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力与健康·

合肥市中小学生暴力行为的流行病学调查

叶冬青 朱继民 张永青 李白坤 杨仕贵 陈东周 尹婧

【摘要】 目的 了解合肥市城区中小学生暴力行为的流行特征。方法 采用两阶段整群抽样

法，从城区随机抽取!所学校"#$!名中小学生接受调查。结果 暴力月发生率为%$&’’(，男生高于

女生（!’)’*&%"，!)#&###）。同学是施加攻击的主要人群，占!*&+#(，以空手打（",&!’(）、辱骂

（"%&’%(）、恐吓（’#&++(）为主，使用棍棒、利器等占%#&!-(。校园是学生暴力行为发生的主要场

所，占!$&#+(，家庭和校外分别占’+&!%(和’*&*%(，场所分布差异有显著性（!)#&###）。"&""(
的学生因此导致骨折，#&*%(因此而致残。经常攻击他人者-,人，占"&’%(，被对方激怒是致使他们

实施攻击的主要原因（!,&"+(）。结论 合肥市中小学生中的暴力行为较为严重，应强化素质教育，

改善校园环境，预防和控制学生暴力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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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校园暴力已成为中小学无庸忽视、令人堪

忧的一种尚在蔓延发展、急剧升温的严重现象［%］。

暴力行为使得众多学生在心灵深处蒙上了不安全的

阴影，产生了对学校的恐惧和难以治愈的“学童心理

障碍”，严重地妨害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为了探讨

中小学生暴力行为的发生情况及其相关因素，以便

为制定有效的预防控制措施提供科学的依据，我们

于’##"年!月对合肥市"#$!名中小学生进行了问

卷调查。

作者单位：’"##"’合肥，安徽医科大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

（叶冬青、张永青、杨仕贵、陈东周、尹婧）；安徽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

系（朱继民、李白坤）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采用两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先从

合肥市中小学中随机抽取!所学校，其中小学和初

中各’所，再从抽取到学校的各年级中各随机抽取

"个班，共抽取到*!个班级，被抽取到班级的学生

全部接受调查。接受调查者"%’$人，收集有效问卷

"#$!份，回 收 率-+&#(。年 龄*&*"%$&-岁，平 均

%#&-!岁Q’&$"岁。小学生’%#%名，初中学生-$"
名。男生%$#*名（*’&!(），女生%!#$人（!*&-(），

性别不详者*"人（%&,(）。

’&调查方法：调查开始时，先由经培训的调查员

向学生详细说明调查的目的和意义、问卷的填写方

式以及保密方式等，以充分获得学生的信任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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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班级内发放问卷，集中填写（小学一至三年级

的学生，在调查员的辅导下逐题填写，四年级以上的

学生自己填写），并在完成后当场收回。为确保获得

真实可靠的信息，问卷采用无记名的方式。调查内

容包括年龄、性别、父母的职业、遭受暴力行为的发

生情况及其相关因素、向他人施暴的情况等。

!"统计学分析：采用#$%&’()软件进行数据录

入，使用*+**,-"-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组间比较采

用!.检验。

结 果

,"遭 受 暴 力 的 发 生 情 况：!-/0名 学 生 中，有

,/"..1的学生从小到调查时每月都受到他人攻击；

而从来没有受过攻击的学生仅占,2"!1；近一年来

每月都受到他人攻击的学生占,0",1。每月都受到

暴力伤害学生的发生情况见表,、.。由表,可见，

不同年级学生遭受暴力行为的发生率不同（!3
-"---），小学中高年级学生的发生率较高，小学低年

级和初中学生的发生率相对较低。由表.可见，男

女学 生 遭 受 攻 击 性 行 为 的 发 生 率 有 明 显 的 差 异

（!3-"---），表现为男高女低。

表! 合肥市不同年级中小学生遭受暴力情况

年级
从小至今

发生人数 发生率（1）

近一年来

发生人数 发生率（1）

小学一 !/ ,-"24 .0 5"!.
二 /2 ,4",, 65 ,0"2/
三 2- .."2- 4, .-"/,
四 4- ..",/ /4 ,4"40
五 5, ,2",0 /5 ,4"-/
六 0/ ,5".! 0- ,0"24

初中一 0, ,0"02 !0 ,."-,
二 !2 ,.".! 00 ,!"52
三 .6 /"2! ,4 0"22

合计 025 ,/".. 0!! ,0",!

表" 合肥市不同性别中小学生受到暴力行为的发生情况

性别
从小至今

发生人数 发生率（1）

近一年来

发生人数 发生率（1）

男 !,! ,2"6- .4. ,5"65
女 ,52 ,."5! ,05 ,-"0/
不明 6 2"0! 0 5"66
合计 025 ,/".. 0!! ,0",!

