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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 8省市城市中学生欺侮行为
流行现状分析

乔毅娟星一季成叶张琳

·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了解中国城市中学生欺侮行为的流行状况。方法在1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采取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城市中学生187 328名。集体填写匿名问卷。有效问卷177 578名

(男生86472名；女生91106名)，问卷有效率为94．8％。结果欺侮行为在中学生中普遍存在，并存在

多发现象。有66．1％的男生和48．8％的女生遭受1种及以上的欺侮，8．1％的男生和2．9％的女生同时遭

受4种及以上欺侮。男生遭受各类欺侮行为的报告率高于女生。被恶意取笑是学生中最常见的欺侮

行为，报告率为43．2％，其次为性欺侮，报告率为27．O％。除被恶意取笑和性欺侮外，其他各类欺侮行

为的报告率均随着年级的增高而下降。除性欺侮外，重点初中学生各类欺侮行为的报告率高于普通

初中学生；住宿生被恶意取笑、被排斥或孤立和性欺侮行为的报告率高于非住宿生；单亲或重组家庭

的学生遭受欺侮的报告率较高。男生、普通高中、来自单亲或重组家庭的学生欺侮多发现象比较突

出。结论欺侮行为的发生与个体、家庭、学校等因素有关，因此应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采取综合方

式对学生欺侮行为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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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躯t】 objective T0 find out the preval∞ce of bullying bchaViors锄ong urb锄middle

school stuIdents iIl China．Methods An粕onymous questio衄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锄ong middle

school stIldents selected by multiply stage cIllster random s锄pling in l 8 provinces in China． 1 87

328 seIf-adminis仃ation questio衄aires were finished by students f如m gradIe 7 to 12 in W_ban middle

school(male，86 472；female，9l 106)，in which 177 578 werc valid．ResuIts Bullying was common in

urb锄middle school sn坩ents in China．Multiple bullying behavior also existed．About 66．1％of boys锄d

48．8％of girls su侬：red舶m 0ne 0r more kinds of bullying；8．1％ofboys and 2．9％of girls su疗ered舶m
f．our 0r mo托kinds of bullying．Boys were more likely t0 be bullied man girls．Malicious teaSing was the

most co呦on bullying be|lavior(43．2％)，follo研red by sex岫1 buIlying behaVior(27．O％)．In add“i伽

to malicio璐te嬲ing锄d sex岫l bullying，the preVaI明ce of omer呻es of bullying decIined when nle

grade was incre弱ing．Residen“al smdent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maliciously teased，excluded 0r isolated

粕d sexual bullied than non．residential smd即ts．Studcnts丘om single-pa嘲t or recomposed-families we佗

morc likelV t0 be buUied than otller students．MaIe and ordinary school studentS，smdents living with single

or step．paren括were more likely to suffer multiple bullying behavjors at the same tjme．ConcIusion The

suggesting among students was勰sociated with personal，fhmiliar and social factors，mobilize morc∞cial

forces锄d comprehensive actions to be taken to prev明t bullying among students．

【Key words】 Bullying；Healm—riskbehaViors；Middle school students

校园攻击性行为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越来越受到关注。欺侮行为是攻击性行为的一种类

型’1。，是一种带有敌对意图、给他人造成痛苦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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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或口头的行为，具有重复性，且欺侮双方力量悬

殊’23。研究表明受欺侮的儿童容易产生焦虑、抑郁、

低自尊、孤独感等一系列心理问题，儿童期欺侮与成

年后的反社会行为具有相关性口1。欺侮行为给个

人、家庭、学校和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因此有必要

了解我国青少年欺侮行为的流行情况，分析其影响

因素，以便开展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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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

对象与方法

1．对象：根据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全国18

个省市初一至高三学生l 87 328人，将年级、学校类

型、家庭类型、是否住宿、欺侮行为选项缺失的问卷

作为无效问卷删除，最后有效调查人数为177 578

名，其中男生86 472名(48．7％)，女生91 106名

(51．3％)。年龄为15．6岁±1．86岁。

2．方法：

(1)抽样方法：样本来自2004—2005年18个

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国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调

