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卫生评估

网络欺负及传统欺负 (综述 )
*

孟月海
1, 2
朱莉琪

1@

( 1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49 通信作者 E m a i:l zhu lq@

psych ac cn)

 关键词! 网络欺负; 传统欺负; 比较

中图分类号: C 913 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6729 ( 2010) 011- 0880- 05

do :i 10 3969 / j issn 1000- 6729 2010 11 022

随着互联网和电子通信工具的发展, 欺负行为出

现了一种新的形式, 即网络欺负 ( cyberbu lly ing )。

网络欺负现象造成的危害逐渐引起社会的关注, 越来

越多的研究者投入到对网络欺负的研究中。国内有人

总结了青少年网络欺负的问题及防范
[ 1]
, 但是对当

前网络欺负的研究现状很少涉及。本文介绍目前研究

中提到的网络欺负的概念和方式, 并将网络欺负与传

统欺负进行比较, 以期为网络欺负的进一步研究和干

预提供依据。

1网络欺负的概念

欺负是攻击行为的一种, 传统的欺负定义为系统

的、长期地对一个或多个个体实施身体或者心理的伤

害
[ 2]
。传统欺负包括直接欺负和间接欺负, 其中直

接欺负是用明显公开的方式, 以肢体或言语形式攻击

被欺负者; 间接欺负是指以比较不易发现的方式进

行, 如孤立、排挤, 或者说闲话等, 或是牵涉到利用

个人的社会地位去牵制或改变其他人对某人的看

法
[ 1]
。欺负是学校中经常发生的事件, 有研究调查

了 6~ 10年级的在校学生, 发现有 29 9%的人报告

称自己偶尔或者经常参与到欺负活动中
[ 3 ]
。

随着互联网和电子通信工具的发展, 以及越来越

多的人使用这些工具, 出现了一种新的欺负形式, 即

网络欺负 ( cyberbully ing)。 Sm ith等认为网络欺负是

指个体或者群体使用电子信息交流方式, 多次重复性

地伤害不容易保护自己的个体的攻击行为
[ 4]
。 Patch in

等认为网络欺负是指利用电子文本作为中介有意和重

复性地伤害他人
[ 5]
。Belsey认为: 网络欺负是指个人

或群体使用信息传播技术如电子邮件、手机、即时短

信、个人网站和网上个人投票网站有意、重复地实施

旨在伤害他人的恶意行为
[ 6]
。 Beale等认为网络欺负

可以称之为电子欺负, 是一种新的欺负方式, 包括使

用电子邮件, 即时短信息, 网页, 投票和聊天室来蓄

意对抗或者恐吓他人
[ 7]
。这些定义都说明了网络欺

负和传统欺负一样, 都是一种有意的攻击行为, 都会

重复的实施, 一两次攻击行为我们可以看成人的一种

正常反应, 不把它当做个体一种稳定的欺负行为。不

同的是欺负的方式不一样, 网络欺负主要是使用信息

传播技术, 这种欺负的形式由于其隐蔽性和匿名性,

不容易察觉, 可是它对人的健康发展也会有很大伤

害。

2网络欺负的研究现状

2 1网络欺负发生的普遍性

以往调查显示, 6% ~ 42% 的人有网络欺负经

验
[ 8 9]
。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土耳其、

日本等地都有网络欺负行为的发生
[ 8 11]
。随着时间的

发展, 网络欺负行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 2005年

Beran和 L i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了 432名加拿大

7~ 9年级的学生, 发现 21%的人经历过多次网络欺

负, 3%的人承认参与到网络欺负中
[ 10 ]
。2007年, L i

Q ing调查了 177名加拿大的 7年级学生发现, 超过

四分之一的学生受到过网络欺负, 15%的人利用电子

交流工具欺负过别人
[ 9]
。网络欺负在青少年和成人

身上都有发生, 但目前对网络欺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青少年, 一方面是因为青少年处于青春期, 情绪不稳

定, 容易发生网络欺负行为; 另一方面是青少年的网

络自我保护能力不强, 需要以研究为支撑对青少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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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欺负行为进行有效干预。

