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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采用对校园欺凌干预方案内容进行质化分析，旨在探索出不同学段有效干预方案的特点。本文结合已

有元分析结果，选取出有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 21 个（其中，针对小学生的方案 9 个，针对初中生方案 11 个，

无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 5 个），并对其内容进行整理。通过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发现，有效的校园欺凌干预

方案可以从干预时间、干预目标、干预形式这三大维度来进行划分。干预时间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短期、中期

和长期。干预形式包括干预培训、团体辅导式干预和综合保护式干预。干预目标包括认知、情感、能力和行

为方面的提升。针对小学生的有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的干预目标主要集中在能力的提升上，主要为识别和控

制情绪的能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的提升；干预形式主要是团体辅导式干预；干预时间均为中期干预。针对初

中生的有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的干预目标主要是能力的提升，尤其是社交技能和问题解决技能的提升；干预

时间多为长期干预；干预形式主要是团体辅导式干预，此外，针对初中生的有效校园欺凌干预同样注重干预

培训与综合保护式干预的使用。无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多为团体辅导式干预，其侧重于对干预对象认知的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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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校园欺凌现象是常见的问题行为。近年来，校园欺凌领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相关的研究也不

断的累积。总体而言，校园欺凌领域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有关校园欺凌现状的调查，这类

研究主要分析不同学生群体校园欺凌的现状以及人口学分布；第二是有关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

方式，这类研究主要分析校园欺凌的形成过程；第三是有关校园欺凌干预的研究，这类研究包括国外校

园欺凌方案的介绍以及校园欺凌干预效果元分析。我们认为，这些研究主要解决了校园欺凌“是什么”“为

什么”的问题，但在“怎么办”上，相关的研究还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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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Olweus 于 1983 年开始实施反欺凌项目，近四十多年，学校工作者和研究者设计了大量的反欺凌

方案。按照学科视角的不同，可分为法律视角的干预和教育视角的干预［1］。按照欺凌干预的对象，可

分为针对欺凌者的干预、针对受欺凌者的干预以及针对旁观者的干预。

法律上对校园欺凌行为采取的是零容忍的态度，以强硬的法律手段来保证欺凌者受到应有的惩罚，

保障被欺凌者的合法权益。从国家立法的层面来看，各国都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美国校园欺凌专项

立法起步较早，现在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制度。日本利用《少年法》等一整套的法律法规

体系应对和处理校园欺凌问题，明确了国家、地方公共团体、有关国家机关、学校和监护人五方面的责任，

建立了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模式。

教育界关于校园欺凌的干预旨在创造包容友好的环境来替代充满恶性竞争的不良校园氛围。在日常

道德教育和传统学科模式的框架内，学校仅仅把欺凌当作学生之间的矛盾来处理，这和零容忍之间最大

的区别是不负责任，也没有正义，而是通过纪律来阻止争端。校园欺凌的干预也离不开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者的工作。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们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校园欺凌进行干预：恶性事件评估、个别干

预及疏导、团体辅导、心理健康干预课程及形式、跟踪回访及评估［2］。韩婷芷（2020）指出校园欺凌

的干预是有效的，且需要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各方各司其职，一起创建多元合作的联

动机制，才能更好的对校园欺凌进行干预［3］。

指向欺凌者的干预方案旨在减少他们的攻击性或者欺凌行为。例如：神经咨询假学说认为，欺

凌行为主要是由自我认知偏差导致的，因此对欺凌者干预的关键在于纠正欺凌者的自我认知偏差［4］。

澳大利亚的学校为预防校园欺凌问题发生设置反思室（Reflection Room），如果发现学生出现不良

行为时，就会将这些有问题行为的学生送到反思室，让他们去反思自己的行为和表现［5］。指向欺凌

受害者的干预方案主要通过心理健康辅导、社交技能训练等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降低受欺凌

