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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校园欺凌现象频发，其隐蔽多样的形式对学生群体的身心健康构成了严峻挑战。因此，深

入剖析欺凌发生的内在机制，并采取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已刻不容缓。研究通过分析学生个体的社会智力

和自我概念在校园欺凌中的作用，构建了一个基于这两个因素交互作用的多维分析框架。基于框架分析

发现，高水平的社会智力与积极的自我概念是抵御欺凌的重要心理防线。通过提升学生的社会智力和自

我概念，可以有效增强学生的心理韧性，从而减少欺凌事件的发生。而家庭、学校与社区应紧密合作，

携手优化外部支持环境，为学生构建一个安全、温暖的成长空间。同时，确保干预措施保持多方一致性

和协同性，是实现校园欺凌综合治理、保障学生健康成长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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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henomenon of school bullying has been rampant in China, with its concea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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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iverse forms posing severe challenges to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students. There-
fore, it is urgent to thoroughly analyz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bullying and take targeted 
governance measure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of students’ social intelligence and self-concept by analyzing the role of these fac-
tors in school bullying. The analysis based on this framework reveals that high levels of social in-
telligence and a positive self-concept are important psychological defenses against bullying. By 
enhancing students’ social intelligence and self-concept, their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can be ef-
fectively strengthened, thereby reducing the occurrence of bullying incidents. Furthermore, fami-
lie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should work closely together to optimize external support envi-
ronments, creating a safe and warm growth space for students. Ensuring the consistency and co-
ordination of intervention measures across various parties is crucial for achieving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of school bullying and safeguard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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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校园欺凌现象，作为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其错综复杂的本质与广泛深远的影响(刘宇等，

2020)，涵盖了身体侵害、言语侮辱、情感伤害以及网络霸凌等多种方式(张国平，2011；林进材，2017；
胡咏梅，李佳哲，2018)，不仅深刻影响着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与学术成就，更对学校生态系统的稳定

以及社会的整体和谐构成潜在风险。当前，学术界已就欺凌行为的多样化角色进行了详尽分类(张文新，

2004；李艳兰等，2020)，并探讨了其背后的多重影响因素(李潇晓等，2021)，包括家庭环境的塑造(凌
辉等，2022；周雨锴等，2022)、学校管理的效能(张桂蓉，韩自强，2021)以及同伴关系的动态变化(Brown 
& Taylor, 2008)。应对策略方面，已有研究聚焦于强化教师培训以提升识别与干预能力(许明，2008)、完

善法律法规体系以加大保护力度，并倡导提高违规行为的惩处标准(周冰馨，唐智彬，2017)。然而，尽

管这些外部支持至关重要，但过往研究往往忽略了学生的多重心理特质在抵御欺凌中的核心作用，也并

未将其与外部环境和其他内部因素综合起来考察。从心理学视角审视，校园欺凌是多种深层次因素交织

互动的产物，而其中社会智力与自我概念涉及学生个体心理发展的核心维度，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

角色(Kaukiainen et al., 2002)。社会智力，作为个体在社交互动中展现出的理解、适应与影响他人的能力，

其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学生处理人际关系冲突、预防及应对欺凌行为的能力(Goleman, 2006)。而自我概

念，作为个体对自我身份、价值与能力的主观认知与评价，则在学生面对欺凌挑战时的心理韧性、自信

水平及应对策略选择中发挥着关键作用(Harter, 2012)。为了全面剖析校园欺凌现象，在分析上述两个心

理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校园欺凌的多维分析框架，深入探究外部环境(如家庭、学校、社区等)与其他

个体内部因素(如社会经验、情感需求等)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这一交互过程不仅揭示了校园欺凌现象

的复杂成因，也为提出一系列专业性强、操作性高的干预策略，以及为学校管理者、教育工作者及家长

提供科学依据与实用指导，共同构建一个安全、包容、尊重的校园环境，从而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与

健康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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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智力与自我概念在校园欺凌中的作用分析 

