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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学生校园躯体暴力行为
影响因素分析

乔毅娟 星一 段佳丽 白承续 潘勇平 崔永强 孔俊花

【摘要】 目的了解北京市不同性别中学生校园躯体暴力行为的流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北京市初一到高三学生5718名，匿名填写问卷，有效问

卷5660份。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北京市中学生校园躯体暴力的报告

率为14．3％，男生高于女生(男生25．2％、女生5．1％)。无论男女生，学校亲密度差是校园躯体暴力

发生的危险因素(男生OR=1．060、女生OR=1．065)；父亲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OR=1．653)、重

组／单亲家庭(OR=1．834)、低年级(初一OR=5．291、高二OR=1．526)、学习成绩较差(OR=1．470)

是男生躯体暴力发生的危险因素。家庭经济状况较好(OR=O．546)、同伴关系较好(OR=O．618)、

与父亲沟通容易(OR=O．756)是男生躯体暴力发生的保护因素。与母亲沟通容易(OR=O．358)是

女生躯体暴力发生的保护因素。结论校园躯体暴力的流行状况及影响因素与性别有关，应充分

考虑性别差异，从个人、家庭、学校等多方面采取干预措施，预防校园躯体暴力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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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bstraet】 objective To described the prevalence of school physical violence behaviors and

to explore its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Beijing．Methods In 2009，a

randomly selected cross．sectional SUl'Vey was conducted among 5718 students in grades 7 to 12 in

Beijing．A self-report anonymous questionnaire involving physical violence at school and socio—

demographic variables，such as sex，grades，family economic status and family structure，peer

relationships．and communication with their parents etc．were completed by students themselves．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estim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hysical violence and SOCio—

demographic variables．Resuits Among the students，14．3％reported t11at thcy had had physical

violence behavior in school during the past 12 months．Male students had been more likely to have

physical violence behaviors than female students(Male 25．2％。Female 5．1％)．For both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poor school cohesion were the risk factors ofphysical violence behaviors(Male OR=

1．060。Female OR=1．065)．For male students。factors as father’s lOWer education level(OR=

1．653)，remarried／single—parent families(OR=1．834)，low-grade(grade 7 OR=5．291；grade 11 OR=

1．526)．poor sehool performance(OR=1．470)ete were the risk factors of physical violence

behaviors：while better-off family economic status(0R=O．546)，good peer relationships(OR=

O．618)。and easy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father(OR=O．756)were the protective factors of

physical violence behaviors．For female students。easy to communicate with her mother(OR=O．358)

were the protective factors of physicaI violence behaviors．Conclusion For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the prevalence of school physieal violence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were different．Actions on

prevention against physical violence behaviors should be fully considered，including factors as

gender，personal characteristics，family，school and peer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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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是指蓄意滥用权力和躯体力量，对自身、他

人、群体或社会进行威胁或伤害的一类行为“3。校园是

暴力发生的重要场所，躯体暴力作为校园暴力的一种，

社会影响力较大乜]。2005年我国的监测数据显示过去

12个月学生一次及以上打架的报告率为23．1％。男生

为35．o％，女生为11．9％b]。校园暴力不仅给个人带来

身体伤害，还给家庭和个人造成持久的心理伤害。本

研究在了解校园躯体暴力流行现状的基础上，依据生

态学模型从个人、学校、家庭、同伴关系等方面探讨不

同性别学生校园躯体暴力的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制定

有针对f生的校园躯体暴力的预防措施提供依据。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2009年3—4月按照北京市各区县

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将所辖区县分为经济较好、一般

和较差三类，各选择一个区县作为代表。每个区县按

照二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首先将区县内所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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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学校，被选学校每个年级至少抽取70人；根据

班级人数，确定班级数量，班级一旦选定，班内全体学

生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共抽取初一至高三学生571 8

人，有效调查人数为5660人，问卷有效率为99．O％。

2．研究方法和指标：采用自行编写的“北京市

中学生伤害相关行为调查问卷”进行匿名问卷调

查。调查内容：①校园躯体暴力行为：过去12个月

在校园内打架一次及以上的报告率。②家庭经济

状况：选取是否拥有独立的卧室、家庭计算机的拥

有量、家庭小汽车的拥有量、过去12个月外出旅游

的次数4个指标进行评估，根据得分高低分成好、

中、差三类。③学校亲密度：采用学校亲密度量表，

学校亲密度量表反映调查对象对学校的从属感和对

学校环境的适应程度；包括5个条目，5个条目序号

的相加即为量表得分，得分越高说明学校亲密度水

平越低。④同伴关系：选取过去3个月平均每周放学

后与朋友一起度过的天数、与朋友保持联系的天数、

可以交心的朋友个数3个方面进行评估，根据得分高

低将同伴关系划分为较好、一般、较差三个等级。

3．统计学分析：采用EpiData 3．1软件进行数据

录入，用SPSS 15．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logistic回

归分性别探讨校园躯体暴力行为的影响因素。

北京市中学生校园躯体暴力的报告率为14．3％，其

中男生为25．2％，女生为5．1％，男生高于女生，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464．71，P<0．001)。