频率。例如，学生心理援助计划（SAP）通过调整校园欺凌事件中学生的心理状态来提升学生的心

理健康水平，使得校园欺凌的损害最小化［6］。德国自 2002 年来采用的无过错干预方法来防止校园

欺凌。这种方法的核心不是在欺凌事件中指责任何一方，而是组成“支持小组”，以此来鼓励其他

学生主动帮助遭受欺凌的学生改善他们的处境。该方法实施之后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针对所有学

生的干预方案主要通过教育、纪律、和家长社区的合作等增强学生对欺凌的认识，提升求助的意识，

进而改变学生的态度和行为。例如，美国的 STAC 以学校为基础、以学校辅导员为主导，以预防欺

凌事件、解决欺凌问题为出发点，旨在通过学校辅导员提高学生识别校园中欺凌行为的能力，培养

学生使用 STAC 策略（转移注意力；寻求帮助；陪伴安慰；换位思考）的信心，训练学生作为旁观

者能够对欺凌现象进行有效干预，降低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率［7］。美国密歇根州于 2016 年率先推

出“美国密歇根州中小学教师反欺凌计划”，该计划以教师为主体，旨在通过对教师的培训，利用

教师的力量来减少校园欺凌情景的出现［8］。

在干预效果方面，研究者主要采用元分析技术评估其效果以及其中的调节因素。结果表明，无

论年代更迭，校园欺凌干预效果并不好，总体仅较弱的积极效应［9-11］。但元分析的调节因素仅停留

在干预的时长、干预对象、干预技术等干预方案的外部特征，并不能深入对干预方案内容进行详尽

的分析。



校园欺凌干预方案质化研究2021 年 9 月
第 3 卷第 9 期 ·641·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https://doi.org/10.35534/tppc.0309080

综上所述，校园欺凌的干预尚属于国内校园欺凌研究领域较为薄弱的环节。个别干预方案的介绍过

于片面，元分析也无法抽离出有效干预方案的特征。鉴于此，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对有效或无效干预方案

的内容进行质化分析，探索出针对不同学段的有效与无效的干预方案特征，为校园欺凌干预提供更多的

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选择与处理

参照 Gaffney（2019）元分析结果，选取该元分析有效与无效的干预方案作为分析对象［10］。

2019 年 至 2021 年 的 欺 凌 干 预 研 究 则 通 过 Google Scholar，Web of Science，Proquest，Science 

Direct，Wiley 等平台以“bullying intervention”“anti-bullying program”等关键词进行手动检索，

选取明确记载了校园欺凌干预方案及过程的文献进行分析。通过人工筛选和阅读，最终得到有效校

园欺凌干预方案 21 个，分别记为 P1、P2、P3…P21，无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 5 个，记为 N1、N2、

N3、N4、N5。在有效干预方案中随机抽取 5 个方案出来用以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对有效校园欺凌

干预方案进一步划分，分为针对小学生群体的有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 9 个和针对中学生的有效校园

欺凌干预方案 11 个。

2.2  文献编码方法

Nvivo 软件常用的编码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根据研究主题采用自上而下的编码方式，确定编码节点，

以此形成研究框架。第二种：自下而上的编码，多采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扎根理论编码分为三个步骤：

一级编码、二级编码、三级编码。本文采用第二种办法对资料进行编码。

2.3  研究工具

采用 Nvivo12 软件对不同方案进行编码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有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编码

3.1.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也叫一级编码，开放式编码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研究人员采取

一种完全开放的态度，抛开他自己预先建立的理论框架，完全致力于原始材料，以实现对原始材料的分

析提取的概念。开放式编码有助于研究人员对数据的详细理解；它帮助研究人员避免将自己的主观观点

强加于研究对象。通过对有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原始资料的仔细分析，共抽取出 23 个范畴作为开放式

编码的结果，具体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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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开放式编码形成的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open coding

三级节点 原始资料举例

学习校园欺凌
相关知识

P14 一段关于一个被同学口头欺负的女孩的短片作为小组讨论的素材，讨论了侮辱的影响以及笑话和侮辱
的区别；
P4 了解什么是欺凌和网络欺凌，反思参与这些情况的人：提供对欺凌和网络欺凌概念的具体见解；明确这
一现象涉及的三个角色（受害者、攻击者、观察者）并了解与这些角色相关的行为；

