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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心理学视角的校园排斥行为探究与干预

张新昊ꎬ张野ꎬ杨硕

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ꎬ辽宁 １１００３４

【摘要】 　 校园排斥行为作为社会排斥研究的校园层面尤为人们关注ꎬ 其威胁中小学生正常的关系和归属获取ꎬ 致使学生

的需要受挫ꎬ产生负面情绪和行为ꎬ 不能很好地处理同学以及社会关系ꎬ 阻碍了心理健康的发展ꎮ 进化中认为行为都有

其一定的适应价值ꎬ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在语言、需要与动机、社会地位方面对排斥的影响因素作了初步解读ꎬ 资源获

取、狩猎－采集假说、同性竞争等都提供了一定的演化基础ꎮ 因此ꎬ 在对于排斥行为的干预和预防时ꎬ 营造接纳多样性的

校园氛围对全体学生的引导有着积极作用ꎬ 加强情感和认知干预也缓解了排斥行为产生的不良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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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近年不断出台的各种针对校园内发生欺凌

现象治理的政策ꎬ 校园学习和生活氛围逐渐被人们所

重视ꎮ 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ꎬ 被排斥和被欺凌的经历

是相似的ꎬ 这种不被接纳的行为对个体或群体的影响

也是相似的ꎬ 因此可以将欺凌与排斥集合在一起进行

探究[１] ꎬ 但是并非所有的排斥事件都视为欺凌[２] ꎬ 只

有涉及到两者之间力量的不平衡以及反复出现的侵

害行为才可能被认定为欺凌[３] ꎮ 相比之下排斥行为

更容易被隐藏[４] ꎬ 对个体造成的内化(如焦虑)和外

化(如攻击)问题也不容易重视ꎬ 尤其对于心理健康

水平较低的学生更易受到伤害[５－６] ꎮ 有研究对发生在

校园内的社会排斥定义为校园排斥ꎬ 具体来说就是学

生在校园生活中被他人或其他团体拒绝或者忽视ꎬ 难

以建立和保持正常人际关系ꎬ 致使其归属需求和关系

需求受到阻碍的现象和过程[７] ꎮ 人作为一种社会性

动物ꎬ 处处离不开交际ꎬ 必须被纳入到有意义的社会

关系中[８] ꎬ 当自身的纳入感受到威胁时会让个体产生

众多的负面影响ꎬ 如社交焦虑、孤独、认知干扰等一系

列问题ꎬ 尤其对于学生群体来说ꎬ处于身心发展速度

较快的阶段相对更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９] ꎮ 而校园

环境是学生最直接的社会背景ꎬ 对产生的排斥原因进

行探究有利于建设和谐校园ꎮ
在人类的进化发展进程中ꎬ 校园出现的时间并不

长ꎮ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看ꎬ 校园是人们学习交流以

及建立社会关系、进行人际促进的场所ꎬ 具有其相应

的适应性价值ꎮ 利用进化心理学的观点对校园排斥

的心理机制和相关因素进行探析ꎬ 有助于更好地了解

和解决其中产生的一些困惑ꎮ

１　 校园排斥的影响因素

１.１　 语言的影响　 语言系统是人类出现较晚的特征

之一ꎬ 集中体现人类的心智能力ꎬ 动作与语言是彼此

互补的ꎬ 在表达上具有一致性[１０] ꎮ 语言的最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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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性的ꎬ 用来与他人进行交流互动ꎬ 而语言能力

