇 主 才 シ 夕
一

ｔｆ ｚＬ 

—

１＾ 尼 １／
、下

＇

十东

（

－

） 彼害者

１ ． 友 巧何年生了
＇

于加。

２ ． 孩＆ ／Ｌ巧 、
１／

、〇 占
＇

？ 主 片货 ｛
二 孩 加。

３ ．ｙ ＾ ＬＴ Ｖ
、 Ｃ 货 己打ｔ 占 思 （／

、棄子扣 。

４ ．Ｖ
、 Ｃ故 每化后時 、 ｆｅ＆ｔ 巧 占

、

加。 助 巧 套求妨津 Ｌｔ加。

５ ． １／
、 亡妨 家＆ ＜ 十 （。立 、 公

、

弓 １＿＾把 ＾ 王 １
、
＾ 思 １＾

、 棄中力 、

仁 ） 加害者

１ ．ｆｅ＆ｔ陆何年生节十扣。

２ ． 叔 巧 、
！／

、〇 占
＇

？ 主 弓 ＆ ｜／
、 ｃ 该 套 ＾ 至 ｜＾后 力 、

。

３ ．＾ ５ ＬＴ巧 力 、记人 吞 ｋ
、 Ｃ 故 棄 ｔｔ加 。

４ ．Ｖ
、 Ｃ 皮 ｔ時 、 気持

＇

＾ 了
＇

Ｌ ｔ扣
。

５ ． ！／

、

！：政 套 ＆ ＜ 十 （
二过 、 占

＇
、

弓 、

占 思 心
、 重十加。

８４



附录四 ： 访谈提纲 （中文版 ）

不好意思 ， 能打扰
一

下吗 ？ 我是来 自 中 国 的留学生 ， 我正在准备硕±论文 ， 我能对

您进行
一

下访谈吗 ？

（

一

） 被欺凌者

１ ．请问您是几年级学生呢 ？

２ ．您什么时候被欺凌的 ？ 别人是Ｗ何种方式欺凌您的 ？

３ ．您觉得您为什么被欺凌呢 ？

４ ．当您被欺凌时 ， 您是怎么应对的 ？ 您寻求帮助了吗 ？

５ ．为 了防止校园欺凌问题 ， 您觉得可Ｗ采取哪些对策呢 ？

（二 ） 欺凌者

１ ．请问您是几年级学生呢 ？

２ ．您什么时候欺凌别人的 ？ 您是Ｗ何种方式欺凌别人的 ？

３ ．您为何欺凌别人呢 ？

４ ．欺凌别人时 ， 您 的屯、情是什么样 的呢 ？

５ ． 为了防止校园欺凌问题 ， 您觉得可 Ｗ采取哪些对策呢 ？

８５



致谢

有
一

种天 ， 叫
＂

感恩蓝
＂

。

我有很多的缺点和不足 ， 所Ｗ ， 我对给予我指导和帮助的人尤为感激 。 在此 ， 请允

许我向给予过我帮助巧关也的人们致Ｗ最诚擎的敬意和感谢 。

感谢我的导师李廷海老师 。 感谢李老师在Ｈ年前接收我做您的学生 。 当我困惑 、 迷

茫时 ， 李老师用他的知识和经验为我排解难题 ， 李老师的幽默和微笑让我倍感亲切 。 在

我纠结是否要去 日本交换留学时 ， 李老师鼓励我去观察 、 去感受大洋彼岸的国家 。 在论

文选题 、 开题 、 修改 、 定稿时 ， 李老师不厌其烦地读我的论文 ， 为我指出 了很多 问题 ，

给予我很多意见和建议 。 李老师严谨负责的做事风格让我敬佩 。

感谢我的第二导师常永才老师 。 常老师是我们比较教育学专业的组长 ， 对我们寄予

厚望 ， 对我们的学生和生活都千分关也 ， 只是我时常做得不好 ， 辜负了常老师的期望 ，

希望得到老师的谅解 。 刚入学时的我很不成熟 ， 犯了很多错误 ， 感谢常老师给予我悉也

的指导 。 无论是在专业知识学习方面 ， 还是在暑期调研等方面 ， 常老师都给予我很多提

高 自 我 、 锻炼 自我的机会 ， 千言万语汇成
一

句话
一一

＂

谢谢您 ！

＂

。

感谢给予我帮助的 日 本老师们 ， 尤其是岐阜圣德学园大学的林课长 、 冈 田老师和冯

正抬老师 。 在我编制 、 修改 、 发放调查问卷时 ， 林课长为我修改了 ６遍 ， 亲 自带我去向

其他有经验的老师请教 ， 甚至把调查问卷为我打印出来 ， 拜托 日本某高校的任谋老师替

我发放问卷 。 冈 田老师
一

直协助林课长 ， 给予我很多帮助 。 当 出现语言交流障碍时 ， 冯

正怡老师总是为我适时地翻译 。

感谢参与我开题报告的专家们 。 他们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常永才老师 、 董艳老师 、 李

廷海老师 、 林圣爱老师 、 张犧老师 。 在文章结构 、 研巧思路和 内容等方面 ， 几位老师提

出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 给予我很多启发 。

感谢參与我调查 问卷和访谈的大学生们 ，

． 没有他们的帮助 ， 我的调研也无法完成 。

感谢教过我的各位任课老师们 ， 他们言传身教 ， 教会我很多做研究和做事的方法 。

感谢我的同窗好友和家人们 ， 他们带给我很多欢声笑语 ， 给予我很多帮助和理解 。

感谢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所有老师给予我答辩的机会 ， 在百忙之 中参与我的答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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