."暴力特征：

（,）主要的施暴者：在给定的/类人群中，同学

是施加暴力的主要人群（06"41），其次是学生的父

母（.5"!1）、同胞（,-"21）、陌生人（,-"-1），而教

师仅占."/1。不管在小学还是在初中，同学都占首

要位置；与初中相比，小学生来自父母及同胞的威胁

高于初中生，而来自陌生人的威胁则低于初中生。

（.）常采用的方式：以空手打（!5"0.1）、辱骂

（指有意使用侮辱、下流的语言损伤或降低他人的人

格及尊严）（!,".,1）、恐吓（指以要挟的话或手段威

胁人）（.-"441）为主，使用武器（文具盒、棍棒、利器

等）者所占的比例为,-"021。

（!）发生场所：校园是学生暴力行为发生的主要

场所，占0/"-41，家 庭 和 校 外 分 别 占.4"0,1和

.6"6,1，不同性别、不同年级学生发生暴力行为的

场所分布差异有显著性（!3-"---）。与女生相比，

男生在校外遭受暴力的可能性更大，女生在家中受

到暴力的可能性比男生大；与初中生相比，小学生在

家遭到暴力威胁的危险性较高，初中生在校外受到

的危险则比小学生高。

（0）遭受暴力的程度：在遭受暴力的学生中，以

软组织挫伤、流血甚至骨折而告终者占.4"!.1，

,/"-!1的学生遭受攻击后需要到医院接受治疗，有

5"541的学生因此而影响一周左右的活动，!"!!1
的学生骨折，有,.名学生（占-"6,1）因此而致残。

（6）遭受暴力的原因：调查显示，无缘无故地欺

负他人是导致学生暴力的最主要原因（.5"6!1），被

激怒、不听指挥、实施报复、索要钱物等也是导致暴

力发生的重要原因。

（/）遭受暴力后的感受：在遭受暴力行为后，绝

大多 数 学 生 都 产 生 了 强 烈 的 反 应，以 感 到 气 愤

（!2"251）和想报复（.6"!.1）为主。小学生和初中

生的反应差异具有显著性（!.305".2，!3-"---），

表现为小学生感到害怕和想报复的比重高于初中

生，初中生感到气愤的比例较高。不同性别学生的

反应 差 异 也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3,.-"40，!3
-"---），男生想报复的比例远高于女生，女生害怕和

觉得委屈的比例高于男生。

!"施暴他人的情况：调查显示，有66".41的学

生有过攻击他人的行为，经常攻击他人者25人，占

!".,1。男 生 的 发 生 率（0".01）显 著 高 于 女 生

（."-/1）（!.3,,"!/，!3-"--,）。小学生的发生

率与初中生之间没有统计学意义。被对方激怒是致

使施暴的主要原因，占05"!41，其次是实施报复，占

,4"..1，当自己情绪不佳或看某人不顺眼时，也会

引发暴力行为，分别占,!"2-1和,-"621，而故意伤

害他人的情况较少，仅占0"6.1。

同 学 和 校 友 是 他 们 的 主 要 施 暴 对 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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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后 依 次 是 陌 生 人（&’#()%）、同 胞

（*#+$%）、父母和老师（*#,*%）。吓唬、空手打和辱

骂 是 常 见 的 方 式，分 别 占*"#’!%、*,#&)% 和

,*#()%，用文具盒、棍棒、利器等实施暴力行为者占

"#&+%。不同性别和不同年级学生采用的方式存在

差异（!-(#(((）。

校园是暴力最主要的发生场所（’’#&&%），其次

是校外（,)#("%）和家中（&!#),%）。有,,#!,%的

学生施暴者承认他们的暴力行为给受暴者带来了较

大的伤害，如心理创伤、影响正常活动和导致残疾

等。

讨 论

暴力是指故意使用身体力量，对个体、群体或社

会产生威胁，导致伤害、死亡、残疾、心理创伤或社会

秩序混乱和正常生活环境受到破坏［,］。世界各地

均有暴力的流行。暴力造成的疾病负担较大，根据

./0和世界银行组织估计，伤害和暴力在发展中

国家造成的疾病负担占&’#,%。妇女、儿童和老年

人是受暴的主要人群［,］。有研究显示，在我国城乡

中小学校园内，以斗殴打架、欺压学生、勒索钱物、逞

凶作歹为典型表现形式的校园暴力普遍存在，且呈

蔓延发展的趋势，成为校园中一颗亟待治理的毒

瘤［&］。而且，青少年时期经常暴露于暴力行为，常

会使其在今后形成攻击性行为，并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可见，如果学生暴力现象

任其发展蔓延，必将危害一代人的健康成长，乃至危

及国家的长远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青少年最容易受到暴力的影响，同时也往往是

暴力行为的犯罪者。本次调查旨在了解合肥城区中

小学生人与人之间暴力行为的发生情况，以便为进

一步的预防和控制提供参考。调查发现，该市中小

学生中暴力行为的发生率已经较高（虽然低于日本

初中的*!%的校园暴力发生率［&］），并存在性别差

异，尤其是小学中高年级的男生；校园、家庭和校外

均有发生，施暴的方式多样，后果较为严重［低于瑞

典学者12345678等［’］的研究结果（按人年计算得到

的&+岁以下人群的暴力致伤发生率为*#&%），这可

能是计算发生率时采用的单位不同造成的］。本研

究还探讨了影响学生暴力发生的一些因素，以及学

生受暴后的的感受，并获得了学生施暴他人的一些

相关信息。

学生不良行为的研究应注重其预防和控制［!］。

调查表明，该市中小学生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暴力

行为。由于暴力的产生和存在有着深厚的历史、文

化和社会根源［*］；且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同龄人或

校园因素、传媒暴力等都可能成为暴力的危险因素；

而且青少年暴露的危险因素越多，具有暴力倾向的

可能性就越大［,］。所以，为了保障青少年的健康成

长，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导致学生暴力行为的诸多相

关因素，特别是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和社会因素等；

有必要进一步识别和研究相关危险因素，并评价暴

力的社会代价；制定和评价干预措施，如根据中小学

生的年龄特征与心理特征，坚持正面教育的原则，采

取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等，以减少学生暴力的发

生［,］。

（本次调查设计得到王声 教授的指导，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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