较弱的孩子更有可能表现出外在的行为问题ꎬ 以及被

同伴拒绝ꎬ而同伴拒绝反过来又影响外在问题[１１] ꎮ 也

就是说ꎬ因为语言表达能力较低ꎬ不能很好地与人交

流而受到排斥ꎬ 自我内部语言无法有效地调整行为ꎬ
更加减少了促进语言能力的机会ꎬ 也因此不愿与同龄

人进行交流ꎮ 语言可以帮助孩子规范自己和他人的

行为ꎬ 无法控制自己攻击性行为的孩子被同伴排斥的

风险更大[１２] ꎮ 具有更高语言能力的儿童能够表现出

更高的认知能力和合作能力ꎬ 语言技能与儿童理解社

会排斥能力相关[１３] ꎮ 在发展过程中ꎬ 言语或显性社

会排斥比非言语或隐性社会排斥能更早被发现[１４] ꎮ
语言能够涉及复杂环境和认知评价的信息互换ꎬ

提高活动效率ꎮ 利用语言应对群体生活中所面临的

诸多社会问题ꎬ 能够起到促进人际信任的作用ꎬ 以使

人类能够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狩猎采集以及工具制

造[１５] ꎮ 一直以来ꎬ研究者普遍认可“男性—狩猎者”
和“女性－采集者”模型ꎬ 认为通过不断地狩猎采集推

动人类的进化ꎬ 随着广泛地制造和使用工具以及脑容

量快速增长ꎬ 在狩猎采集的活动中ꎬ彼此之间交流所

必须具备的复杂语言能力得到强化ꎮ
１.２　 需要与动机的影响　 需要是长期存在ꎬ且在人际

关系中起着纽带作用ꎬ受归属需要的驱使ꎬ人们就形

成和维持久的人际关系期望ꎬ 从而进行互动ꎮ 如果归

属需要受挫ꎬ 在较长时间里受到排斥ꎬ 可能就产生行

为偏差规避日常互动[１６] ꎮ 社会行为模式是经过长期

进化过程的结果ꎬ 群体成员的身份对于早期人类可能

具有适应性的价值ꎬ 因为相比于个人来说ꎬ 群体能够

更有效地进行许多生产和生存活动ꎮ
由于人们的行为普遍受到动机的影响ꎬ 而动机则

是为了获得接纳和避免排斥ꎬ 且动机具有进化的起

源[１７] ꎬ 来自人类对社会合作关系和群体成员的依赖ꎬ
从而在整个进化过程中延续生存和繁殖[８] ꎮ 有研究

者提出了多重动机模型[１８] ꎬ 预测个体受到排斥后会

出现亲社会、反社会和退避动机 ３ 种ꎮ 受动机的影响ꎬ
社会排斥也提高了社会敏感性[１９] ꎬ 当个体有机会或

有可能重新被其他群体或社会所接纳融合时ꎬ 被排斥

者往往会选择以能重新融入的认知方式去思考、表
现ꎻ反之则很可能出现反社会行为[２０] ꎮ 社会重新连接

假说认为ꎬ 当在一个地方寻求满足的动力受到阻碍ꎬ
通常就会努力找到替代方式来满足这一动力ꎬ经历过

社会排斥会使个体产生一定的亲社会经验ꎬ 增加与可

能潜在的关系建立起社会纽带的动机ꎬ 之前排斥的威

胁使其增加与人合作的期望[２１] ꎬ 对结交新的伙伴表

现出更大的兴趣ꎬ 但在这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个体差

异ꎬ 如长期受到负面社会评价排斥的个体也可能对潜

在可能存在的社会伤害更加警惕[２２] ꎮ

１.３　 相对地位的影响　 通过群体互动形成自我的社

会身份是关键ꎬ 进行群体活动的社会身份基础在于社

