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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中小学生校园欺凌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为制定校园欺凌干预措施，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提供依据。

方法 浙江省县（市、区）按城区和郊县分层，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

问卷调查收集基本信息、生活行为和校园欺凌等资料；采用多因素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中小学生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

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137 846份，问卷有效率为97.17%。调查男生72 526人，占52.61%；女生65 320人，占47.39%。

小学生 47 561人，占 34.50%；初中生 47 701人，占 34.61%；高中生 42 584人，占 30.89%。遭受校园欺凌 3 987人，

占2.89%；其中被恶意取笑、被有意排斥在集体活动外/孤立、被取笑身体缺陷/外貌、被打/踢/推/挤/关在屋里、被威胁

恐吓和被索要财物分别占 2.04%、1.18%、1.11%、0.86%、0.84%和 0.83%。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生

（OR=1.122， 95%CI： 1.048~1.202）、郊县 （OR=1.322， 95%CI： 1.233~1.418）、地区经济水平为中等 （OR=1.086，
95%CI：1.006~1.173） 或欠发达 （OR=1.298，95%CI：1.191~1.415）、较高学段 （初中，OR=1.380，95%CI：1.270~
1.499；高中，OR=1.210，95%CI：1.083~1.351）、住校（OR=1.489，95%CI：1.372~1.616）、打架（OR=6.029，95%CI：
5.585~6.509）、尝试吸烟 （OR=1.320，95%CI：1.128~1.545）、饮酒 （OR=1.735，95%CI：1.575~1.912）、被家长打骂

（OR=1.972，95%CI：1.822~2.135）和肥胖（OR=1.240，95%CI：1.132~1.360）的中小学生更容易遭受校园欺凌。结论

应重视校园欺凌对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的危害，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加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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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alenc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chool bullying experienced by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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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chool bullying experienced by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o as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formulating school bully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and promoting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Methods All the counties (cities, districts) in Zhejiang Province
were stratified to urban and suburban areas, primary, junior high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selected using a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Basic information, lifestyle and school bullying we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Factors affecting school bullying experienced by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analyzed using a mul⁃
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Totally 137 846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overed, with an effective recov⁃
ery rate of 97.17%. There were 72 526 males (52.61%) and 65 320 females (47.39%). There were 47 561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34.50%), 47 701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34.61%) and 42 584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30.89%). A total of 3 987 students suffered from school bullying, accounting for 2.89%. The proportions of being m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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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usly teased, being intentionally excluded from group activities/isolated, being teased about physical defects or appear⁃
ance, being hit /kicked/pushed/shoved/ locked in a room, being threatened, and being extorted for money were 2.04%,
1.18%, 1.11%, 0.86%, 0.84% and 0.83%, respectively.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tu⁃
dents who were males (OR=1.122, 95%CI: 1.048-1.202), lived in suburban areas (OR=1.322, 95%CI: 1.233-1.418),
lived in areas with medium (OR=1.086, 95%CI: 1.006-1.173) or underdeveloped (OR=1.298, 95%CI: 1.191-1.415) eco⁃
nomic level, had higher academic levels (junior high school, OR=1.380, 95%CI: 1.270-1.499; senior high school, OR=
1.210, 95%CI: 1.083-1.351), lived on campus (OR=1.489, 95%CI: 1.372-1.616), engaged in fights (OR=6.029, 95%CI:
5.585-6.509), attempted to smoke (OR=1.320, 95%CI: 1.128-1.545), drank (OR=1.735, 95%CI: 1.575-1.912), were
scolded and beaten by parents (OR=1.972, 95%CI: 1.822-2.135) and were obese (OR=1.240, 95%CI: 1.132-1.360)
were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school bullying. Conclusion The harm of school bullying to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and active policy measures should be adopted
to strengthen intervention.
Keywords: school bullyi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fluencing factor

2~17 岁儿童中超过 50% 遭受过欺凌［1］，我国青

少年研究中心调查显示，6.1% 的中小学生时常被欺

凌，32.5% 的中小学生偶尔被欺凌［2］。校园欺凌严

重危害学生身心健康，导致消极的人格特征，引发

失眠、焦虑和抑郁等健康问题，影响学业及社会适

应性［3-6］。相关研究发现性别、生活行为、家庭和

谐和家庭经济收入等是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7-8］。

本研究于 2022 年 9—11 月抽样调查浙江省中小学

生校园欺凌情况，为制定校园欺凌干预措施、减少

校园欺凌发生，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依托全国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