2 2网络欺负形式的多样性

网络欺负主要是通过电脑或移动电话作为媒介来

发生的。网络欺负按照其载体可分为文本通信欺负

(如手机短信等 )、图像传播和录像片段欺负、电子

邮件欺负、手机通话欺负、网络即时通信如 QQ等进

行欺负、通过个人空间的欺负
[ 1 ]
、聊天室欺负

[ 12 ]
等。

不同的网络欺负方式发生的频率和危害性不同。

R askauskas等使用自我报告问卷调查了 339名 7~ 9

年级的青少年, 问卷采用 5点量表, 看被试在最近 6

个月内发生网络欺负的频率以及方式, 结果发现, 文

本通信是网络欺负发生的主要方式, 欺负者也更多地

倾向于使用文本通信
[ 13 ]
。K ow alsk i和 L im ber同样采

用自编的问卷, 调查 6~ 8年级的 3767名青少年最近

一两个月发生网络欺负的情况, 发现网络即时通信、

聊天室、网页和邮件是网络欺负中经常使用的方

式
[ 14]
。 Juvonen和 G ro ss通过网上调查了 1454名 12

~ 17岁青少年, 发现网络即时通信是网络欺负发生

的主要方式
[ 15]
。S lon je和 Sm ith调查了 360名 12~ 20

岁的青少年, 发现邮件是网络欺负行为发生最常见的

形式, 而照片 /录像欺负对被欺负者的影响最大, 可

能是因为照片 /录像指向个体具体和明确, 让被欺负

者处境十分尴尬。邮件和文本通信比传统的欺负行为

危害小, 这可能是因为更个人化, 并且被欺负者不知

道欺负者是谁, 也可能是因为邮件使用频率较低
[ 16]
。

Sm ith等将网络欺负发生的载体区分为 7种: 文本通

信, 照片或者录像, 电话、邮件、聊天室、即时信

息、网页, 并使用匿名的问卷调查方法对 533名 7~

16岁的青少年进行调查, 发现电话、文本通信和即

时信息是最常见的欺负方式, 手机和录像则较为罕

见, 却有更多的消极影响
[ 4]
。

以上研究可以看出, 以文字信息为载体如文本通

信、邮件、即时短信息等是网络欺负中采用最多的方

式, 但是危害性比较小; 直观具体的网络欺负方式如

图片、录像等方式虽然发生频率比较低, 但是对人的

危害较大。

3网络欺负和传统欺负的比较

3 1概述

欺负行为四种主要的类型是: 言语欺负、身体欺

负、关系欺负和网络欺负
[ 17]
。一般而言, 传统欺负

是指前三种
[ 4 ]
。有人区分了网络欺负行为和传统欺

负行为的不同。一是被欺负者避开欺负的可能性减

少。传统欺负行为中, 被欺负者可以通过避免接触来

逃过欺负, 如躲在家里; 但是网络欺负使被欺负者不

能躲开, 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到短信或者邮件。二是

知道欺负事件发生的人数增多
[ 16]
。在传统欺负行为

中, 如果欺负行为发生在操场上或者教室, 只有有限

的人看到; 但是网络欺负通过传播侮辱性的照片或者

录像, 整个网络的人都能够看到。三是因为使用电子

设备, 比如手机或者网络进行欺负, 使得网络欺负是

不可视的, 交流也不是面对面的, 这种不同使得网络

欺负行为具有匿名性, 这使得欺负者消除了对被欺负

者的同情、悔恨
[ 18]
。四是网络欺负和传统欺负发生

的场所不相同, 网络欺负更多发生在学校外。五是和

传统欺负行为不同, 网络欺负通常被视为一种 ∀乐
趣 #, 发生网络欺负行为是觉得 ∀无聊 #, 是为了

∀好玩# [ 4, 13 ]
。

网络欺负和传统欺负都会对人造成一定的伤害。

传统的欺负行为对人造成的危害可以持续很多年
[ 17]