会认同[２３] ꎮ 儿童和青少年对其社会群体的认同程度ꎬ
以及作为该群体成员的经历ꎬ 会影响他们接纳外群体

同伴的意愿ꎮ Ｊｕｖｏｎｅｎ 等[２４]提出要了解谁有能力影响

他人ꎬ 就必须考虑该群体的社会结构ꎬ 特别是群体中

相对权力或地位的高低ꎬ 能够识别影响社会规范形成

或维持的内部动力相当重要ꎮ 基于儿童时期和青春

期群体成员身份的排他性行为延续了社会等级制度ꎬ
限制了弱势群体获得资源的机会[２５] ꎮ 获取社会支配

性是产生侵犯行为主要的动机之一ꎮ Ｌｅａｒｙ 等[２６] 认

为ꎬ个体普遍存在的一个目标就是获得社会地位和认

可ꎬ 群体的接纳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指标ꎬ 因为至少能

够表现出一个人获得了其他成员的尊重ꎬ对成为一个

理想的同伴或团队成员是至关重要的ꎮ 根据社会信

息加工理论ꎬ个体会根据环境中的线索ꎬ评估自身目

标ꎬ产生与目标相一致的行为[２７] ꎬ同样促使自己与群

体其他成员的行为相统一而获得群体接纳ꎬ拥有群体

内的地位[２８] ꎮ 有研究表明ꎬ班级地位等级性反映了班

级中学生权力和支配性地位的分布ꎮ 社会支配性地

位分布不均[２９] ꎬ而清晰的班级地位等级性会为他们在

同伴群体中提供额外的特权[３０] ꎮ
地位争夺的心理机制之所以能进化的关键就是

它能够让雄性获得更多的交配机会ꎮ 在人类中ꎬ男性

比女性更常使用武力攻击夺取他人的资源ꎮ 这种性

别差异早在 ３ 岁时就开始显露头角[３１] ꎮ 来自亲代投

资理论[３２]和性选择理论的同性竞争模型认为ꎬ攻击行

为是雄性长期进化以来获得的适应器[３３] ꎮ 进化假设

认为ꎬ人们通过攻击行为获取对繁殖活动有用的资

源ꎮ 如果受害者的宝贵资源被攻击者夺走ꎬ生存和繁

衍很大程度上面临危机ꎬ还会丧失他们当前拥有的地

位和声誉ꎮ
被排斥和攻击的受害者最直接的测量指标就是

自尊ꎬ丧失资源和地位对于个体来说意味着人际关系

下降ꎬ被接纳程度降低ꎮ 社会计量理论中提到ꎬ个人

的自尊水平是一个主观的检测他或她在社会上价值

的指标ꎬ能够反映监测个人人际关系的质量[２６] ꎮ 争取

更高的自尊和地位被视为最强大和最普遍的心理动

机ꎬ当自尊上升时ꎬ人们会经历愉快、积极的情绪ꎻ当
下降或受到威胁时ꎬ则会相反ꎮ 自尊是一种适应ꎬ是
为了维持社会关系中的相对支配地位而进化的ꎮ 至

少从这个范围来看ꎬ个体获取更广泛的积极社会评

价ꎬ更多的是为了避免被团体排斥而触发接纳性ꎬ其
中自尊起着非常重要的驱动作用ꎮ 由于文明的发展ꎬ
人们选择了将社会支配地位转变为将自己的等级评

价高于他人ꎬ实质就是自尊的争取ꎬ维护了自我的自

尊就是寻求了高声望ꎬ也利于维护自身地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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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校园排斥的干预研究