查。各省按照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将所辖地级以上

城市分为经济发达、中等发达和欠发达三类地区，每

类地区选择有代表性的一所城市。每所城市按照二

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学生。首先将城区内所

有学校分为普通初中、重点初中、普通高中、重点高

中和职业高中，然后采取系统抽样方法在每类学校

中随机选择1～3所学校，被选学校采用简单随机抽

样方法选择3—6个班，一旦班级选定，班级内全体

学生均作为调查对象。

(2)调查方法：采用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

究所编制的“2005年中国18省市城市青少年健康危

险行为调查问卷”进行调查。欺侮行为包括在过去

30天内是否偶尔或经常：①被恶意取笑；②被索要

财物；③被有意排斥在集体活动之外或被孤立；④被

威胁、恐吓；⑤遭受躯体欺侮(包括被打、踢、推、挤或

关在屋子里)；⑥遭受性欺侮(被开色情玩笑或做色

情动作)6类行为。

3．统计学分析：使用EpiDa协3．02软件进行数

据录入，采用sPss 15．O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分析

内容为不同年级、学校类型、家庭类型、是否住宿之

间遭受欺侮报告率的差异以及不同数目欺侮行为

的分布情况。

结 果

1．不同性别城市中学生欺侮行为的报告率：不

同性别城市中学生各欺侮行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6项欺侮行为中，被恶意取笑是最常见的欺侮

行为，报告率高达43．2％，其中男生49．5％。女生

37．2％。其次是性欺侮。男生遭受各类欺侮的报告

率均高于女生，是女生的1．15～2．44倍(表1)。

2．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城市中学生各种欺侮

行为报告率：女生性欺侮的报告率以初二年级最高，

初三年级次之，而男生则随年级增加而增高。被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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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18省市不同性别城市中学生各种欺侮行为的

报告率(％)

欺侮行为_志_志_蒜

注：。Jp<O．Ol

意取笑以初二年级最高，其他年级低。其他各类欺

侮行为的报告率不论男女生均随着年级的增高而下

降。重点初中学生除性欺侮的报告率高于普通初中

学生外，其他均低于普通巾学学生。住宿生在被恶

意取笑、被排斥或孤立和性欺侮的比例高于非住宿

生，而躯体欺侮的差异不大。来自单亲／重组家庭的

学生遭受各种欺侮的报告率均明显高于来自大家庭

和核心家庭的学生(表2)。

3．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城市中学生同时遭

受多种类型欺侮行为分布情况：有66．1％的男生和

48．8％的女生遭受1种及以上的欺侮，8．1％的男生

和2．9％的女生同时遭受4种及以上欺侮。无论男

女，普通高中学生遭受4种及以上欺侮的学生比例

高于其他类型学校，来自单亲／重组家庭学生的报告

率明显高于大家庭和核心家庭学生。男生非住宿

生遭受4种及以上欺侮的学生比例高于住宿生，女

生则相反(表3)。

讨 论

欺侮行为在我国城市中学生中普遍存在。最常

见的欺侮类型是言语欺侮，与其他研究一致口】。另

外遭受性欺侮的报告率，男生高达37．7％，应引起关

注。不同性别遭受欺侮的报告率在世界范围内存在

差异，本研究显示男生高于女生，这与比利时和以色

列的研究结论一致【2】，但与张文新等¨’对我国城乡

4726名中小学生的研究结论不一致。

欺侮行为随年级的增高而下降，可能一方面因

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被欺侮的同学逐渐摆脱了身体

上的弱势，从而减少被欺侮的概率；另一方面可能由

于欺侮者自我控制能力增强，降低了欺侮行为的发

生b】，提示应对低年级学生进行早期干预。男生遭

受性欺侮的比例随年级增加而增高，可能由于随着

年龄增长，性发育逐渐成熟，性意识逐渐增强。女生

遭受性欺侮随年级增加有下降趋势，可能一方面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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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我国18省市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城市中学生6种欺侮行为报告率(％)