,

对欺侮者和受欺侮者的心身发展都会造成严重的不良

影响。对于欺侮者而言, 学龄期间的攻击性行为如果

得不到矫正, 将成为成年后稳定的行为特征, 容易走

上犯罪道路。对于受欺侮者而言, 短时期内会表现出

恐慌、抑郁、焦虑、失眠、做噩梦、注意力不集中、

反复回忆受欺侮事件、不愿上学等后果。更重要的

是, 受欺侮者的自尊心将受到严重影响, 这种影响将

持续终生。长期受欺负的儿童甚至容易出现自杀倾

向
[ 19]
。网络欺负会让青少年感到愤怒、沮丧或者压

力
[ 12]
。对于网络欺负中的被欺负者而言, 有些人不

受网络欺负的影响, 但是多数人会表现为生气, 伤

心, 害怕, 受挫等, 甚至会导致自杀
[ 8]
。D idden等

研究有智力和发展障碍的学生, 发现网络欺负和自

尊、沮丧有显著相关
[ 20]
。不管是传统欺负还是网络

欺负, 都对人有一定的危害性, 这需要引起社会, 学

校和家长高度重视。

3 2人口学差异

3 2 1参与欺负人群的特点

和传统欺负行为相同, 网络欺负中参与欺负的主

要角色是欺负者和被欺负者
[ 2, 22]
。欺负者是指伤害他

人的人, 被欺负者是指被伤害的人。有些人有时是欺

负者, 有时是被欺负。

3 2 1 1欺负者

网络欺负和传统欺负行为中, 欺负者的特点都是

从伤害他人中感到满足, 需要证明和表达自己有权威

性。他们一般喜欢破坏学校规章制度, 都在以体罚为

主要管教方式的家庭中长大
[ 2 ]
, 存在药物滥用、酗

酒等问题
[ 18, 22]

。传统欺负中欺负者和父母关系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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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23]
。Ybarra等对 1501名 10~ 17岁青少年进行

调查, 发现亲子关系和儿童是否有网络欺负行为有

关, 自我报告亲子关系较差的被试有较多的网络欺负

行为
[ 18]
。但也有研究发现, 网络欺负中的欺负者在

现实中却被评价为聪明, 与同学关系良好等
[ 23]
。传

统欺负和网络欺负中的欺负者在行为、与父母关系等

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传统欺负中的欺负者由于其欺

负行为的外显性, 其问题也有一定的外显性; 而在网

络欺负中, 由于网络具有匿名性, 网络欺负中的欺负

者的问题也有一定的隐匿性。

3 2 1 2被欺负者

传统欺负中的被欺负者一般学业较差, 有行为问

题, 被社会孤立, 朋友很少, 在班级人缘差
[ 2]
。网

络欺负中的被欺负者有社会 -心理调节问题, 如出现

抑郁症状和行为问题, 有较低自尊心和强烈的不安全

感等
[ 18]
。他们都来自于父母过度保护的家庭, 这种

过度保护使得他们没有学会对欺负的应对能力
[ 2]
。

和传统欺负行为一样, 网络欺负对被欺负者的心理和

情绪有消极影响
[ 12]
。

在面对欺负时, 很多传统欺负中的被欺负者一般

会寻求帮助, 网络欺负中很多被欺负者不告诉他

人
[ 4]
或者选择告诉自己的好朋友

[ 16]
。 Sm ith等在对

92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发现, 在网络欺负中, 43 7%

的人不告诉他人, 在选择告诉的 56 3% 的人中,

26 8%的人选择告诉自己的朋友, 15 5%的人告诉自

己父母, 8 5%的人选择告诉老师或其他成人, 1 4%

的人选择告诉其他人。而在传统欺负中, 选择告诉他

人的有 70 2%
[ 4]
。L i Q ing通过问卷调查了 177名七

年级的学生, 发现只有 34 1%的学生选择告诉成年

人, 大多数人受到网络欺负或者知道别人受到网络欺

负时, 选择沉默
[ 9]
。

此外, 传统欺负和网络欺负中被欺负者的比例变

化趋势也有所不同, 随着时间的发展, 传统欺负中的

被欺负者比例逐渐减少, 而网络欺负中被欺负者比例

逐渐增大。如, 一项对青少年的网络欺负和传统欺负

的对比研究中发现, 1年以前受到传统欺负的人为

25%, 而最近一学期受到传统欺负的个体的数量降低

到 19 4%; 但是在网络欺负中, 1年以前被欺负者的

比例为 3 1% , 而本学期受到网络欺负的比例为

10 4%
[ 4 ]