２.１　 情感和认知策略 　 根据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需要威胁时间

模型[１６] ꎬ受到排斥后会经历反射、反思和退避阶段ꎬ此
时个体的需要(自尊、归属、控制和有意义存在)受到

威胁ꎬ增加了负性情绪的表现ꎬ也影响了认知能力ꎬ应
对和干预策略应在反射和反思阶段间的窗口期进行ꎮ
因为在第一次痛苦的反应之后ꎬ受排斥者便开始对威

胁进行处理ꎬ此时进行干预能更快地恢复情绪和消除

需求威胁ꎬ减少消极和不适应的反应[３４] ꎬ对排斥情况

的不同分为 ２ 种干预策略:改变观点的认知策略和恢

复受威胁的需要策略ꎮ
改变观点的认知策略是帮助受害者从威胁中分

离出来ꎬ在消极中寻找积极的方面ꎬ使其正面重估风

险ꎬ接受并转移注意力ꎬ主要有分离观点ꎬ通过强调负

面事件影响的相对性并将自己的经验与其他经验进

行比较ꎬ降低后果的严重性ꎮ 由有经验的师长对低年

级学生进行事件分享ꎬ从观察者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经

历ꎬ重新界定消极情绪ꎮ 但是这对儿童和青少年的认

知能力也有比较高的要求:积极重评ꎬ将消极的情境

重新解释成积极的形式ꎬ视消极遭遇为个人学习和成

长的机遇ꎻ 正念ꎬ通过有目的地关注当下产生的意识ꎬ
并且不带批判性地关注时刻的体验ꎮ 将注意力放在

呼吸上ꎬ接受事件的发生并不是每一件事都是那么愉

快和积极ꎻ 重新聚焦ꎬ重新集中注意力或从负面事件

中分心出来ꎬ引导注意转向积极的想法ꎻ 叙事咨询ꎬ与
辅导教师共同制定叙事目标ꎬ提高自身社交关系参与

度[３５] ꎮ
恢复受威胁需要策略是帮助其重新认识自己的

价值ꎬ通过否认威胁来源进行自我肯定或贬损施害者

行为ꎬ然后思考与其他积极的人际或理想关系重申自

己对局势的控制和权力ꎬ主要有自我肯定和贬损施害

者ꎬ包括提醒自己拥有的正确价值观和积极品质ꎬ降
低威胁的价值性ꎬ贬损施害行为以保护自尊ꎻ 社会连

接或假想关系替代ꎬ提醒人们关注积极的社会关系ꎬ
如与家庭成员或好朋友的关系ꎬ通过假想社交关系ꎬ
如玩偶陪伴满足儿童对陪伴和接受的需求ꎻ 控制和权

力ꎬ使个体能够意识到有能力有力量来掌控自己的行

为ꎬ可以在更多情境中保持不被支配的地位ꎮ
２.２　 建设融洽环境　 社会排斥经历对人际关系和群

体间的关系造成损害ꎬ人际关系排斥包括因个体差异

或社交缺陷而被拒绝ꎬ群体间损害则是由群体成员或

群体因偏见或歧视而拒绝其他团体的成员ꎬ但 ２ 种形

式对个体的伤害基本相同[３６] ꎮ 以往在学校系统中采

取的应对和干预同伴侵害和欺凌的方案中ꎬ也大多同

时针对拒绝和排斥现象ꎬ 而且在实施中也表现较

好[３７－３８] ꎬ这些方案的目标一般都倾向于提高受排斥者

或处于受排斥风险中儿童的社交能力[３９] ꎮ 当基于人

际交往排斥时ꎬ可以加强社交技能培训[４０] ꎬ加强儿童

的语言交流ꎬ设置言语引导课程ꎬ从而提高合作对话

能力ꎮ 但是从群体背景下还要注重群体规范和促使

排斥和拒绝产生的社会等级地位问题ꎬ尽量去消除歧

视和偏见[４１] ꎬ创设开放包容性的环境[４２] ꎬ重视儿童道

德发展并鼓励群体成员以公平平等的方式对待他

人[４１] ꎮ
学校层面注重引导群体间的积极接触ꎬ多水平多

角度进行干预[４２－４４] ꎬ增强个体或群体的交往动机ꎬ而
ＫｉＶａ 项目是以学校为基础的整体预防和干预计划ꎬ并
不仅仅围绕实施者和受害者的少数当事人ꎬ而是整个

同伴群体ꎬ同时也鼓励旁观者采取积极应对措施ꎬ包
括对受排斥的个体施以援手ꎮ 该项目假设排斥者通

过侵犯地位相对低下的受害者彰显相对较高的地位ꎬ
并且排斥下的欺凌行为实际上是在同龄人中获得强

势地位的一种策略ꎮ 通过提高旁观者的同理心及其

自我效能感改变行为ꎬ加强交流并且支持鼓励被侵犯

者寻求社会支持[２９] ꎬ主要方法有纪律处分、提高学校

和社会监管、建立健全班级制度、对教师进行相关专

业知识培训、学校制定针对政策、家校会议等[３７] ꎮ 通

过学校层面的措施[５] ꎬ例如角色扮演、主题课程、视频

游戏、虚拟平台模拟等方式进行规范群体行为[４５] ꎮ 在

通过对一至九年级学生进行的项目实施检验后ꎬ实施

者和被侵犯者的人数都有显著的改善ꎬ并且小学生的

实际干预效果比初中生好[４６] ꎮ

３　 总结与展望

校园对于学生来说不仅是学习的场所ꎬ也是走向

社会的重要过渡阶段ꎮ 从人类不断地进化适应发展

的角度来说ꎬ语言、需要以及对地位的追求使个体获

得更多的资源ꎬ使自己在竞争中有更多的机会胜出ꎮ
在公平教育的环境下ꎬ应该对学生群体中产生的一些

刻板印象和偏见加以引导ꎬ注重青少年道德发展的培

养ꎬ对可能或已经产生的排斥性行为进行及时有效地

预防或干预ꎮ 学校氛围的接纳性对于塑造同伴群体

的相对平等性有很大的促进作用ꎬ而且还能鼓励旁观

者做出制止行动ꎮ 因此ꎬ对整个结构的预防加干预是

有益的ꎮ
在未来研究中ꎬ应当对校园排斥产生的原因和影

响进行多方面探究ꎬ尤其是因果性验证分析ꎬ及整合

理论框架做概括性的指导ꎮ 此外ꎬ随着网络的盛行和

普及ꎬ对维持和建立社会关系、情感交流等也有着相

应的适应性作用ꎮ 对于行为产生的多场景性以及线

上线下实施排斥行为的相关性ꎬ网络排斥行为的研究

也愈发重要ꎬ对比网络环境与真实环境是否存在差异

性对于全面了解这种现象的机制将更有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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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ＳＨＡＨＡＥＩＡＮ Ａꎬ ＲＡＺＭＪＯＥＥ Ｍꎬ ＷＡＮＧ Ｃꎬ ｅｔ 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ｋｉｌｌｓ[ Ｊ] .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 Ｒｅｓ Ｑꎬ ２０１７ꎬ４０:２０４ － ２１４.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ｅｃｒｅｓｑ. ２０１７. ０４.