了解校园欺凌
后果

P1 向参与者传授欺凌的负面影响；
P8 提高学生对欺凌问题及其严重性的认识，以及对所涉及的群体机制的认识；

同理心的培养
P14 一段关于网络欺凌的短片邀请学生反思受害者的感受，以及老师和家长如何能够提供帮助；
P4 培养对受害者的同情心；

观点采择的 
培养

P4 提高移情能力，以取代他人，了解他人的情绪状态；
P8 在两个多小时的教学时间里，小组和全班讨论了学生在欺凌过程中扮演的参与者角色，采取不同角色的
原因、好处、感受和后果（对应的材料：个别完成开放式句子）；

社交技能
P5 单元三内容是建立和破坏关系，目标是提高儿童人际交往的能力，具体内容包括如何维系友谊、如何面
对寂寞和被拒绝、如何解决与朋友的冲突、如何结交朋友；
P10 为同伴教育者举办培训日，重点是沟真实和虚拟互动中的社交技能；

沟通技能
P5 单元二内容是沟通，目标是提升儿童表达情感以及与人沟通的能力，具体内容包括促进沟通、聆听、谁
能帮助我们、说出心中话；
P10 为同伴教育者举办培训日，重点是沟通技能；

合作技能
P18 有了音乐，学生们可以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提高参与者之间的尊重标准，学会团队内的和谐和团队
合作；
P20 此外，还对导师和被辅导者进行了访谈，并在此期间发展了小组动力，以促进他们之间的合作；

识别与控制情
绪技能

P17 在班级项目中，学生们接受了几项能力的训练，包括识别自己的情绪和他人的情绪，以及以非攻击性
的方式处理这些情绪；
P5 提升儿童识别不同情绪的能力和应对负面情绪的能力，具体内容包括悲伤与欢乐、愤怒与烦恼、妒忌、
紧张；

问题解决技能
P5 单元五是改变和失去，目标是提升儿童问题解决能力和情绪控制的能力，具体内容包括改变和失去是生
活的一部分、面对死亡、到墓地、从改变和失去中学习。单元六内容是适应新环境，目标是提升儿童问题
解决能力和情绪控制的能力，具体内容包括面的新环境的策略、如何帮助别人、适应新环境、一起庆祝；

面对校园欺凌
时的做法

P17 此外，当学校里有人遇到消极的情况时，他们会感到有责任，并学会如何以一种可能改善现状的方式
做出反应。最重要的是，学生学习如何以旁观者或受害者的身份处理欺凌事件的策略；

自我积极做法
P6 第五单元。对自己和他人诚实的社会和情感上的积极行为。例如，承担责任告诉自己和他人真相，承认
错误，不责怪他人或合理化，做你说你会做的事，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校园欺凌知识
培训

P13 在培训期间，教师们获得了：根据 1999 年 10 月收集的干预前数据，对自己班级情况的反馈；关于欺
凌的事实：关于欺凌现象及其机制的研究结果；

校园欺凌解决
策略培训

P20 以社会情感法为基础，对学生导师进行为期 1 小时的 3 节课的初步培训。培训内容涉及导师的个人素质、
导师职能、社交能力、亲社会行为、同理心和解决问题的策略；

角色扮演 P16 学生们在课堂上直接练习技能，并通过角色扮演进行练习；
游戏 P5 孩子们通过绘画、角色扮演、表演练习、游戏和对话来学习这些主题；

小组互动与
讨论

P1 视频和小册子通过角色扮演、小组讨论和焦点小组等积极方式使用；

个体层面
P11 针对个别儿童遭受欺凌和 / 或伤害的问题进行了干预 , 向孩子们传达了对欺凌的担忧，联系了他们的父
母，并实施了后续行动，以确保欺凌行为不会继续下去；

家长层面 P11 在家长层面，举办了信息之夜，并就方案及其目标进行了沟通；

学校层面
P13 在我们的培训课程中，强调了反对欺凌的全校政策的作用，并给出了制定这种政策的指导方针。老师
们被鼓励把这个信息带到他们的学校，并促进制定全校反欺凌政策过程；