2．校园躯体暴力行为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以校园躯体暴力行为是否发生作为因变量，将调查

者的个体、家庭、学校和同伴关系等方面的指标作自

变量。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依据P<O．1

男生去除不显著变量：母亲文化程度；女生去除不显

著变量：家庭经济状况、母亲文化程度、年级、学习压

力，同伴关系。将显著变量进一步做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表1)。

表1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注：4P<O．1；6P<O．01；。P<O．001

3．校园躯体暴力行为的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

回归分析：多因素分析显示，家庭类型、父亲文化程

度、学校亲密度对男女学生均有影响。来自重组／单

亲家庭的学生比来自大家庭和核心家庭的学生更容

易发生校园躯体暴力。父亲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的

学生比父亲学历本科以上的男女学生，更容易发生

校园躯体暴力。学生的学校亲密度水平越低，发生

校园躯体暴力的危险性越大。

家庭经济状况、年级、学习成绩、同伴关系、与父

亲沟通的难易程度仅与男生校园躯体暴力的发生有

关，学校类型、与母亲沟通的难易程度仅与女生校园

躯体暴力的发生有关。家庭经济状况较差、低年级、

学习成绩较差、同伴关系较差是男生发生躯体暴力

的危险因素。职业中学的女生相对于普通中学和重

点中学的女生，更容易发生校园躯体暴力(表2)。

讨 论

结 果 2005年我国18个省市健康危险行为监测的结桌[引。
北京市校园躯体暴力的报告率为14．3％，低于

1．不同性别校园躯体暴力行为的流行现状： ～方面由于其对暴力界定的较宽泛，未严格限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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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多冈素非条件logistic同归分析

校内发生。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地区差异。校园躯体

暴力的报告率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男生远高于女

生；一方面由于男女生暴力的表现形式不同，有研究

表明面对冲突男性倾向于采用武力解决，而女性较

倾向于采用间接的语言形式解决，比如，疏远、排斥、

诽谤等。另一方面男性的社会角色鼓励其采取武力

攻击‘引。

很多研究已经证实家庭经济状况对儿童欺侮、打

架、虐待产生影响b1；一定地区贫富差异的大小对校园

欺侮行为的发生也有影响哺3。我国的家庭经济状况与

贫富差异对校园暴力产生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青少年的行为更容易受同伴团体的影响。良好

的同伴关系作为社会支持性环境可以降低青少年孤

独、抑郁、自杀等行为的发生。但另一方面其可能迫于

同伴压力而参与吸烟、饮酒、打架、欺侮等危险行为。

本研究同伴关系主要侧重于同伴之间联系的频次。

值得关注的是男生与父亲的有效沟通能降低校

园躯体暴力的发生。而女生与母亲的有效沟通降低

校园躯体暴力的发生。Reese等"3的研究也发现，缺

乏来自父母情感支持是孩子加入与暴力有关行为的

影响因素。父母可以通过对孩子的监管、鼓励、帮助

做决策等影响孩子的行为哺]。国外基于父母对青少

年暴力的影响通过提供父母沟通能力、行为管理能

力和支持能力的培训开展一些干预项目b]。提示，

应充分利用父母对孩子的影响，降低校园暴力的发生。

本研究还发现，父亲的文化程度与校园躯体暴

力报告率呈负相关，而未发现母亲的文化程度与校

园躯体暴力的关联；这与国内外的研究有所差异；

父母所受的教育与中学生遭遇暴力呈负相关n钆“】，

即父母所受的教育越多，其子女遭遇的暴力越少。

国内的研究未发现父母文化程度对暴力的影响73]。

校园躯体暴力在北京市中学生中较普遍，且存在

明显的性别差异。应充分利用其性别特点，从个人、家

庭、学校、同伴等多方面采取有针对f生的措施，预防、干

预校园躯体暴力行为的发生，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

由于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仅对校园躯体暴力

的流行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但无法得出校园躯

体暴力发生的具体原因；有一定的局限性，尚待进一

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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