3 2 1 3参与网络欺负和传统欺负角色之间的联系

Y barra等调查发现, 经常在家使用网络的青少年

比少使用网络的青少年有更多的网络欺负行为, 而传

统欺负中的被欺负者为了寻找心理平衡, 减少在现实

中报复的危险性, 往往成为网络欺负中的欺负者
[ 18]
。

R askauskas等调查 84名 13~ 18岁的美国青少年, 让

他们自我报告经历过不同形式的网络欺负和传统欺

负, 其中网络欺负包括文本信息、网页或者聊天室、

未经允许发别人照片或者下载别人照片, 结果发现在

过去的 1年中, 有 49%是网络欺负中的被欺负者,

71%是传统欺负中的被欺负者; 21%是网络欺负中的

欺负者, 64%是传统欺负中的欺负者。很多传统欺负

中的被欺负者和欺负者, 在网络欺负中也扮演同样的

角色
[ 13]
。可能由于其调查人数太少, 没有证实 Ybar

ra和 M itche ll认为的传统欺负中的被欺负者是网络欺

负中的欺负者。 Sm ith等对 533名青少年进行调查,

发现和 Raskauskas等调查有一致的地方, 即网络欺

负中的欺负者和被欺负者与传统欺负中的角色一致,

但是和 Raskauskas等的结果不同的是, 他们发现很

多传统欺负中的被欺负者 /欺负者并不是网络欺负中

的被欺负者 /欺负者, 这是因为网络欺负比传统欺负

发生的频率少。同时, Sm ith等也发现传统欺负中的

被欺负者和网络欺负中的欺负者有一定的关系, 这和

Y barra等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 4]
。由以上研究可以

看出, 网络欺负中欺负者和被欺负者, 和传统欺负中

欺负者和被欺负者相对应。传统欺负中的被欺负者是

否是网络欺负中的欺负者, 可能和调查样本的数量有

关系, 但是网络欺负和传统欺负中的欺负者和被欺负

者的角色是否一致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3 2 2性别差异

很多研究发现传统欺负行为存在着性别差异。男

孩比女孩有更多的欺负行为
[ 24 25]

, 男女在欺负行为

的表现形式上存在差异, 即, 男孩更有可能采取手打

脚踢等直接的欺负形式, 而女孩更倾向于采取关系欺

负的形式, 如把一些人排斥在团体之外, 或散布谣言

攻击他人等
[ 26]
。即使是 3~ 5岁的学前儿童, 女孩也

更容易受到关系欺负, 男孩更容易受到身体欺负
[ 27]
。

国内张文新等研究也表明, 男孩外部攻击得分显著高

于女孩
[ 28]
。网络欺负中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结果不一

致。Y barra等采用电话调查的方式发现网络欺负中

的欺负者和被欺负者都没有性别差异
[ 18]
。 L iQ ing采

用问卷调查法, 用 15个题目询问 7~ 9年级学生和网

络欺负有关的经历, 发现被欺负者没有性别差异, 但

是作为欺负者的男性比女性多 2倍
[ 29]
。采用同样的

问卷, L iQ ing调查 7年级学生的网络欺负, 发现多

数网络欺负的被欺负者是女生, 但是欺负者没有显著

的性别差异
[ 9]
。 Sm ith在他的一个研究中

[ 4 ]
, 将网络

欺负分为 7类, 即文本通信欺负、照片 /录像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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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欺负、邮件欺负、聊天室欺负、即时短信息欺