社区层面 P10 通过同伴教育者和其他虚拟参与者的网络活动，针对社区层面；
1 周内 P2 开发了两个版本的“媒体英雄”：四个 90 分钟会议的短版，预计在一天内实施；

1 个月至 
3 个月

P7 干预包括为期 8 周的课程和活动，旨在解决 3 至 5 岁儿童的身体和关系攻击、身体和关系受害以及亲社
会行为；

3 个月以上 P20 该计划包括 9 个课程的干预，每个课程持续 1 小时，分布在辅导行动计划的整个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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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关联式编码

关联式编码（Relational Coding）也称二级编码，其主要目的是发现和建立概念类性别之间的各种联系，

以表示信息各部分之间的有机关系。关联式编码是将分散的材料组织成类属和关系的形式。通过分析将

上述 23 个开放式编码归纳为认知、情感、能力、行为、干预培训、团体辅导式干预、综合保护式干预、

短期干预、中期干预、长期干预 10 个关联式编码及干预目标、干预形式、干预时间 3 个核心式编码，

如表 2 所示。

表 2  关联式编码和核心式编码形成的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correlation coding and core coding

一级节点 二级节点 三级节点 编码参考数

干预目标

认知
学习校园欺凌相关知识 13

了解校园欺凌后果 4

情感
同理心的培养 6

观点采择的培养 7

能力

社交技能 9
沟通技能 2
合作技能 4

识别与控制情绪技能 10
问题解决技能 6

行为
面对校园欺凌时的做法 7

自我积极做法 2

干预形式

干预培训
校园欺凌知识的培训 6

校园欺凌解决策略的培训 7

团体辅导式干预
角色扮演 7

游戏 5
小组互动与讨论 8

综合保护式干预

个体层面 5
家长层面 3
学校层面 6
社区层面 3

干预时间
短期干预 1 周内 1
中期干预 1 个月至 3 个月 3
长期干预 3 个月以上 6

由表 2 可以看出影响校园欺凌干预方案实施的因素有三个维度，从干预目标来看，有能力、认知、

行为与情感；从干预形式来看，有综合保护式干预、团体辅导式干预和干预培训；从干预时间来看，有

短期干预、中期干预和长期干预。在干预目标维度上，能力因素获得了较多编码，其次为认知因素；在

干预时间维度上，多数干预方案为长期干预；在干预形式维度上，主要为团体辅导式干预，其次为综合

保护式干预。

3.1.3  核心式编码

核心式编码（Core Coding）也叫三级编码，是对所分析的所有概念属性进行系统分析后选择一个核

心类别，并将分析重点放在与核心类别相关的编码上。与其他类属相比，核心类属应占主导地位，可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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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大部分研究成果，理论范围相对较广。通过对各个关联式编码的考察和深入分析，同时结合原始资料

进行反复比较，关联式编码进一步概括为干预时间、干预形式、干预目标这 3 个核心范畴，具体见表 2。

对开放式编码、关联式编码及核心式编码进行模型建构，干预时间、干预形式、干预目标均影响校园欺

凌干预方案实施的效果，干预目标中，认知与情感影响着行为，认知、情感、行为、能力共同构成干预

目标。具体见图 1。

图 1  有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实施效果影响机制模型图

Figure 1 Model of effective campus bullying intervention scheme implementation effect impact 

mechanism

3.1.4  理论饱和度检验

将剩下的 5 个方案同样依据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步骤进行新一轮编码，发现没有新的范畴出现，各

节点之间符合原有逻辑关系，因此有效校园欺凌干预实施效果影响机制模型在理论上达到饱和。

3.2  针对小学生的有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编码

由于针对小学生的有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是从前文的有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中抽取出来的，有效校

园欺凌干预方案涵盖了此类方案，因此针对小学生的有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编码依据前文所设节点来进