００２.

[１４] ＨＷＡＮＧ Ｈ Ｇꎬ ＭＡＲＫＳＯＮ Ｌ.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ｌ￣
ｗａｙｓ ａｌｉｇｎ ｗｉｔ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Ｊ] . Ｊ Ｃｏｇｎ Ｄｅｖꎬ ２０２０ꎬ２１(２):１６６
－１９０.

[１５] ＤＵＮＢＡＲ Ｒ Ｉ Ｍ. Ｇｒｏｕｐｓꎬ ｇｏｓｓｉｐ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Ｊ] .
Ｊ Ｈｉｓｔ Ｂｅｈａｖ Ｓｃｉꎬ １９９８ꎬ３４(４):３９８－３９９.

[１６]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Ｋ Ｄ. Ｏｓｔｒａｃｉｓ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ａｎｄ ｉｇｎｏｒｅｄ
[Ｍ] / / Ｍ. ＺＡＮＮＡ ( Ｅｄ.)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ｏｇ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２７９－３１４.

[１７]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Ｔ Ｅꎬ ＤＥＬＴＯＮ Ａ Ｗꎬ ＫＬＥＩＮ Ｓ Ｂꎬ ｅｔ ａｌ.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ｏｍａｉ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Ｊ] . Ｅｖｏ Ｈｕｍ Ｂｅｈａｖꎬ ２０１４ꎬ３５(６):４７２－

４８０.
[１８] ＳＭＡＲＴ Ｒ Ｌꎬ ＬＥＡＲＹ Ｍ Ｒ.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ｚａ￣

ｔｉｏｎꎬ ｏｓｔｒａｃｉｓｍꎬ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ａ ｍｕｌｔｉｍｏ￣
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Ｊ] .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Ｒｅｖꎬ ２００９ꎬ１１６(２):３６５－３８３.

[１９] ＣＡＲＴＥＲ￣ＳＯＷＥＬＬ Ａ Ｒꎬ ＣＨＥＮ Ｚꎬ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Ｋ Ｄ. Ｏｓｔｒａｃｉｓｍ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Ｊ] . Ｓｏｃ Ｉｎｆｌꎬ ２００８ꎬ３(３):１４３－１５３.

[２０]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Ｋ Ｄ. Ｏｓｔｒａｃｉｓｍ[ Ｊ] . Ａｎｎ Ｒｅｖ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 ２００８ꎬ５８:４２５ －
４５２.ＤＯＩ:１０.１１４６ / ａｎｎｕｒｅｖ.ｐｓｙｃｈ.５８.１１０４０５.０８５６４１.

[２１] ＴＨＯＭＡＳ Ｖ Ｌꎬ ＳＡＥＮＧＥＲ Ｃ.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Ｊｏ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ｄ:ｈｏ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ｄｅｎｓｅ ｒｅ￣
ｔａｉ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Ｊ] . Ｊ Ｂｕｓ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９ꎬ３.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ｊｂｕｓ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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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ＭＡＮＥＲ Ｊ Ｋꎬ ＤＥＷＡＬＬ Ｃ Ｎꎬ ＢＡＵＭＥＩＳＴＥＲ Ｒ Ｆꎬ ｅｔ ａｌ. Ｄｏ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 ｐｏｒｃｕ￣
ｐｉｎ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Ｊ] . Ｊ Ｐｅｒｓ Ｓｏｃ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 ２００７ꎬ９２(１):４２－５５.

