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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支持对 4 ～ 9 年级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
学校归属感的中介作用

郭俊俏* 赵必华＊＊

(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芜湖，241000)

摘要 目的: 探讨 4 ～ 9 年级学生学校归属感在教师支持和遭受校园欺凌之间的中介作用。
方法: 采用校园欺凌问卷、教师支持问卷和学校归属感问卷对 2364 名 4 ～ 9 年级学生进行

调查。结果: ( 1) 学生遭受校园欺凌与教师支持、学校归属感呈显著负相关，教师支持与学

校归属感呈显著正相关; ( 2) 学校归属感在教师支持对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中起完全

中介作用。结论: 教师支持通过增加学校归属感使学生较少遭受校园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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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近年来，校园欺凌问题频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同时，党和国家对中小学生校园欺凌现象的

重视逐步加强。2018 年全国两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上，全国

人大代表张国新提交了《关于加强中小学欺凌综合治

理的建议》。此前，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和教育部

等也曾针对校园欺凌现象做了专项治理和督导工作。
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力量不均衡的学生个体间反复且

长期、故意伤害的行为事件［1］。研究表明，校园欺凌问

题在中小学生中较为严重［2 － 3］。更让人忧心的是，校

园欺凌对受欺者造成的影响尤其严重和深远。国内外

研究均表明，受欺者饱受心理和身体上的痛苦，更容易

产生焦虑、抑郁、偏执、睡眠障碍和自杀等情绪或行为

问题［4 － 8］，受欺凌的经历也会影响青少年道德人格倾

向的发展［9］。因此，有必要持续关注中小学生遭受校

园欺凌的问题。
已有研究表明，教师给予学生的积极支持能阻止

学生经常遭受欺凌［10 － 11］，且良好的师生关系能降低欺

凌等负面行为发生的概率［12］。教师支持是指学生在

学习生活中知觉到的教师对其支持的行为和态度［13］。
当学生感受到老师对自己的尊重和关怀时，其会感受

到被接纳和被需要。一旦遇到问题或处在困境之中，

学生更可能向老师寻求帮助，从而降低了其遭受较多

校园欺凌的可能性。研究显示，学生受到的教师支持

有利于提高其同伴接受度和社会胜任力，从而使其较

少遭受校园欺凌行为［14］。同时，学校是适龄儿童社会

化最重 要 的 场 所，学 校 环 境 对 学 生 的 成 长 至 关 重

要［15 － 16］，即学生对学校的认知和归属感对其身心健康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7］。学校归属感是指学生在学校

环境中感受到自己被接纳、尊重和支持( 包括教师和

同学支持) 的程度［18］。研究表明，学生遭受校园欺凌

和学校归属感存在相互消减的负向关系［19 － 20］，纵向研

究也发现学校归属感的正向变化能预测学生遭受校园

欺凌行为的减少［21］。此外，研究表明，良好的教师支

持可以促进学生学校归属感的形成［22］。教师是学生

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他人，是学生人生航行中的引航

者。教师对学生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学生对学校的感受

和认可度。当学生感受到被老师尊重和接纳，就会对

学校产生一种较强的依赖感和信任感，倾向于接纳学

校，拥有较高的学校归属感，从而做出较少遭受校园欺

凌的判断。
综上所述，虽然有研究表明教师支持可以负向预

测学生遭受校园欺凌，但是鲜有文献探究教师支持对

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作用机制。因此，本研究试图探究

教师支持对 4 ～9 年级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并引入

学校归属感考察这一关系的潜在中介机制，以期为学

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有效干预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2 研究方法

2． 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某地区3所小学、2所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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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施测。小学的三个年级( 4 ～ 6 年级) 和初中的三

个年级( 7 ～ 9 年级) 的全体学生均参与问卷调查，共获

得有效问卷 2364 份。研究对象年龄为 11． 94 ± 1． 78
岁; 小 学 生 1325 人 ( 56． 05% ) ，初 中 生 1039 人

( 43． 95% ) ; 男 生 1259 人 ( 53． 26% ) 、女 生 1105 人

( 46． 74% ) 。
2． 2 研究工具

PISA (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
ment) 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发起的当今国