预项目，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浙江省县

（市、区） 按城区和郊县分层，每个城区随机抽取

7 所学校 （2 所小学、2 所初中、2 所高中和 1 所

职业高中），每个郊县随机抽取 5 所学校 （2 所小

学、2 所初中和 1 所高中），每所学校的每个年级

随机抽取至少 2 个班级的学生为调查对象。调查前

取得学生及家长的知情同意。本研究通过浙江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委员会审查（2024-026-01）。

1.2 方法

根据《全国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

干预工作方案（2022 年版）》，由经过统一培训的

调查人员开展调查。采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编

制的小学版和中学版《学生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调

查表》，收集中小学生资料。（1） 基本信息，包括

性别、地区、地区经济水平和学段等。地区经济

水平参考浙江省统计年鉴，2017 年国民生产总值>

5 000 亿元为发达地区，<2 000 亿元为欠发达地

区，2 000 亿～5 000 亿元为中等地区。（2）生活行

为，包括住校、打架 （过去 12 个月内）、尝试吸

烟、饮酒、被家长打骂和肥胖。（3） 校园欺凌情

况，包括被恶意取笑、被索要财物、被有意排斥在

集体活动外/孤立、被威胁恐吓、被打/踢/推/挤/关
在屋里和被取笑身体缺陷/外貌。过去 30 d 内在校

园或校园周围遭受上述欺凌且选为“经常”定义为

遭受该类型校园欺凌，遭受上述任一类型欺凌且选

为“经常”定义为遭受校园欺凌。

参考 GB/T 26343—2010《学生健康检查技术规

范》［9］，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专业人员测量身高、体

重，计算体质指数 （BMI），并依据 WS/T 586—
2018 《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10］ 判定

肥胖。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7.0 软件统计分析。定性资料采用相

对数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趋势分析采用趋

势 χ2 检验。中小学生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发放问卷 141 867 份，回收有效问卷 137 846
份，问卷有效率为 97.17%。调查男生 72 526 人，占

52.61%；女生 65 320 人，占 47.39%。城区 72 718
人，占 52.75%；郊县 65 128 人，占 47.25%。地区

经济水平发达 61 173 人，占 44.38%；中等 49 155
人，占 35.66%；欠发达 27 518 人，占 19.96%。小

学生 47 561 人，占 34.50%；初中生 47 701 人，占

34.61%；高中生 42 584 人，占 30.89%。

2.2 校园欺凌情况

遭受校园欺凌 3 987 人，占 2.89%；其中被恶

意取笑、被有意排斥在集体活动外/孤立、被取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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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缺陷/外貌、被打/踢/推/挤/关在屋里、被威胁

恐吓和被索要财物分别占 2.04%、1.18%、1.11%、

0.86%、0.84% 和 0.83%。男生、郊县、住校、打

架、尝试吸烟、饮酒和被家长打骂的学生遭受校园

欺凌及 6 种类型欺凌的比例相对较高 （均 P<

0.05）。遭受校园欺凌及 6 种类型欺凌的比例随地

区经济水平下降而上升（均 P<0.05）。不同学段学

生遭受校园欺凌及 6 种类型欺凌的比例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均 P<0.05）。肥胖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和

被恶意取笑、被有意排斥在集体活动外/孤立、被

取笑身体缺陷/外貌 3 种类型欺凌的比例相对较高

（均 P<0.05）。见表 1。

表 1 中小学生校园欺凌发生情况比较［n（%）］

Table 1 Comparison of prevalence of school bullying experienced by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n (%)]