2.1. 概念界定 

社会智力(Social Intelligence)是指个体理解和管理社会关系的能力，包括理解他人情感、意图、动机

和行为的能力，以及在社会互动中有效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智力由多个维度构成(Boyatzis et al., 
2015)，包括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人际交往技巧(Interpersonal 
Skills)、同理心(Empathy)、社会意识(Social Awareness)和社会适应能力(Social Adaptability)等，涵盖了情

绪、认知和行为方面的技能。而自我概念(Self-Concept)是指个体对自身的认知和评价，涵盖对身份、特

质、能力、情感和行为的理解。自我概念由多个维度构成(Marsh & Shavelson, 1985)，包括自我认知

(Self-Knowledge)、自我形象(Self-Image)、自尊(Self-Esteem)、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理想自我(Ideal 
Self)和现实自我(Real Self)等。在预防和干预校园欺凌的艰巨任务中，学生所展现出的高水平社会智力与

积极的自我概念构成了抵御欺凌行为、营造健康校园环境的双重防线。 

2.2. 作用分析 

一方面，社会智力作为情感智能与社交技能的深度融合体，是学生深刻洞察并有效调控自身情绪状

态，构建与维系稳固、正向人际关系的核心要素。通过精准的情绪感知与管理，学生能在人际交往的复

杂情境中展现出更为成熟、理性的行为模式，显著降低因情绪波动引发的误解与冲突风险。尤为重要的

是，高社会智力的学生擅长运用策略性思维化解潜在冲突，他们既能有效自我防护，免于欺凌侵扰，又

能积极介入调解，促进冲突双方的理解与和解，为校园安全稳定贡献关键力量。此外，这种高度的社会

智力还伴随着深刻的同理心，使学生能够深切感知他人苦楚，自发抵制欺凌行为，并主动为受欺凌者提

供援助与慰藉，共同培育出一个温馨、包容的校园文化氛围。 
另一方面，积极的自我概念作为心理健康与行为选择的稳固基石，其重要性亦不容忽视。它促使学

生形成自信、乐观的自我认知，勇于拓展并维护高质量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一网络不仅是学生情感安全

的港湾，也是他们抵御欺凌、获取支持的重要资源。具备积极自我概念的学生对校规校纪持有高度尊重，

深刻理解遵守规则对于维护校园秩序、遏制欺凌行为的重大意义。因此，他们更加自律，树立起对规则

与秩序的敬畏之心，为校园的安全有序环境贡献力量。面对欺凌挑战时，这类学生展现出勇敢站出的姿

态，积极寻求帮助，采用建设性策略应对问题。他们的积极反应不仅有效化解欺凌危机，保护个人与同

伴安全，还促进了个人成长与心理韧性的提升。尤为关键的是，积极的自我概念显著强化了学生的自尊

与自信，使他们在面对欺凌等负面事件时能够保持冷静、理智，有效抵御心理创伤与情绪困扰，激励他

们以更加积极、乐观的心态应对生活中的挑战，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心理基础。因此，学生个

体良好的社会智力与积极的自我概念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在预防和干预校园欺凌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

作用，它们共同筑起校园安全稳定与和谐发展的坚固防线。 
综上所述，对社会智力和自我概念进行深入研究，能够揭示显著提升个体心理健康水平及增强社会

适应能力的有效途径，进而为其学业与职业生涯的成功奠定坚实基础。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优化人际关

系网络，减少负面行为倾向及潜在社会问题的发生，还能促进心理韧性的构建与有效应对机制的形成。

最终，这一系列积极变化将引领个体迈向全面发展与自我实现的道路，为社会的和谐与进步贡献不可或

缺的力量。因此，强化社会智力与积极自我概念的培养，是促进个体及社会整体福祉的关键路径。 

3. 基于社会智力与自我概念交互作用的校园欺凌多维框架的构建 

在校园欺凌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社会智力与自我概念的影响力与多面性远超表面观察所能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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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畴。作为个体心理发展的关键要素，这两者不仅各自独立地作用于欺凌事件的各个层面，更在相互

交织、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中，深刻塑造着欺凌者、受害者及旁观者等关键角色的行为模式与心理发展