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旨在评估学生

在完成义务教育之后，是否能够掌握参与社会所需的

知识与技能。PISA2015 是该项目的第六次测试，且第

一次将校园欺凌引入评价体系。同时，PISA2015 还通

过收集学生的家庭情况、教师支持和学校方面的相关

变量为学生评价提供多方面参考标准。
2． 2． 1 校园欺凌问卷

采用 PISA2015 中使用的六个题项，测量学生自我

感知到的遭受校园欺凌状况。具体而言，PISA2015 从

受欺凌者的角度让学生报告近一年来每种欺凌事件发

生的频率( 没有或几乎没有赋值为 1，一年几次赋值为

2，一个月几次赋值为 3，一周一次或多次赋值为 4) ，以

此来评估学生感知的遭受校园欺凌的水平。该问卷在

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88，验证性因素分

析拟合指数良好: χ2 = 265． 23，df = 9，ＲMSEA = 0． 07
( ＜ 0． 08) ，CFI = 0． 96，TLI = 0． 93，SＲMＲ = 0． 03。
2． 2． 2 教师支持问卷

采用 PISA2015 中使用的五个题目，测量学生感知

到的教师支持情况。问卷采用四点计分，从“非常不

同意”到“非常同意”，得分越高代表学生感知到的教

师支持越多。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

为0． 86，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数良好: χ2 = 42． 52，df
= 5，ＲMSEA = 0． 06，CFI = 0． 99，TLI = 0． 99，SＲMＲ = 0．
01。
2． 2． 3 学校归属感问卷

采用 Goodenow 编制，香港学者 Cheung 等翻译的

学校归属感问卷［23］。该问卷共有 18 个题项，题项 3、
6、9、12 和 16 为反向计分题。问卷采用 Likert 五点计

分法，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得分越高学生

的学校归属感越强。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 数 为 0． 88，验 证 性 因 素 分 析 拟 合 指 数 为 χ2 =
2854． 95，df = 135，ＲMSEA = 0． 06，CFI = 0． 90，TLI = 0．
89，SＲMＲ = 0． 07 ( ＜ 0． 08 ) ，其中 TLI 的值接近 0． 90，

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故学校归属感的信效度良好。
2． 3 研究程序和统计分析

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在班

主任老师和校领导的协助下，征得学校和学生本人知

情同意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施测前宣读

统一的指导语，强调问卷结果的保密性，请被试认真、
独立作答。研究基于问卷星平台进行，施测地点在各

学校的微机室，学生进行网上填答，填答完毕直接提交即

可。使用 SPSS21． 0 和 Mplus7． 0 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3 研究结果

3．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Harman 单因子检验［24］ 结果表明，存在 4 个特征

根大于 1 的 因 子，且 第 一 个 因 子 解 释 的 变 异 量 为

30． 62% ，低于 40% 的临界标准，所以本研究不存在明

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 2 不同学段学生各变量的现状及差异分析

不同学段学生感知到的教师支持、学校归属感及

遭受的校园欺凌得分如表 1 所示。独立样本 t 检验结

果表明，小学生和初中生遭受到的校园欺凌存在显著

差异，即小学生遭受的校园欺凌显著高于初中生，t =
9． 97，p ＜ 0． 001。

表 1 不同学段学生各变量描述统计结果及差异分析

教师支持 学校归属感 校园欺凌

M SD M SD M SD

小学生 16． 00 2． 88 67． 01 11． 07 9． 55 4． 61

初中生 15． 78 2． 95 67． 85 10． 73 7． 88 3． 56

t 1． 82 － 1． 84 9． 97＊＊＊

注: * p ＜ 0． 05，＊＊p ＜ 0． 01，＊＊＊p ＜ 0． 001，下同。

3． 3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 详见表 2 ) 发现，学生遭受校园欺

凌与教师支持、学校归属感呈显著负相关，教师支持与

学校归属感呈显著正相关。

表 2 教师支持、学校归属感和遭受校园欺凌的

描述统计结果及其相关

变量 M SD 1 2 3

1． 教师支持 15． 91 2． 91 1

2． 学校归属感 67． 38 10． 93 0． 67＊＊＊ 1

3． 校园欺凌 8． 82 4． 26 － 0． 23＊＊＊ － 0． 37＊＊＊ 1

3． 4 学校归属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当样本容量很大，测量模型中每一因素项目数超

