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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校园欺凌事件频发 ，引起了民众的热切关注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中学校园欺凌现象形成的

原因是错综复杂的 ，利用系统工程学中的解释结构模型法（ISM ）对相关成因进行分析 ，探求各成因之间的关联性和

层级性 ，构建中学校园欺凌成因的 ISM 。根据 ISM 的纵向层次结构和横向关系节点 ，采用“自下而上 、循序渐进” 、

“社会规范 ＋学校教育” 、重视家庭作为孵化器和转化器的作用 、产生“家 —校 —社”合力效应等措施 ，推进防治校园

欺凌工作的开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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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校园欺凌事件频发 ，引起了民众的热切关注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 ２０１６ 年 １１月 ，教育

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 ，两会上校园欺凌事件也是代表们

热议的话题 。因为校园安全工作直接关系到青少年能否安全 、健康地成长 ，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福和社

会的稳定 ，是社会安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

学者们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就开始了对校园欺凌现象的研究 ，近些年随着这一现象的加重 ，研究越来

越广泛 、深入 。其中 ，有关中学校园欺凌形成原因的研究也不乏其数 ，既有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 ，也有从

心理学 、教育学 、社会学 、法学等视角出发进行的理论研究 。不论哪种研究 ，最终都列出了一些导致这一

现象形成的原因 ，并给予适当的阐释 ，但各种原因之间的关系如何 ，哪些是表层原因 ，哪些是深层原因 ，

每种因素对这一现象形成的影响程度如何等问题却不得而知 。本文在前人对中学校园欺凌形成原因分

析的基础上 ，将借助系统工程学里的解释结构模型（Interpretive Structure Modeling ，简称 ISM ）分析各

原因之间的内部关联性 。 ISM 是美国 John Warfield 教授于 １９７３ 年开发的［１］
，是系统结构模型化技术

的一种 ，以规范方法为基础 ，有助于实现对多要素问题认识与分析的层次化 、条理化和系统化 。
［２］借助解

释结构模型法对导致中学校园欺凌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和研究 ，不仅可以构建出各原因之间

的关系模型 ，还可以据此针对性地提出防治中学校园欺凌的建议 。

  一 、中学校园欺凌形成原因的提取

根据 ISM 方法的原理 ，首先要总结 、提炼导致中学校园欺凌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 。本文以文献综

述为基础 ，通过对中学校园欺凌成因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内容分析 ，发现国内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

了中学校园欺凌形成的原因 ，对此进行提炼总结 ，详见表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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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现有研究中关于中学校园欺凌的因素概览

研究者 中学校园欺凌形成的原因

李燕秋

个体因素 ：人际交往困难 、生活习惯不良 、法律意识淡薄 ；家庭因素 ：教养方式 、家庭环境 、单亲家庭 ；学校因素 ：

管理松懈 、缺乏有效监控 、办学思想 、师德下滑 ；社会因素 ：媒体 、社会价值观 、亚文化 、经济发展 、居住环境 、社

会结构 ［３］

李爱 心理特征 、家庭教育方式 、同伴群体的影响 、大众传媒的不良示范 、学校道德教育缺失 ［４］

方芳 国家缺乏惩戒机制 、家庭教育存在缺失 、学校教育缺乏实效性 、社会不良文化影响 ［５］

杨卫敏 同伴冲突解决 、教师对待 、校园沟通质量 、校园氛围 ［６］

宋雁慧 应试教育 、升学主义 （学历主义） 的压力 、学校德育的丧失以及教师对学生的歧视与体罚 ［７］

李汉学
特定的时代特征 、不健康的网络环境 、学校管理缺失 、家庭环境的负面影响 、青少年的身心成长特点和政府相

应政策法规的缺失 ［８］

胡春光
欺凌行为本身特点和人们对其的错误认知 、个体内部因素（如焦虑 、身体表征 、归因风格等 ）和社会环境 （如家

庭 、同伴群体 、学校 、社区等）之间的互动机制所产生的偏差 ［９］

周佳桦 不良的家庭教养方式 、同伴群体的消极影响 、学校教育的缺失 ［１０］

徐玉斌 、郭艳艳 个人因素 、家庭因素 、学校和教师的因素 、社会因素 、国家法律制度因素等 ［１１］

王楚婧
网络社会发达 ，青少年过早接触暴力色情 ；我国校园安全法律法规建设的滞后性 ；学校教育欠缺 ，学生法律意

识模糊 ；家庭不睦 ；学校和社会管理缺位 ［１２］

章恩友 、陈胜 对校园欺凌现象的认知偏差 ；中学生在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障碍 ；学生易怒 、情绪敏感性的个人特质 ［１３］