性别

男

女

χ2值

P值

地区

城区

郊县

χ2值

P值

地区经济水平

发达

中等

欠发达

χ2
趋势值

P值

学段

小学

初中

高中

χ2值

P值

住校

是

否

χ2值

P值

打架

是

否

χ2值

P值

尝试吸烟

是

否

χ2值

P值

72 526（52.61）
65 320（47.39）

72 718（52.75）
65 128（47.25）

61 173（44.38）
49 155（35.66）
27 518（19.96）

47 561（34.50）
47 701（34.61）
42 584（30.89）

44 555（32.32）
93 291（67.68）

10 408 （7.55）
127 438（92.45）

2 312 （1.68）
135 534（98.32）

2 500（3.45）
1 487（2.28）

167.658
<0.001

1 725（2.37）
2 262（3.47）

148.276
<0.001

1 502（2.46）
1 446（2.94）
1 039（3.78）

115.265
<0.001

1 232（2.59）
1 616（3.39）
1 139（2.67）

64.308
<0.001

1 569（3.52）
2 418（2.59）

92.775
<0.001

1 445（13.88）
2 542 （1.99）

4 842.244
<0.001

252（10.90）
3 735 （2.76）

536.785
<0.001

1 754（2.42）
1 062（1.63）

107.890
<0.001

1 195（1.64）
1 621（2.49）

122.767
<0.001

1 034（1.69）
1 030（2.10）

752（2.73）
102.117
<0.001

794（1.67）
1 173（2.46）

849（1.99）
74.949
<0.001

1 136（2.55）
1 680（1.80）

84.498
<0.001

941（9.04）
1 875（1.47）

2 755.297
<0.001

179（7.74）
2 637（1.95）

381.690
<0.001

702（0.97）
439（0.67）

36.645
<0.001

467（0.64）
674（1.03）

64.537
<0.001

372（0.61）
380（0.77）
389（1.41）
132.249
<0.001

206（0.43）
489（1.03）
446（1.05）
137.881
<0.001

555（1.25）
586（0.63）
140.071
<0.001

367（3.53）
774（0.61）
998.603
<0.001

72（3.11）
1 069（0.79）

149.753
<0.001

973（1.34）
658（1.01）

32.838
<0.001

690（0.95）
941（1.44）

72.285
<0.001

588（0.96）
570（1.16）
473（1.72）

85.243
<0.001

441（0.93）
652（1.37）
538（1.26）

42.754
<0.001

695（1.56）
936（1.00）

79.886
<0.001

564（5.42）
1 067（0.84）

1 727.520
<0.001

99（4.28）
1 532（1.13）

193.122
<0.001

750（1.03）
411（0.63）

67.465
<0.001

446（0.61）
715（1.10）

96.573
<0.001

363（0.59）
401（0.82）
397（1.44）

149.950
<0.001

265（0.56）
471（0.99）
425（1.00）

70.687
<0.001

545（1.22）
616（0.66）

114.407
<0.001

416（4.00）
745（0.58）
1 341.556

<0.001

74（3.20）
1 087（0.80）

156.611
<0.001

770（1.06）
416（0.64）

72.715
<0.001

468（0.64）
718（1.10）

84.809
<0.001

393（0.64）
397（0.81）
396（1.44）

124.691
<0.001

288（0.61）
485（1.02）
413（0.97）

55.869
<0.001

533（1.20）
653（0.70）

87.080
<0.001

439（4.22）
747（0.59）
1 487.867

<0.001

83（3.59）
1 103（0.81）

205.395
<0.001

908（1.25）
622（0.95）

28.129
<0.001

597（0.82）
933（1.43）

117.079
<0.001

508（0.83）
553（1.13）
469（1.70）

126.709
<0.001

327（0.69）
691（1.45）
512（1.20）

130.470
<0.001

690（1.55）
840（0.90）

115.442
<0.001

550（5.28）
980（0.77）
1 787.367

<0.001

100（4.33）
1 430（1.06）

221.480
<0.001

项目
调查

对象

校园

欺凌

校园欺凌类型

被恶意

取笑

被索要

财物

被有意排斥

在集体活动

外/孤立

被威胁

恐吓

被打/踢/推/挤/
关在屋里

被取笑身体

缺陷/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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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

是

否

χ2值

P值

被家长打骂

是

否

χ2值

P值

肥胖

是

否

χ2值

P值

10 461 （7.59）
127 385（92.41）

17 414（12.63）
120 432（87.37）

16 356（11.87）
121 490（88.13）

754 （7.21）
3 233 （2.54）

750.549
<0.001

1 185 （6.80）
2 802 （2.33）

1 086.317
<0.001

604 （3.69）
3 383 （2.78）

42.337
<0.001

530（5.07）
2 286（1.79）

517.150
<0.001

751（4.31）
2 065（1.71）

513.141
<0.001

414（2.53）
2 402（1.98）

22.114
<0.001

200（1.91）
941（0.74）
162.080
<0.001

193（1.11）
948（0.79）

19.114
<0.001

132（0.81）
1 009（0.83）

0.097
0.756

303（2.90）
1 328（1.04）

284.190
<0.001

437（2.51）
1 194（0.99）

299.864
<0.001

227（1.39）
1 404（1.16）

6.649
0.010

218（2.08）
943（0.74）

208.982
<0.001

230（1.32）
931（0.77）

54.652
<0.001

136（0.83）
1 025（0.84）

0.026
0.873

218（2.08）
968（0.76）

198.680
<0.001

259（1.49）
927（0.77）

91.844
<0.001

145（0.89）
1 041（0.86）

0.149
0.700

301（2.88）
1 229（0.96）

322.165
<0.001

391（2.25）
1 139（0.95）

234.093
<0.001

253（1.55）
1 277（1.05）

32.273
<0.001

项目
调查

对象

校园

欺凌

校园欺凌类型

被恶意

取笑

被索要

财物

被有意排斥

在集体活动

外/孤立

被威胁

恐吓

被打/踢/推/挤/
关在屋里

被取笑身体

缺陷/外貌

2.3 校园欺凌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校园欺凌为因变量（0=无，1=有），以性别、