过 4 或 5 个时，其模型拟合往往不佳，而项目包是一个

心理结 构 更 可 靠 的 指 标，可 以 产 生 更 好 的 模 型 拟

合［25］。因此，基于校园欺凌可分为三种类型和学校归

属感问卷的项目数较多，在构建模型之前，对校园欺凌

问卷和学校归属感问卷进行打包处理。将校园欺凌问

卷打成 3 个包，包含关系型欺凌( 题项 1 和 6) 、言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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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凌( 题项 2 和 3) 和肢体型欺凌( 题项 4 和 5) 。将学

校归属感打成 4 个包，其中题项 1、4、7、10、13 组成包

1; 题项 2、5、8、11、14 组成包 2; 题项 15、17、18 组成包

3; 反向计分题项 3、6、9、12、16 组成包 4。以项目包作

为观测指标，将教师支持作为预测变量，学生遭受校园

欺凌作为结果变量，学校归属感作为中介变量进行路

径分析。结果表明，假设模型拟合良好: χ2 = 327． 07，

df = 51，ＲMSEA = 0． 048 ＜ 0． 05，ＲMSEA 的 90% 置信区

间为( 0． 04，0． 05) ，CFI = 0． 98，TLI = 0． 98，SＲMＲ = 0．

04。各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如图 1 所示，教师支持正

向预测学生的学校归属感( β = 0． 75，p ＜ 0． 001) ，而学

校归属感水平越高，学生越少受到校园欺凌( β = － 0．
43，p ＜ 0． 001) 。结合表 3 知，教师支持通过学校归属

感影响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 95% 置信区间不包括 0，

所以间接效应显著。另外，加入中介变量学校归属感

后，教师支持与学生遭受校园欺凌之间的路径系数不

再显著( β = 0． 06，p ＞ 0． 05 ) ，表明学校归属感在教师

支持和学生遭受校园欺凌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图 1 学校归属感在教师支持和学生遭受校园欺凌之间的中介作用

表 3 学校归属感中介效应检验的 Bootstrap 分析

间接效应 估计值 SE
Bootstrap
95% CI

教师支持→学校归属感→
遭受校园欺凌

－ 0． 32＊＊＊ 0． 04 ( － 0． 39，－ 0． 25)

4 讨论

4． 1 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学段差异

本研究发现，小学生遭受的校园欺凌显著多于初

中生，这与已有研究一致［26］。一方面，小学生对受欺

凌的认识可能存在一些偏差，把一些非欺凌行为也视

为欺凌行为。另一方面，小学生处理冲突的方式没有

中学生成熟，自我保护能力较差，对自身行为规范性及

行为后果责任性的认识也不明确。因此，小学生遭受

校园欺凌的可能性比中学生更大。基于此，学校、教师

及家长应积极关注学生尤其是小学生的心理状态和行

为表现，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支持。
4． 2 教师支持、学校归属感和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教师支持与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呈显著

负相关、与学校归属感呈显著正相关，这与已有研究结

果一致［27 － 31］。认知行为理论指出，人们的认知( 功能

不良思维或信念) 影响其情绪和行为。教师不关心和

帮助学生，会激发学生的核心信念———我是无能的、不
可爱的、没有价值的。这一认知促使学生体验到较多

的负性情绪，对自我的评价偏低，缺少自我保护，从而

增加了自己遭受欺凌的可能性。同样的道理，当教师

给予学生帮助和支持时，学生会认识到自己是有能力

的、可爱的、有价值的，从而体验到较多的正性情绪，愿

意悦纳自我、肯定自我，有自我保护的能力，以避免自

己遭受较多的校园欺凌。换言之，教师支持有利于提

高学生的同伴接纳度，增强学生对教师的情感依赖。
这一行为又会促使学生认识到自己是受同学和老师欢

迎的，从而对班级和学校有较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研究表明，学校归属感与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呈显著负