苏春景 、徐淑慧 、

杨虎民

“和”与 “忍”的文化对欺凌行为的无意识强化与容忍 ，家庭结构失能和不良家庭环境助长欺凌性格的形成 ，家

庭教育的忽视及家长教育观念的落伍不利于学生个性培养 ［１４］

孙临美 生理因素 、社会影响因素 ［１５］

张小华 精神抑郁 、社会压力 、校园欺凌加害经历 ［１６］

梁国威 家庭暴力 、对欺凌行为的容忍和逃离 ［１７］

王翠华 友善教育的缺乏 ［１８］

  从表 １可以看出 ，导致中学校园欺凌形成的原因很多 ，大到整个社会环境小到学生的易怒特质 、情

绪敏感性都与最终欺凌行为的产生有着一定的相关性 。但通过对这些原因进一步整理和分析 ，不难发

现其中的诸多共通之处 ，也是多数学者归纳总结的“四位一体”成因 ：个体原因 、学校原因 、家庭原因和社

会原因 。

通过对这四大类成因中具体包含的原因进行统计 ，列出候选因素表 ，然后组建一个由中学教师 、心

理健康指导教师 、教研组组长 、教导处 、保卫处 、后勤处等管理人员和中高层领导 、青少年以及教育学心

理学研究人员组成的 ISM 在线小组 ，通过 QQ 群 、微信群 、电子邮件等方式 ，请在线小组成员对候选因

素进行评价 ，评价等级分为 １ 、２ 、３ 、４ 、５五等 ，选出他们认为最容易导致中学校园欺凌行为出现的因素 。

然后 ，对小组成员的评价结果进行统计 ，筛选出分数过半的候选因素 ，并将之从高到低进行排列 ，进而得

出中学校园欺凌现象形成的 １３个相关原因 ，编号后分别为 ：S１ ：惩治力度不够 ，S２ ：网络游戏 、小说 、暴力

电影等 ，S３ ：同伴群体 ，S４ ：学校监管不够 ，S５ ：争强好胜的性格 ，S６ ：教师的不平等对待 ，S７ ：欺凌带来的即

时快感 ，S８ ：学生缺乏心理安全岛 ，S９ ：大众传媒 ，S１０ ：父母与子女共同成长不足 ，S１１ ：对欺凌的认知偏差 ，

S１２ ：周边环境 ，S１３ ：法律制度 。

  二 、中学校园欺凌成因的解释结构模型

１ ．建立 ISM 邻接矩阵
根据 ISM 小组提出的导致中学校园欺凌行为的 １３个成因 ，按以下规则建立 ISM 邻接矩阵 A 。
（１）Si对 S j有直接影响 ，A ij取 １ ，否则取 ０ ；

（２）Sj对 S i有直接影响 ，A ji取 １ ，否则取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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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０ ⁄０ j０ ˙０ ä０ �０ ™０ :０  ０ Z０ Í０ z０ ?０ ö
１ ⁄０ j０ ˙０ ä０ �０ ™０ :０  ０ Z０ Í０ z０ ?０ ö
１ ⁄０ j０ ˙０ ä１ �１ ™０ :１  ０ Z１ Í１ z０ ?１ ö
１ ⁄１ j０ ˙０ ä０ �１ ™０ :０  ０ Z０ Í０ z０ ?１ ö
１ ⁄１ j１ ˙０ ä０ �０ ™１ :０  ０ Z０ Í１ z０ ?１ ö
１ ⁄１ j０ ˙０ ä０ �０ ™０ :０  ０ Z０ Í０ z０ ?１ ö
１ ⁄１ j１ ˙１ ä１ �１ ™０ :１  １ Z１ Í１ z１ ?１ ö
１ ⁄０ j０ ˙０ ä０ �０ ™１ :０  ０ Z１ Í０ z０ ?０ ö
１ ⁄１ j１ ˙１ ä０ �１ ™１ :０  ０ Z１ Í１ z０ ?０ ö
１ ⁄１ j１ ˙１ ä０ �１ ™１ :０  １ Z０ Í１ z０ ?０ ö
１ ⁄０ j０ ˙１ ä１ �１ ™０ :１  ０ Z０ Í０ z１ ?１ ö
０ ⁄０ j１ ˙０ ä０ �０ ™０ :１  ０ Z０ Í１ z０ ?０ ö
１ ⁄１ j１ ˙０ ä０ �０ ™１ :１  ０ Z０ Í１ z１ ?０ ö