行编码分析。编码结果如表 3 所示。

由表 3 可知，针对小学生的有效校园欺凌干预的干预目标主要集中在能力的提升上，主要为识别和

控制情绪的能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的提升；干预形式主要是团体辅导式干预；干预时间均为中期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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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针对小学生的有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编码结果

Table 3 Coding results of effective campus bullying intervention programs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一级节点 二级节点 三级节点 编码参考数

干预目标

认知
学习校园欺凌相关知识 5

了解校园欺凌后果 1

情感
同理心的培养 2

观点采择的培养 1

能力

社交技能 3
沟通技能 1
合作技能 0

识别与控制情绪技能 4
问题解决技能 4

行为
面对校园欺凌时的做法 4

自我积极做法 2

干预形式

干预培训
校园欺凌知识的培训 4

校园欺凌解决策略的培训 4

团体辅导式干预
角色扮演 6

游戏 5
小组互动与讨论 6

综合保护式干预

个体层面 2
家长层面 2
学校层面 4
社区层面 1

干预时间
短期干预 1 周内 0
中期干预 1 个月至 3 个月 3
长期干预 3 个月以上 0

3.3  针对中学生的有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编码
针对中学生的有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编码依据前文有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编码节点进行，编码结果

如表 4 所示。针对中学生的有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的干预目标主要是能力的提升，尤其是社交技能和问

题解决技能的提升；干预时间多为长期干预；干预形式主要是团体辅导式干预，此外，针对中学生的有

效校园欺凌干预同样注重干预培训与综合保护式干预的使用。

表 4  针对中学生的有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编码结果

Table 4 Coding results of effective campus bullying intervention programs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一级节点 二级节点 三级节点 编码参考数

干预目标

认知
学习校园欺凌相关知识 8

了解校园欺凌后果 4

情感
同理心的培养 7

观点采择的培养 4

能力

社交技能 6
沟通技能 2
合作技能 4

识别与控制情绪技能 3
问题解决技能 5

行为
面对校园欺凌时的做法 4

自我积极做法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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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节点 二级节点 三级节点 编码参考数

干预形式

干预培训
校园欺凌知识的培训 4

校园欺凌解决策略的培训 2

团体辅导式干预
角色扮演 3

游戏 1
小组互动与讨论 5

综合保护式干预

个体层面 3
家长层面 1
学校层面 2
社区层面 2

干预时间
短期干预 1 周内 1
中期干预 1 个月至 3 个月 0
长期干预 3 个月以上 6

3.4  无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编码

针对无效的校园欺凌干预方案，采用前文相同的三级编码步骤来进行编码，最终获得 17 个三级节点，9

个二级节点以及 3 个一级节点。具体编码结果见表 5。由表 5 可知，无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在干预形式上主要

为团体辅导式干预；在干预目标上侧重于能力的提升，其次为认知的提升；在干预时间上较多的是长期干预。

表 5  无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编码结果

Table 5 Coding results of ineffective campus bullying intervention scheme

一级节点 二级节点 三级节点 编码参考点数

干预目标

能力

社交技能 1
正确决策技能 1
心理社会技能 1
问题解决技能 1

情感
同理心 1

观点采择 1
行为 面对欺凌做法 2

认知
了解欺凌相关知识 3
了解欺凌行为后果 1
了解心理健康知识 1

干预时间
短期干预 3 个月以内的干预 1
长期干预 3 个月以上的干预 2

干预形式

综合保护式干预
学校层面 2
家庭层面 2

团体辅导式干预
小组互动与讨论 3

角色扮演 3
干预培训 关于欺凌的培训 4

4  讨论与分析

4.1  有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特征

4.1.1  干预目标
本研究将干预目标划分为认知、能力、行为、情感四个方面。研究发现，在有效的校园欺凌干预方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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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在认知方面，向干预对象普及校园欺凌的相关知识及其严重后果，并提供解决策略。在能力方面，