轨迹。为了全面且深入地剖析校园欺凌问题，建立起一个多维度的分析框架，超越对社会智力与自我概

念的单独关注，将外部环境因素(邓翔，王小玲，2023) (如家庭氛围、学校文化、社区支持体系等)与个体

差异(Sabramani et al., 2021) (如个人性格特征、社会经验、情感反应模式等)纳入同等的考察范畴。这些因

素的复杂交互作用，构成了校园欺凌现象发生、发展与演变的多元背景，同时也为理解具有相似心理特

征的个体为何展现出独特的行为差异提供了关键线索。 

3.1. 社会智力与自我概念组合对校园欺凌不同角色行为的影响 

高社会智力与高自我概念结合的欺凌者，掌握了一种精致的操纵策略(Sutton et al., 1999a, 1999b)。这

类欺凌者能够精准地识别并利用社交环境中的漏洞，通过隐蔽而狡猾的手段实现其控制欲与自我满足，

其行为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心理机制，如对权力的渴望、对认可的追求以及对自我价值的扭曲认知。相比

之下，低社会智力与低自我概念的欺凌者，其直接且暴力的行为模式则更多地源于内心的不安全感与自

卑感，这种情绪的外化表现为对弱者的攻击与欺凌，以寻求短暂的自我肯定。另一方面，高社会智力但

自我概念低的欺凌者，其行为模式揭示了社交技巧与内心冲突的并存。他们利用高超的社交能力作为欺

凌的工具，试图通过伤害他人来弥补内心的空虚与不安，这种矛盾心理体现了自我认同的缺失与对外部

认可的过度依赖(Georgiou & Stavrinides, 2008)。而低社会智力但自我概念过高的欺凌者，则表现出一种

盲目的自信与自我中心，他们无视社交规则与他人的情感界限，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模式加剧了欺凌的

严重性，同时也暴露了其社交能力的不足与同理心的缺失(Gini et al., 2011)。 
社会智力与自我概念的差异同样显著地影响被欺凌者的应对策略与心理历程。高社会智力与高自

我概念被欺凌者，能够运用其出色的社交能力与自我认知，有效地识别欺凌行为并寻求帮助，他们展

现出强大的心理韧性与自我恢复能力。相反，低社会智力与低自我概念的受害者则因缺乏应对策略与

自我保护意识，长期处于受害状态，其心理健康可能因此受到严重损害(Sutton et al., 1999a)。另一方

面，高社会智力但自我概念低的被欺凌者，其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尤为突出。他们虽能感知到欺凌的存

在，却因缺乏自信与坚定而选择隐忍，这种被动的应对策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欺凌行为的持续。

而低社会智力但自我概念过高的被欺凌者，则可能因过度解读或误解他人意图而加剧冲突与误解

(Twenge & Campbell, 2003)，其过高的自我认知与对他人感受的忽视，使得他们在欺凌事件中难以找

到有效的解决途径。 
旁观者在校园欺凌事件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Pozzoli & Gini, 2013)。高社会智力与高自我概念

的旁观者，能够敏锐地察觉到欺凌行为的不公与伤害，并勇于挺身而出为受害者提供支持与帮助(Hawkins 
et al., 2001)。他们的行为不仅体现了个人责任感与同理心的深度，更对校园环境的正向改变产生了积极

影响。相比之下，低社会智力与低自我概念的旁观者则可能因无力感或恐惧而选择沉默或逃避，这种态

度无形中助长了欺凌风气的蔓延。另一方面，对于高社会智力但自我概念低的旁观者而言，他们在面对

欺凌时的内心挣扎反映了道德困境的复杂性。他们渴望帮助受害者却担心自身可能遭受的负面后果，这

种矛盾心理使得他们最终选择了旁观而非直接干预。而低社会智力与高自我概念的旁观者则可能以一种

冷漠甚至轻视的态度对待欺凌行为，其缺乏同理心与道德判断力的表现不仅暴露了其社会认知的局限性，

也对校园文化的健康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 
综上所述，社会智力与自我概念在校园欺凌现象中的影响具有多维度性。它们不仅独立地作用于欺

凌者、受害者及旁观者的行为模式与心理历程，更在相互交织中揭示了欺凌现象背后复杂的心理机制与

社会动态。因此，在探讨校园欺凌的问题时，应充分重视社会智力与自我概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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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外部环境与个体差异的交互影响 