邻接矩阵 A描述了经过长度 １的通过后 ，各成因两两之间的可达程度 ，表明了导致中学校园欺凌形
成的不同因素两两之间的结构关系 ，且为直接关系 。

２ ．生成 ISM 可达矩阵
邻接矩阵反应的是成因两两之间的直接关系 ，可达矩阵则反应成因之间存在的间接关系 。其生成

方法为 ：邻接矩阵 A与单位矩阵 I求和 ，即 A＋ I ，并对 A ＋ I做幂运算 ，采用布尔矩阵运算法则计算 ，直
到满足下列公式 ：

M＝ （A＋ I）n＋ １
＝ （A＋ I）n ≠ ⋯ ≠ （A＋ I）２ ≠ （A＋ I）

运用 M A TLAB２０１３B可计算出可达矩阵 M如下 ：

M＝

S１ S２ S３ S４ S５ S６ S７ S８ S９ S１０ S１１ S１２ S１３
S１ １ /０ ø１ O０ fl１ o１ ˇ１ è１ �０ Ø０ ?０ œ１  １ Ô
S２ ０ /１ ø１ O１ fl１ o０ ˇ０ è１ �１ Ø１ ?１ œ０  １ Ô
S３ ０ /０ ø１ O０ fl０ o０ ˇ１ è０ �０ Ø０ ?０ œ０  ０ Ô
S４ ０ /０ ø０ O１ fl０ o０ ˇ０ è１ �０ Ø０ ?０ œ０  ０ Ô
S５ ０ /０ ø０ O０ fl１ o０ ˇ０ è０ �０ Ø０ ?０ œ１  ０ Ô
S６ ０ /０ ø１ O０ fl１ o１ ˇ１ è０ �０ Ø０ ?０ œ０  ０ Ô
S７ ０ /０ ø１ O０ fl０ o０ ˇ１ è１ �１ Ø１ ?１ œ０  ０ Ô
S８ ０ /０ ø１ O１ fl０ o０ ˇ１ è１ �１ Ø０ ?０ œ１  ０ Ô
S９ ０ /０ ø０ O０ fl０ o０ ˇ１ è０ �１ Ø１ ?１ œ０  １ Ô
S１０ ０ /０ ø１ O０ fl０ o０ ˇ１ è０ �１ Ø１ ?０ œ０  １ Ô
S１１ ０ /０ ø１ O０ fl０ o０ ˇ１ è０ �１ Ø１ ?１ œ０  １ Ô
S１２ １ /０ ø１ O０ fl１ o０ ˇ０ è１ �０ Ø０ ?０ œ１  １ Ô
S１３ １ /０ ø０ O０ fl０ o０ ˇ０ è０ �０ Ø０ ?０ œ０  １ Ô

３ ．划分形成原因层级

根据可达矩阵 M ，归纳整理各成因之间的关系 ，划分可达集 、先行集和共同集 。可达集 R（Si）是 Si
可以到达的集合 ，表示由可达矩阵 Si行中所有矩阵元素为 １的列所对应的元素构成的集合 ；先行集 A
（Si）是 Si的起始集 ，表示由可达矩阵 Si列中所有矩阵元素为 １的行所对应的元素构成的集合 。共同
集 C（Si）表示任意元素 Si的可达集 R（Si）和先行集 A（Si）的共同部分 。

在层级划分时 ，R（Si） ∩ A（Si）＝ R（Si）是确定最高级元素的条件 。在确定了最高级之后 ，就可划去
最高级元素 ，再求剩余元素的可达集 、先行集和共同集 ，依据 R（Si） ∩ A （Si） ＝ R（Si）的条件 ，得出剩余
元素集合的最高级元素 ，以此类推 ，直到得出最低一级元素的集合 ，即起始集 ，从而确定各层元素集 。最
终的层次化结果见表 ２ 。

表 2  中学校园欺凌成因的层次化结果
层次 成因

１ bS１惩治力度不够 ，S２网络游戏 、小说 、暴力电影等 ，S５争强好胜的性格 ，S７欺凌带来的即时快感 ，S１１对欺凌的认知偏差
２ bS３同伴群体 ，S６教师的不平等对待 ，S８学生缺乏心理安全岛 ，S９大众传媒
３ bS４学校监管不够 ，S１０父母与子女共同成长不足 ，S１２周边环境 ，S１３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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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构建解释结构模型