[２３] ＴＨＯＭＡＳ Ｅ Ｆꎬ ＭＣＧＡＲＴＹ Ｃꎬ ＭＡＶＯＲ Ｋ.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ｃｒｕｃｉｂｌ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 ｇｌｉｍｐｓｅ 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
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Ｊ] . Ｇｒｏ Ｐｒｏｃ Ｉｎｔ Ｒｅｌａｔꎬ ２０１６ꎬ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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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ＪＵＶＯＮＥＮ Ｊꎬ ＧＡＬＶＡＮ Ａ. Ｐｅｅ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Ｍ] / / Ｍ. Ｊ. Ｐｒｉｎｓｔｅｉｎ ＆ 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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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ｉｌｆｏｒｄ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８:２２５－２４４.

[２５] ＪＯＳＴ Ｊ Ｔꎬ ＲＯＢＥＲＴ Ｍ Ｓꎬ ＨＡＮＮＡＨ Ｎ.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Ｊ] . Ｅｖｏ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６
(２):１－２１.

[２６] ＬＥＡＲＹ Ｍ Ｒꎬ ＢＡＵＭＥＩＳＴＥＲ Ｒ 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ｌｆ￣ｅｓ￣
ｔｅｅｍ:Ｓｏｃｉｏｍｅｔ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Ｊ] . Ａｄｖ Ｅｘｐ Ｓｏｃ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 ２０００ꎬ３２:１－ ６２.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Ｓ００６５－２６０１(００)８０００３－９.

[２７] ＳＡＬＡＮＣＩＫ Ｇ Ｒꎬ ＰＦＥＦＦＥＲ Ｊ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ｊｏｂ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ｔａｓｋ ｄｅｓｉｇｎ [ Ｊ] . Ａｄｍ Ｓｃｉ Ｑꎬ １９７８ꎬ２３
(２):２２４－２５３.

[２８] ＢＲＯＷＮ Ｍꎬ ＳＡＣＣＯ Ｄ Ｆꎬ ＭＥＤＬＩＮ Ｍ 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ｇ ｅｘｔｒａｖｅｒｔｓ:ｓｏ￣
ｃｉａｌｌｙ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ｍｅｎ ｐｒｅｆｅｒ ｅｘｔｒａｖｅｒｔｅｄ ｆａｃｅｓ[Ｊ] . Ｐｅｒｓ Ｉｎｄ Ｄｉｆｆꎬ ２０１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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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ＥＲＳＩＬＩＡ Ｍꎬ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Ｓ.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ｋｎｏｗ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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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班级地位等级性的调节作用[Ｃ] / / 第二十二届全国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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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７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第 ４２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ｙ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４２ꎬＮｏ.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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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ｈａ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Ｊ] . Ｐｅｒｓ Ｉｎｄ Ｄｉｆｆꎬ ２００９ꎬ４６ ( ５ － ６):６１１ －
６１５.

[３４] ＴＩＭＥＯ Ｓꎬ ＲＩＶＡ Ｐꎬ ＰＡＬＡＤＩＮＯ Ｍ 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ｅｖｅｒｙ￣
ｄａｙ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Ｊ] . Ｊ Ａｐｐｌ Ｂｅｈａｖ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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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ＳＨＡＡＬＡＮ Ｆꎬ ＳＩＭＯＮ 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ｓｅ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ａｔ ｒｉｓｋ
ｏｆ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ｃｈｏｏｌ[Ｊ] . Ｂｒ Ｊ Ｇｕｉｄ Ｃｏｕｎｓꎬ ２０２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８０ /
０３０６９８８５.２０２０.１７２９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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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Ｊ] . Ｊ Ｎｅ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ꎬ ２０１８ꎬ１２５(１１):
１６０１－１６２６.

[５２] ＣＨＥＣＫＮＩＴＡ Ｄꎬ ＢＥＮＤＲＥ Ｍꎬ ＥＫＳＴＲÖＭ Ｔ Ｊꎬ ｅｔ ａｌ. Ｍｏｎｏａｍｉｎｅ ｏｘ￣
ｉｄａｓｅ Ａ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ｌ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 Ｊ] . Ｂｅｈａｖ 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８２:
１１２４７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ｂｂｒ.２０２０.１１２４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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