识别与控制情绪的技能和社交技能较多被提及。在干预过程方面，会提供机会供干预对象们练习如何使

用这些技能。在情感方面，主要包括同理心和观点采择的培养。在行为方面主要包括面对校园欺凌的应

对方式与积极的自我行为。

有效的校园欺凌干预方案重点在提升人们的认知从而改变自身的行为，以达到减少校园欺凌的目的。

行为同时又受情感因素的影响。旁观者在目睹校园欺凌发生时，主动上前进行干预是一种利他行为。利

他性是人性的一部分，受多种方面的影响，包括既有内部动力因素，如移情作用，又有影响利他行为的

外部条件［12］。尚思源等（2020）经过元分析发现认知与情绪对行为均产生正相关的影响，且在青少年阶段，

行为与情绪的关系更为密切［13］。能力下的三级节点包括社交技能、沟通技能、合作技能、识别与控制

情绪技能和问题解决技能。具有高度社交能力的人可以在各种场合交流，避免尴尬和恐惧以及焦虑［14］。

校园欺凌中的被欺凌者多具有内向的特质，社交技能的训练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集体中。良好的沟

通技巧更适合个人建立积极的关系，对个人的身心健康也有益处［15］。王付曼等（2011）通过研究发现

高度的自我控制和合作能力都是防止暴力攻击的因素，通过提高同理心、自我控制、合作能力和减少对

暴力攻击的信念的教育，可以减少暴力行为的发生［16］。

4.1.2  干预形式

干预培训是指在干预实施前对干预者进行相关培训。Ostrov（2015）的研究表明，在实施项目之前，

阅读、培训、演示、指导练习和技能角色扮演等方式是常见的培训方式［17］。干预培训的内容包括对干

预指导者进行技能或知识储备方面的培训，大多数干预者都是老师，专家们会给老师们提供专业的培训，

向他们普及一些专业知识，教授他们一些问题解决策略，对某些问题向他们提供建议。干预准备在某种

程度上可以提高干预指导者的专业素养及问题解决的能力，使其带着较为丰富的经验进行校园欺凌干预。

团体辅导式干预是指依据团体动力学的基本知识，由专业化人员运用专业知识与技能来帮助成员获

得积极影响的一种心理辅导方式。主要方法包括角色扮演，头脑风暴等。在有效的校园欺凌干预方案中，

团体辅导式干预被编码次数较多。由此可以推测，团体辅导式干预可以较好的减少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

团体辅导式干预的方法主要有角色扮演，头脑风暴以及各种技能的课堂训练，这些可以帮助干预对象们

更好的体验欺凌以及被欺凌者的感受，以及学会运用适当的技能应对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这些方法可

以加强参与者的体验感。

综合保护式干预是指全方位，多层次的干预。全面的反欺凌计划应该包括多层次的干预因素，包括

学校、班级、家长、同伴和个人等不同层面。综合保护式干预是有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的侧重点。部分

有效的校园欺凌干预方案中提及让学生共同制定班规这一做法。有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中对学校层级的

干预进行了较多的编码。在实施干预的学校中，最显著的干预因素包括扩大网络已建立联系，全校范围

内的活动，以及教员的支持［18］。Farrington 和 Ttofi（2009）发现，以学校为基础的反欺凌项目有效地减

少了大约 20%-23% 的欺凌行为和大约 17%-20% 的欺凌受害者［19］。但是 Gaffney（2019）通过对部分

校园欺凌干预方案的元分析表明，并不是所有以学校为基础的干预方案都具有效果［11］。Yoder（2020）

等认为干预项目的实施效果可能因学校环境而异，并可能受到包括地点、资源、人员或学校氛围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学校层面的干预不能保证干预实施的效果［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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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干预时间

将干预时间划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短期为一周内即可完成干预，中期时间为 1-3 个月，长期为

3 个月以上。从编码情况来看，绝大部分有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属于长期干预。

短期干预可能目标更明确，相比较长期干预而言，短期干预不需要太多冗长复杂的干预步骤，干预

对象更能清楚地明白自己需要做出怎样的改变。但是短期干预由于时间较短的原因，干预效果无法长久

保持。相比较而言，长期干预的方案贯穿于整个学年之中，不断地提醒干预对象校园欺凌这一现象，因

此干预对象可以较长时间的关注校园欺凌行为并改变自己的行为以达到校园欺凌干预成功的目的。

4.2  针对小学生的有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

针对小学生的有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具有以下特征：偏重识别与控制情绪技能与问题解决技能的提