¨&I广1 男 女

社会人口————————————————————————————!!———————————————————————一————————————————————————————!!————————、———————————．—一一⋯嚣辚揽瓣糕⋯⋯鬻衙揽瓣熊⋯
初一 13 247 53．2． 14-34 18．? 16．84 15．妒 30．铲 12 127 46．9‘ 6．矿 15．2． 9．尹

初二 14 252 56．7 13．6 18．2 13．5 13．3 35．8 13 528 47．4 5．5 15．1 7．9

初三 9“8 54．4 11．9 17．1 1I．9 lO．7 36．7 9694 42．5 4．6 14．2 6．O

高一 20 604 47．2 9．9 15．8 10．6 8．6 39．9 23 680 34．3 3．9 15．O 5．3

高二 18 276 46．O 7．6 15．7 8．5 7．2 40．4 19 274 31．1 3．5 13．8 4．5

高三 lO“5 41．7 7．O 14．6 7．7 7．O 40．6 12 803 27．4 3．2 13．O 4．O

学校类型

普通初中

重点初中

普通高中

重点高中

职业高中

是否住宿

住宿

非住宿

家庭类型

核心家庭

大家庭

单亲／重组

20 314 55．24 14．14 18．伊 15．34 13．84 32．酽 19 553 47．24 5．舻

16 54l 54．4 12．6 17．8 13．1 12．5 36．3 15 628 44．3 5．2

17 147 46．1 7．6 15．9 8．7 7．6 40．4 17 987 30．9 3．1

18 485 42．9 6．4 13．8 6．9 6．8 41．0 18 395 27．2 3_3

13 985 48．5 12．1 17．2 12．9 9．2 39．O 19 543 36．4 43

22 878 52．Z 10．矿 19．y 13．14 10．0 44．伊 25 540 40．y 4．酽

63 594 48．6 10．4 15．5 lO．7 lO．1 35．4 65 560 35．9 4．2

56 953 48．9． 10．14 16．14 10．尹 9．8t 37．04 59 878 36．5． 4．1。

16 709 49．7 9．9 15．4 lO．7 9．7 37．2 17 865 36．8 3．9

8 44l 51．9 13．2 1913 13．7 12．O 41．6 9 22l 39．5 5．7

15．50 8．舻

14．1 7．2

12．9 4．4

11．8 3．4

17．4 6．2

19．7． 6．7-

12．3 5．8

14．矿 5．9．

13．9 5．7

16．1 6．8

8．矿

6．7

5．5

3．9

3．7

3．2

7．34

6．9

3，6

3．1

4．2

4．6．

5．1

4．舻

4．5

6．5

17．6．

19．6

18．5

16．3

15．9

15．2

17．矿

19．4

16．1

13．8

17．6

18．34

16．4

16．Z

15．6

22．O

注：4同表l

表3我国18省市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城市中学生同时遭受多种类型欺侮行为分布情况