除了上述的两个心理因素之外，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个体的成长环境与个人经历(Thornberg & Knutsen, 
2011)，作为个体行为模式形成的土壤，其影响力深远且复杂。温暖、支持性的家庭环境往往能够培育出

勇于站出、积极干预的旁观者；相反，家庭中的高压氛围与情感支持的匮乏，则可能成为滋生欺凌行为

的温床，促使个体在压力与挫折中寻求不当的宣泄途径。同样的，在教育领域，系统的情商与社交技能

训练(Divecha & Brackett, 2020; Espelage et al., 2018)能够显著提升个体的同理心与冲突解决能力，促使个

体更倾向于成为正面的干预者，而非欺凌的参与者或受害者。 
个性特质与价值观(Thornberg & Knutsen, 2011)也参与构成了个体行为选择的内在驱动力。冲动性、

同情心及攻击性等个性特征，在特定情境下被激活，深刻影响着个体对欺凌事件的反应方式。高度同情

心的个体能够深刻体会到受害者的痛苦，从而激发其制止欺凌的动机；而攻击性倾向较强的个体，则可

能因情绪管理能力的不足而卷入欺凌行为。此外，个体对公平、正义等核心价值观的坚守(Shute & Slee, 
2021)，同样构成了其道德判断与行为选择的依托，促使他们在面对不公时勇于站出来，维护正义与秩序。 

在外部影响因素中，社交动态(Huitsing & Veenstra, 2012)作为个体行为的重要外部调节器，其影响力

同样显著。社交圈中的群体压力、归属感及认同感等社会心理因素，能够引导个体在特定情境下调整自

己的行为模式。在和谐友善的社交环境中，高社会智力的个体能够利用其人际交往优势，成为促进和谐

氛围的积极力量；而在竞争激烈、氛围紧张的社交圈中，他们可能因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而表现出攻击

性，甚至成为欺凌行为的参与者。 
强有力的外部支持体系也同样会影响个体行为表现的选择。这一体系应包括教师、家长及同伴等多

方面的参与和协作，通过及时介入与有效支持，为受欺凌者提供必要的庇护与帮助，为旁观者提供勇气

与指导，同时对潜在的施暴者形成有效的震慑与引导。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的外部支持网络，不仅有助

于营造一个安全、公正、包容的校园环境(Thornberg & Knutsen, 2011)，还能够从根本上减少欺凌事件的

发生，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 
 

 
Figure 1.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chool bullying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of social intelligence and self-concept 
图 1. 社会智力与自我概念交互下的校园欺凌多维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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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社会智力与自我概念交互下的校园欺凌多维分析框架的构建 

通过融合多维度视角的深入分析，获得了对校园欺凌问题更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形成了校园欺凌

多维分析的框架，见图 1。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社会智力与自我概念作为核心要素，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它们不仅深刻塑造了个体的内在应对机制，还广泛交织于外部环境与个体差异之间，形成了一系列

复杂而微妙的相互作用。具体而言，社会智力在校园欺凌中帮助个体识别欺凌行为，培养同理心，促进

正向社交互动，从而构建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而自我概念直接影响着受害者的心理韧性、应对策略以

及加害者的行为动机。然而，这两大要素的作用并非孤立存在，它们深深植根于一个由外部环境(如家庭、

学校、社区文化等)与个体差异(性格特质、成长经历、心理健康状况等)共同编织的复杂网络之中。这些

外部因素与内部特质相互作用，既可能加剧欺凌现象的发生，也可能成为阻止和减少欺凌行为的强大力

量。 

4. 校园欺凌的干预策略 

校园欺凌这一复杂而敏感的社会问题，其根源深植于个体心理、社会环境及文化背景的交织之中。

为有效遏制这一现象，必须采取多维度、全方位的策略，从提升学生的社会智力、强化其自我概念，到

优化外部环境支持，形成一个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4.1. 深耕社会智力：构建健康社交生态 

提升学生的社会智力(刘小艳等，2023)对预防校园欺凌具有重要作用。这不仅仅意味着教会学生识别

欺凌行为，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理解他人情感、有效沟通以及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能力。为此，应将社