升；团体辅导式干预为主；中期干预。小学生情绪外露且不够稳定，缺少自控［20］。因此针对小学生的

校园欺凌干预方案注重识别与控制情绪技能的提升。团体辅导式干预包括角色扮演，游戏等充满趣味性

的活动形式，考虑到小学生的认知水平，这一干预方法适合小学生这一群体，有助于他们更容易的理解

干预者的目的，也有益于他们激起兴趣，更好的学习相关技能。

4.3  针对中学生的有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

由对中学生的有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的编码可知，针对中学生的有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具有以下特

征：侧重于社交技能和问题解决技能的提升；干预时间多为长期干预；干预形式主要是团体辅导式干预，

此外，针对中学生的有效校园欺凌干预同样注重干预培训与综合保护式干预的使用。

中学生处在幼稚与成熟的过渡期，既成熟又幼稚，既固执又柔和。中学生的情绪变化很大，攻击性

行为往往是认知 - 情感失调的结果。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可以创造一种安全感，缓解中学生的情绪波动，

从而减少攻击性行为［21］。在干预形式上，除了以团体辅导式干预为主，方案设计者们还注重了综合保

护式干预的使用。综合保护式干预提供全方位的干预，可以保证中学生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学校，抑或

是在社区，都可以接收到校园欺凌干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逐渐的接受自己行为认知等方面的改变。

考虑到中学生的认知水平相对较高，因此干预培训被放在与综合保护式干预同等的地位上。干预培训可

以增加中学生的认知。中学生群体具有好奇心强、思维灵活、直觉感性思维为基础、自我意识强烈、情

感丰富、自控力较差的特点［22］。由于中学生易冲动、缺少自控、容易与人起冲突，因此干预目标更加

注重社交技能的提升。

4.4  无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特征

无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主要以团体辅导式干预的形式进行，多为长期干预，重点是认知的提升，其

次关注点为能力的提升。而有效的校园欺凌干预方案的首要关注点是干预对象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干预

形式同样偏向于团体辅导式干预。

校园欺凌干预方案的目的是减少及避免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因此干预对象学习如何应对校园欺凌

现象是很重要的。在有效干预校园欺凌干预方案中一系列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干预对象更好的处理及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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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欺凌现象的发生，无效校园欺凌干预方案侧重点在干预对象关于校园欺凌认知的提升上，其次才是

能力的提升，干预对象在面对校园欺凌时可能更多的是对这一现象的认知，而不是该如何去做。因此干

预效果可能达不到预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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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ative Research on School Bullying Intervention Program

Kong Bojian Liu Liyan Wu Weifang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onoly, Changzhou

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of campus bullying intervention program,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ffective intervention programs in different stages. Combined 
with the existing meta-analysis results, 21 effective campus bullying intervention programs were selected, 
including 9 programs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11 programs for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5 ineffective campus bullying intervention programs, and their contents were sorted out. Through the 
three-level coding of grounded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effective campus bullying intervention programs 
can be divid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intervention time, intervention goal and intervention form. The 
intervention time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short-term, medium-term and long-term. The intervention 
forms include intervention training, group counseling intervention and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intervention. The intervention objectives include the improvement of cognition, emotion, ability and 
behavior. The intervention goal of the effective campus bullying intervention program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mainly focuses on the improvement of ability, mainly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and control emotions 
and the ability to solve problems; The main form of intervention is group counseling intervention; The 
intervention time was medium-term intervention. The intervention goal of the effective campus bullying 
intervention program for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s to improve their ability, especially their social 
skills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Most of the intervention time was long-term intervention; In addition, 
the effective campus bullying intervention for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lso pays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intervention training and comprehensive protective intervention. Ineffective campus bullying 
intervention programs are mostly group counseling intervention, which focuses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gnition of the intervention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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