社会人口学特征
男 女

O 2 3 ≥4 O l 2 3 ≥4

年级

初一

初二

初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学校类型

普通初中

重点初中

普通高中

重点高中

职业高中

是否住宿

住宿

非住宿

家庭类型

核心家庭

大家庭

47．5

40．O

33．6

31．0

24．1

31．9

46．8

34．1

27．6

32．5

24．8

30．0

35．4

34．4

32．6

18．6

27．7

28．7

36．O

23．2

30．4

22．9

27．1

31．4

27．9

31．2

28．1

27．7

28．O

27．9

15．4

17．6

18．2

19．5

26．5

20．8

13．9

20．6

20．4

21．1

26．6

23．3

18．9

8．6

8．4

lO．2

8．3

14．5

10．O

8．2

9．7

lO．9

11．2

10．9

lO．9

9．8

9．9

6．2

9．3

5．2

11．6

7．O

8．2

S．5

9．8

7．4

6．5

7．7

8．3

63．7

46．8

57．1

42．3

47．2

62．5

68．4

38．7

51．9

44．2

50．1

51．5

51．1

22．3

24．7

28．2

31．6

27_3

19．2

16．3

35．8

25．O

29．7

26．8

24．3

27．1

8．1

17．5

10．4

17．O

15．6

11．7

8．2

17．6

13．8

17．8

14．2

14．4

14．0

3．5

7．3

3．1

6．3

6．2

4．4

4．1

5．8

5．7

6．1

5．6

6．1

5．2

2．4

3．8

1．3

2．9

3．7

2．2

3．O

2．2

3．6

2．3

3．3

3．7

2．6

20．7 9．8 7．2 54．O 25．6 13．2 4．8 2．4

18．9 10．2 lO．5 44．9 28．3 16．5 6．6 3．7

单亲／重组 29．4 25．8 19．3 13．3 12．2 “．6 24，9 16．4 8．4 5．6

合计 33．9 27．8 20．1 10．1 8．1 51．2 26．3 14．1 5．4 2．9

注：表内数据为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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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年龄增长，女生对此类话题更加敏感，有意识的降

低了此类行为；另一方面由于女性的性观念较男性

保守，更不情愿报告此类行为的发生哺】。而女生遭

受性欺侮和恶意取笑的比例在初二年级出现高峰的

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发现欺侮行为的发生与学校类型有关。

不同学校类型欺侮行为报告率的差异可能与学校生

源、管理、氛围有关n】。遭受性欺侮的报告率重点初

中高于普通初中，可能因为不同类型学校学生对性

欺侮的理解不同。职业中学女生是遭受性欺侮的

高危人群，应对其进行特殊保护。住宿生欺侮行为

报告率较高，可能与欺侮行为主要发生在校内博]，住

宿生较非住宿生之间相互接触机会多和出现矛盾

的机会多有关，提示加强学校的管理可以在一定程

度七降低欺侮行为的发生，同时应对住宿生给予特

殊关注。

单亲或重组家庭的孩子遭受欺侮的报告率明显

高于其他类型家庭，这呵能由于缺乏来自家庭的情

感支持和安全保障，成为弱势人群，从而导致被欺侮

概率增加。

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的多发现象已被一些研究

证实扣川，本研究发现欺侮行为同样存在此类现象。

这种现象将给欺侮行为受害者造成更加严重的身体

和心理创伤。青少年遭受多种欺侮的现象与年级、

学校类型、是否住宿、家庭类型有关，应针对这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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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对青少年开展综合性的行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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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全军流行病学专业学术会议征文

·征稿通知·

为进一步加强全军流行病学专业学术交流，掌握流行病学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推动全军流行病学科不断发展，全军流行

病专业委员会定于2009年9月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第十届全军流行病学专业学术会议”，会议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

病研究所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承办。会议届时将邀请军内外知名流行病学专家作专题报告。为更好开展学

术交流。现公开征集会议论文。会议热忱欢迎流行病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和从事相关T作的同道踊跃投稿，积极参会交流。

1．征文内容：流行病学研究最新进展；新／突发传染病流行病学；新／突发传染病的监测、实验室诊断、病原检测、鉴定、预防

及防护等；新技术、新方法在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应用；媒介生物控制及防治研究。

2．征文要求：(1)未公开发表的论文或论文摘要(论文限5000字以内，摘要限400字)；(2)文稿全文采用word文本，来稿以

A4纸打印一份，请注明作者和联系地址(含所属单位、电话、Email)，来稿请注“全军流病会征文”，同时请提交电子版文档；纸质

稿件请寄：10007l北京市丰台区东大街20号五所科技处韩骁娜收，电子投稿：hallxn929@126．c鲫联系电话／传真：
010—63897954；(3)来稿请附单位论文投稿介绍信；(4)征文截止日期：2009年5月31日。

全军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