相关。当学校让学生感受到自己被排斥时，学生会产

生“我是不被学校接纳的、我是没有能力”的认知，体

验到更多的负性情绪，自我保护能力更差，也就更多地

遭受校园欺凌。
4． 3 学校归属感在教师支持和学生遭受校园欺凌之

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教师支持对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影

响通过学校归属感这一中介变量实现。班杜拉的三元

交互论指出，个人、环境和行为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的。学校归属感的实质是学生在学校中感受到被需要

和接纳，是学生和学校环境相互作用之后的产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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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给予学生的关心、帮助和支持，有助于学生形成积极

的自我认知———我是可爱的、有能力的，获得较多的积

极情绪。良好的情绪体验促使学生更加愿意接纳同伴

和依赖老师，更容易和老师、同学建立良好的关系。研

究表明，与同学、老师的关系是影响学校归属感形成的

重要人际要素［32 － 33］。当融洽的师生关系促进学生形

成较高的学校归属感时，学生倾向于认可和接纳学校，

而良好 的 学 校 生 态 环 境 能 有 效 缓 解 受 欺 凌 者 的 困

境［34 － 35］，避免学生遭受更多的校园欺凌。
4． 4 教育建议

本研究表明，学校归属感在教师支持对 4 ～ 9 年级

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

此，为促进学生形成较强的学校归属感，减少学生遭受

校园欺凌，国家、学校和教师应该有所作为。
国家及学校应认识到增加学校归属感和教师支持

对减少校园欺凌的重要作用。国家应健全校园欺凌防

治规范和制度，为中小学校园欺凌的防治和治理提供

法律依据。从学校角度而言，应努力做到以下四点: 第

一，积极营造全校明确反对欺凌的校园氛围和班级氛

围［36］，建立或完善后勤部门对于学生遭受欺凌的帮助

和服务工作，为学生提供安全的学校环境，以增强学生

对学校的信任感和归属感。第二，增强校园文化对学

生的正向熏陶功能［37］，引导学生学习和践行“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学校的

校风、教风、学风及其规章制度等都属于校园文化的一

部分。学校应着眼于发挥校园文化的正向作用，秉持

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处理学生矛盾，为学生身心

健康发展提供安全保障。第三，定期开展丰富多彩的

教育活动，为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合作精神及班级荣

誉感提供平台，以增加学生对学校的亲切感和认同感，

促进同学之间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减少校园欺凌的发

生。第四，定期开展教师职业道德培训，为学生获得良

好的教师支持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教师应充分认识到教师支持在增加学生的学校归

属感和减少学生遭受校园欺凌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并

努力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尊重和爱护每一个学生，关

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鼓励和引导同学们相亲相爱、互
帮互助，以增强学生对教师的信任、对学校的信赖。第

二，教会学生认识欺凌行为，并识别可能遭受校园欺凌

的学生，给予他们心理上的支持和鼓励。第三，在班级

内部开展小组比赛，促进良性互动，以营造平等、包容、
和谐的班级氛围，促进学生对同学、老师、班级及学校

的认同。

5 结论

通过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5． 1 小学生遭受的校园欺凌显著多于初中生;

5． 2 4 ～ 9 年级学生遭受校园欺凌与教师支持、学校

归属感呈显著负相关，教师支持与学校归属感呈显著

正相关;

5． 3 学校归属感在教师支持对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

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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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Teachers＇ Support on the Bullying of the 4th-9th
Grader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chool Belonging

GUO Junqiao ZHAO Bihua
(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241000)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4th-9th graders＇ school belonging on
their teachers＇ support and the bullying of students，by testing 2364 students with the questionnaires for the
bullying of students，teachers＇ support and school belonging． The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 1) The bull-
ying of students was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eachers＇ support and school belonging，and
teachers＇ support wa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chool belonging; and ( 2) school belong-
ing completely mediated between teachers＇ support and the bullying of student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eachers＇ support can help reduce the bullying of students through the increase of school belonging．

Key words being bullied teachers＇ support school belo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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