会智力教育融入日常教学之中，通过丰富的案例分析、角色扮演和情景模拟，让学生在模拟的社交环境

中亲身体验不同角色的感受与需求，从而培养出深厚的同理心与问题解决能力。此外，开设专门的心理

辅导课程，为学生提供情绪管理、冲突解决等方面的专业指导，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社交心态，增强心

理韧性。 

4.2. 强化自我概念：点亮内在光芒 

拥有坚实自我概念的学生能够更好地抵御外界的不良影响，包括欺凌行为。因此，必须采取一系列

措施来强化学生的自我认知与自我接纳。这包括通过写作、讨论等活动，引导学生深入挖掘自己的优点

与潜力，树立积极的自我形象；通过设立表彰与奖励机制，如“优秀品德奖”、“自我成长之星”等，

对表现突出的学生进行正面激励，提升其自我价值感；同时，也可以组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如体育

竞赛、艺术创作等，让学生在不同领域展现自己的才华与魅力，从而增强自信心与自我效能感。 

4.3. 优化外部环境：打造安全港湾 

外部环境的支持与保障是预防校园欺凌不可或缺的一环。家庭、学校与社区应携手合作，共同为学

生营造一个安全、包容、支持性的成长环境：家庭方面，家长应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与交流，关注孩子的

情感需求与心理变化，及时给予关爱与支持；学校方面，应建立健全反欺凌机制与举报渠道，确保学生

在遭遇欺凌时能够迅速获得帮助；同时，通过制定严格的校规校纪与反欺凌政策，明确界定欺凌行为及

其后果，提高全校师生的反欺凌意识。此外，社区也应积极参与到校园欺凌的防治工作中来，利用自身

的资源与优势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法律援助等多方面的支持与服务。 

4.4. 确保正面影响的一致性：编织协同防护网 

在推行多维度校园欺凌防治策略的过程中，确保各项措施在目标设定、内容执行及效果评估等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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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和积极正面的方向上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和协同性，是达成有效治理的关键。这要求相关管理机构在

制定策略之初，就需深入洞察并充分考量在校生的实际需求与个性特征，确保各项举措能够相互衔接、

互为支撑，形成合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建立跨领域、跨部门的紧密合作机制与高效沟通平台显得尤为

重要，它们能够促进信息的自由流通与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此基础上，加强对于防治欺凌策略执行全过

程的监督与评估工作，及时发现执行中的偏差与不足，并迅速采取措施予以纠正，确保策略能够按照既

定目标顺利推进。最终，通过多维度策略的协同并进与持续优化，有望实现校园欺凌防治效果的最大化，

为学生营造一个更加安全、和谐、健康的成长环境。 

5. 结论 

通过深入探究社会智力与自我概念在校园欺凌现象中的交互作用，及其与外部环境和个体差异之间

错综复杂的关系，得出了重要结论：高水平的社会智力与积极的自我概念构成了预防和应对校园欺凌不

可或缺的心理防线。提升学生的社会智力，尤其是加强其情绪管理与人际交往能力，能够有效降低欺凌

行为的发生率，因为这类能力使学生更擅长理解他人情绪、建立正面关系，并有效化解冲突。同时，强

化自我概念，帮助学生树立自信、乐观的自我认知，显著增强了他们在遭遇欺凌时的心理韧性及应对策

略的灵活性。 
此外，优化外部环境作为预防校园欺凌的另一核心策略，亟需家庭、学校与社区三方紧密合作，共

同构建一个安全、包容且充满支持的成长环境。这意味着要建立健全的反欺凌政策与机制，确保学生在

遭遇欺凌时能及时获得援助；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与社交技能培训，以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与人际交

往技巧；同时，营造一种对欺凌行为零容忍的校园文化，鼓励学生积极报告并寻求帮助。 
最后，实现校园欺凌综合治理的关键在于确保各项干预措施的一致性与协同性。这意味着不同层面、

不同领域的干预策略需相互衔接、相互补充，形成合力，以确保教育和支持体系的连续性与有效性。通

过持续评估与调整干预策略，不断优化资源配置，为学生打造一个更加安全、和谐、健康的校园环境，

促进每一位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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