图 1  中学校园欺凌成因的 ISM

根据层次化结果表 ２ 可知 ，第一层元素集合为
｛S１ ，S２ ，S５ ，S７ ，S１１ ｝ ，第二层元素集合为｛S３ ，S６ ，S８ ，

S９ ｝ ，第三层元素集合为｛ S４ ，S１０ ，S１２ ，S１３ ｝ ，将各变量
赋予其本身的含义 ，并结合可达矩阵 M绘制 ISM ，从
而得出中学校园欺凌成因模型（见图 １） 。

  三 、模型分析与建议

１ ．中学校园欺凌成因的 ISM 分析
解释结构模型将导致中学校园欺凌的原因层次

化和条理化 。从图 １ 可知 ，该模型是一个 ３ 级有向
层级结构模型 ，包括表象层 、中间层和根源层 。 其
中 ，表象层包括的成因有 ：S１惩治力度不够 ，S２网络游戏 、小说 、暴力电影等 ，S５争强好胜的性格 ，S７欺凌
带来的即时快感 ，S１１对欺凌的认知偏差 ，它们是导致中学校园欺凌形成的表层原因 ，也是最直接原因 。

根源层包括 ：S４学校监管不够 ，S１０父母与子女共同成长不足 ，S１２周边环境 ，S１３法律制度等 ，是导致中学
校园欺凌形成的最根本原因 。且图 １显示 ，在 S４学校监管不够和 S１３法律制度之间有回路 ，说明这两者
之间也会相互影响 ，学校的监管直接受法律制度的影响 ，而法律制度也直接规定 、制约了学校监管的力
度 、内容和范围等 。且 S４和 S１３都有直接指向表象层的箭头 ，这说明这两大原因对表层原因直接产生影
响 。但有些深层原因则需要通过中间层 ，即 S３同伴群体 、S６教师的不平等对待 、S８学生缺乏心理安全
岛 、S９大众传媒等发挥作用 。在中间层中 ，S６教师的不平等对待除了具有发挥从根源层传向表象层的作
用外 ，还具有横向影响的功能 ，通过作用于 S８学生缺乏心理安全岛对表象层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

基于 ISM 得出的结论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 ，导致中学校园欺凌行为形成的最直接原因中学生个体
原因占多数 ，而根本原因则是社会原因和家庭原因 ，学校因素则处于中间带 、缓冲带 。乍一看 ，这一研究
结论似乎让人不太信服 ，但深入分析 ISM 后则会深明其理 。欺凌者在校园实施欺凌多数是起源于情境
的刺激 ，而争强好胜的性格则坚定了欺凌的决心 ，同时自身对欺凌的不正确认知 、欺凌之后带来的即时
快感却无须付出过多代价更是加速了欺凌行为的发生 ，这些都是欺凌发生的直接诱因 。但深究其因 ，为
什么欺凌者会形成争强好胜的性格 ，为什么会对欺凌存在认知偏差 ？这都是源于欺凌者缺乏心理安全
岛这一中间层因素 ，而这一因素的根源层则是父母与子女共同成长不足 ，即家庭原因 。图 １中 S１０向上
通过 S８对表象层发射出了诸多箭头即可说明 。此外 ，为什么欺凌者在实施完欺凌之后会产生快感 ？这
不仅是源自于生理的即时快感 ，更是因为无须承担法律后果 ，社会和学校的惩治不足让欺凌者无所畏
惧 ，对其起不到约束作用 。而这都是源自于根源层中的法律制度 ，因为缺乏健全有效的法律 ，学校在进
行监管时也很难把握尺度 ，最终导致监管不力 。虽然学校对校园欺凌应负有很大的责任 ，教师的不平等
对待（图中 S６的箭头指向）也对校园欺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学校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 ，由于受
到了社会法律法规以及社会文化等诸多制约 ，因此这一责任需要社会共同来承担 。图 １中 S４和 S１３之
间的回路以及越过中间层直接指向表象层的 S１ 、 S７即是对此点的最好诠释 。此外 ，根源层中右侧 S１２周
边环境通过中间层 S９大众传媒对表象层产生影响 ，这一分支的形成也源于社会因素 。因此 ，社会原因
是中学校园欺凌形成的根源之一则无可辩驳 。