负、网页欺负。还把网络欺负的场所划分为学校内和

学校外, 调查 11~ 16岁的青少年曾经受到的网络欺

负, 发现在学校内女孩比男孩更容易受到网络欺负。

女孩和男孩相比, 不管是在学校内外, 都更多受到电

话欺负; 在学校外, 女孩更多受到文本通信欺负。以

上研究对网络欺负的调查不是很全面, 有的只是调查

一个或者几个网络欺负形式; 在调查的时间限定上

(比如 1周几次或者 1个月几次或者目前为止碰到过

几次 ) 也不一致, 所以对于性别在网络欺负中是否

有差异结果不一致。

传统欺负行为中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 网络欺

负在一些方面如非面对面性类似于传统欺负中的间接

欺负, 因此应该女性有更多的网络欺负行为; 但是一

般男性比女性能更好地应用电子信息技术, 男性可能

会比女性有更多的网络欺负行为。目前对于网络欺负

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不一致,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不同

的研究调查对象的年龄和数量不一致, 另一方面可能

是因为是当前网络欺负的调查问卷不统一, 网络欺负

的方式的分类不明确造成的。

3 2 3年龄差异

传统欺负行为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童的欺负

方式发生变化, 欺负发生的频率也减少
[ 30 32 ]

, 欺负

的形式由直接欺负逐渐向间接欺负转变
[ 22 ]
。

网络欺负有可能和传统欺负一样, 随着年龄的增

长发生的频率越来越低; 但是也有可能因为年龄较大

的青少年更频繁的使用手机或者网络, 青少年的网络

欺负有增长的趋势
[ 16]
。Ybarra等对频繁使用网络的

1501名 10~ 17岁的青少年进行电话调查, 结果发

现, 年龄较大 ( > 15岁 ) 的青少年比较小 ( 10 ~ 14

岁 ) 的青少年有更多的网络欺负行为
[ 18 ]
。 Sm ith等

在研究 1中对 92名 11~ 16岁的青少年进行调查, 没

有发现年龄和网络欺负的关系; 在研究 2中, 对同样

年龄的 533名青少年进行调查, 发现因为样本量的增

大, 年龄较大的青少年更倾向于对他人进行网络欺

负。年龄小 ( 11~ 13岁 ) 的青少年认为邮件欺负是

比较常见的网络欺负形式, 但是年龄更大 ( 14~ 16

岁 ) 的青少年却认为即时短信息欺负比较常见
[ 4]
。

但是 D idden等研究有智力和发展缺陷的 114名 12~

19岁的青少年, 却没有发现网络欺负和年龄的关

系
[ 20]
。 S lon je等调查了 360名 12 ~ 20岁的青少年,

也没有发现网络欺负和年龄的关系
[ 16]
。上述研究年

龄跨度较小, 采用的样本量也不相同, 被试的选取也

有区别, 因此, 网络欺负随着年龄发展如何变化, 仍

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4小结与展望

网络欺负是一种研究欺负的全新领域, 这种行为

怎样依托电子信息工具发生仍然需要继续研究
[ 9]
。

在已有研究中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探讨。

首先, 网络欺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问卷调查法,

有纸笔调查, 网上调查和电话调查
[ 4, 9, 18, 29]

, 调查时

一般要求匿名性, 这种研究方法简单快捷, 但是缺乏

对项目的信度和效度的检验。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借鉴

对传统欺负研究的方法, 比如采用内隐测试方法等。

再次, 在网络欺负的研究中, 对网络欺负和传统欺负

的联系, 网络欺负的性别差异是否存在, 网络欺负随

着年龄增长的变化都没有明确定论, 这主要是因为将

网络欺负单纯按照发生媒介分为不同的方式, 没有按

照其性质特点分类, 这使得网络欺负研究中有很大的

局限, 以后的研究中, 可以尝试按照网络欺负的特点

进行分类, 比如可以参考传统欺负的分类方法, 将网

络欺负分为直接网络欺负和间接网络欺负等。

最后, 在基于权威取向的中国文化下, 对欺负行

为可能更容易采取回避的态度; 而在基于天赋人权理

念的西方文化中, 对欺负行为可能更容易采取反击的

态度。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使得个体对欺负的认识以及

欺负对个体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不同
[ 33 ]
。因此, 西方

文化背景下得出的网络欺负的结论不一定完全适合于

中国文化。目前国内仅有很少的对网络欺负的研究性

文献, 而网络欺负的事实性危害已经存在, 那么, 在

中国背景下研究网络欺负现象发生、发展和干预, 就

很有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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