地区、地区经济水平、学段、住校、打架、尝试吸

烟、饮酒、被家长打骂和肥胖为自变量做多因素 lo⁃
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生、郊县、地区经济

水平为中等或欠发达、较高学段、住校、打架、尝试

吸烟、饮酒、被家长打骂和肥胖的中小学生更容易遭

受校园欺凌。见表 2。
3 讨 论

本研究从浙江省县（市、区）抽取 141 867 名小

学、初中和高中学生调查，有 2.89% 的中小学生遭

受 校 园 欺 凌 ， 与 河 南 省 （2.2%）［11］、 江 苏 省

（2.45%）［12］的调查结果接近。中小学生校园欺凌的

主要类型为被恶意取笑、被有意排斥在集体活动外/
孤立和被取笑身体缺陷/外貌，分别占 2.04%、1.18%
和 1.11%。性别、地区、地区经济水平、学段、住

校、打架、尝试吸烟、饮酒、被家长打骂和肥胖是中

小学生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

男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比例高于女生，与既往研究

结果［13］一致。男生可能因性格更易冲动、竞争意识

更强，以及在情感表达和求助能力上相对较弱，导致

多种类型校园欺凌的报告率更高。不同学段的学生遭

受校园欺凌的风险存在差异，可能与学生的心理发

展、社交能力和环境适应性有关，提示有必要根据不

同学段学生的心理发展和社交能力制定针对性的校园

欺凌预防和干预措施。住校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比例

较高，可能与住校学生校园生活时间长、社交圈限制

及父母沟通和监管不足有关。肥胖学生遭受特定类型

欺凌（如被恶意取笑等）的比例较高，可能与社会对

体型的刻板印象、歧视及肥胖学生的自卑心理有

关［14-15］，由自卑导致的内向更容易遭受同龄人的嘲

笑、疏远和歧视，成为被欺凌的对象。

和谐的家庭环境和良好的个人生活行为对减少中

小学生校园欺凌至关重要，学生的家庭背景和生活行

为是校园欺凌的重要预测因素［16］。郊县学生遭受校

园欺凌的比例高于城区学生，结合学生校园欺凌情况

在不同地区经济水平间的差异分析，这可能与郊县地

区经济水平欠发达、教育资源不足、家庭教育支持缺

乏及学校预防措施不充分有关［17］。结果显示，打架、

尝试吸烟、饮酒和被家长打骂的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

风险更高，与其他研究结果［18-19］一致。有不良生活

行为的学生可能因性格内向、懦弱而容易遭受他人嘲

笑和欺凌。被家长打骂的学生可能模仿父母的攻击行

为或消极应对，从而容易遭受校园欺凌。

预防和干预校园欺凌，应提倡平等包容，加强

家庭教育，父母应营造和谐温暖的家庭环境，提高

对孩子行为问题的干预能力。学校应开展性别敏感

内容教育，鼓励男生表达情感，寻求帮助；为经济

水平欠发达地区的学生提供额外教育和心理支持资

源；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特点，设计和实施针对性

的反欺凌教育计划；关注住校学生，提供更多的社

表 1（续） Table 1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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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和心理支持；加强反歧视教育，提高学生对多样

性和包容性的认识。学校应加强与家庭、社区的沟

通合作，家长和社区应积极参与学校的教育活动。

有效减少校园欺凌事件，共同为学生提供和谐、包

容、健康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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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school bullying experienced by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变量

性别

男

地区

郊县

地区经济水平

中等

欠发达

学段

初中

高中

住校

是

打架

是

尝试吸烟

是

饮酒

是

被家长打骂

是

肥胖

是

常量

参照组

女

城区

发达

小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β

0.115

0.279

0.083
0.261

0.322
0.190

0.398

1.797

0.278

0.551

0.679

0.215
-9.010

xs

0.035

0.036

0.039
0.044

0.042
0.056

0.042

0.039

0.080

0.049

0.041

0.047
0.136

Wald χ2值

10.858

61.453

4.490
35.224

58.188
11.363

90.255

2 111.740

12.020

123.995

280.864

21.145
4 365.922

P值

0.001

<0.001

0.034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OR值

1.122

1.322

1.086
1.298

1.380
1.210

1.489

6.029

1.320

1.735

1.972

1.240
<0.001

95%CI

1.048~1.202

1.233~1.418

1.006~1.173
1.191~1.415

1.270~1.499
1.083~1.351

1.372~1.616

5.585~6.509

1.128~1.545

1.575~1.912

1.822~2.135

1.132~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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