２ ．基于 ISM 防治中学校园欺凌的建议
如何防治中学校园欺凌是研究的最终目的 。基于中学校园欺凌成因 ISM 的分析 ，通过对各层级成

因间关系的研究 ，可针对性地提出以下建议 ：

（１）根据 ISM 的纵向层次结构 ，“自下而上 、循序渐进”地推进防治工作 。对于中学校园欺凌的防治
如果仅从表象层入手 ，只能做到治标不治本 ，无法杜绝这一现象的再度发生 。而且有些表象层成因的消
解也远非从表象层入手就能解决 ，如 S１惩治力度不够 ，如果仅就此提出解决对策则是加大对欺凌者的
惩治力度 ，但是实际并非如此简单 。惩治欺凌者需要有相关法律条文的依据 ，惩治者应该是学校还是当
地公安部门 ，抑或是司法部门 ，惩治者之间的职责范围如何划分 ，惩治力度如何把握等一系列问题绝非
是从表层能够解决的 。再如 ，表象层中个体原因 S５欺凌者争强好胜的个性 ，青少年个性的形成和改变
绝非一朝一夕 ，且受到家庭 、关键人物以及遗传等的影响 。因此 ，防治中学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应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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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M 的纵向层次结构 ，自下而上 、循序渐进地开展 。

（２）根据 ISM 的横向关系节点 ，“社会规范 ＋学校教育”共同推进防治工作 。从图 １ ISM 中可以看
出横向节点存在连接 ，这说明有些原因之间发生了横向影响 ，如 S１３和 S４ ，S６和 S８ 。仅通过国家颁布法
律和社会进行规范远远不够 ，还需要学校教育的配合 。教育是惩罚的基础 ，惩罚是教育的手段 。严格的
惩罚措施虽然能够让欺凌者深刻意识到其欺凌行为的后果 ，还会对其他人起到警示作用 ，但毕竟欺凌的
“恶之花”已结果 。正如阿纳德（Arnold P ．Goldstein）所言 ，“学校想独立改善暴力问题可能会有困难 ，但
学校却是关键性的机构”

［１９］
。因此 ，在加强社会规范的同时 ，应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预防功能 。学校育

人要做到德育智育并重 ，加强对学生的友善教育 、品格教育 。同时学校要加强对教师的反欺凌专业培
训 ，让教师通过培训可以有针对性地对易施欺凌的学生进行相关的安全教育 、品质教育 、法制教育以及
情绪控制 、冲突解决等能力培训 。

（３）重视家庭作为孵化器和转化器的作用 ，产生“家 —校 —社”合力效应 。家庭是校园欺凌行为形
成的根源之一 ，甚至有“校园欺凌暴力起源于家庭 、显现于学校 、贻害于社会”一说 。从图 １就可以很直
观地看出 ，父母与子女共同成长不足对学生心理安全岛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影响 ，而学生安全感的缺乏则
可通过多种方式直接作用于表象层 ，导致欺凌行为的发生 。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条就是争强好胜的
性格 。家庭是青少年的第一所学校 ，是青少年性格养成 、人格塑造的孵化器 。从小在一个充满幸福 、和
睦 、温暖的家庭长大的青少年 ，一般会形成宽容 、理解 、大度 、平和的性格 ，有着较为健全的人格 。而成长
在一个充满争吵 、暴力的家庭或是不完整的家庭 ，青少年多数有着较强的征服欲和控制欲 ，会模仿施暴 ，

极有可能成为欺凌者 ，或者会形成孤僻 、怪异 、内向的性格 ，成为被欺凌的对象 。因此 ，父母要创造良好 、

和谐的家庭环境 ，发挥好家庭的孵化器作用 ，孵化并培养青少年良好的性格 、健全的人格 。

家庭对于社会影响和学校教育还发挥着转化器的作用 。社会规范 、大众传媒和学校教育能否发挥
正向促进功能 ，家庭教育至关重要 。因此 ，父母不仅应该多陪伴子女 、多与子女沟通交流 ，伴随青少年安
全走过青春期 ，还要注重家庭教育方式 ，学习家庭教育知识 ，与青少年共同成长 ，提高家庭教育的能力 。

中学校园欺凌现象形成的原因绝不可简单罗列 ，因为各个原因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本文
通过系统工程学里的解释结构模型探讨了各成因之间的关系 ，使其层次化 、条理化 ，并据此提出了防治
中学校园欺凌的建议 。但如同成因的复杂性一样 ，防治中学校园欺凌行为再度发生的措施也是一项复
杂工程 ，绝非以上几条建议可以完全解决 ，还需做出更细致 、深入的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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