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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学校生活满意度与校园欺凌的关系

——自尊的中介作用

付函盟

上海市青浦区金泽中学　上海　201718

摘　要：本研究留守儿童学校生活满意度、自尊与校园欺凌行为的关系，为关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提供依据。研究采用学

校生活满意度问卷、自尊量表、校园欺凌问卷进行测量。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遭受了更多的校园欺凌行为；校园欺凌行

为和受欺凌行为均与学校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自尊与学校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自尊在学校生活满意度与校园

受欺凌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学校方面应尽量为儿童创造和谐的校园环境，提高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同时通过开

展心理活动健康教育，减少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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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校园欺凌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 [1]。校园欺凌是

指在同学间力量（或心理地位）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一方

蓄意对另一方在身体、心理和财物等方面进行反复和恶意

的损害 [2]。遭遇校园欺凌不仅损害小学生的成长发育，直接

影响他们的学习成绩和心理健康 [1，3]，还威胁她么成年后的

身心健康 [4]。

已有研究发现，学生学业不良和行为问题的重要原因还

包括学生的学校生活满意度低，而学校生活满意度与校园欺

凌呈负相关。另有研究者发现，儿童在校园受欺凌程度与儿

童自尊水平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提高儿童的自尊水平可减

少其受欺凌次数。而在自尊与小学生学校生活满意度方面 [5]，

已有研究表明，自尊越高的儿童，越能较好地应付各类问题 
[2，5]，拥有更高的学校生活满意度。那么，学校欺凌、自尊

与学校生活满意度三者之间，是不是有一种整体的关系？能

不能找到这种关系来调节留守儿童的自尊或学校生活满意度 
[6]，从而减少留守儿童的校园受欺凌情况？因此，本研究选

取上海、河南、辽宁、浙江四省的农村留守小学生为研究对

象，了解农村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状况，学校生活满意度和自

尊对农村留守儿童校园欺凌行为的影响 [7]  ，以及自尊在农

村留守儿童校园生活满意度和校园欺凌行为之间的中介作

用，希望能为农村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据。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3 年 8 月——2024 年 1 月采取整群随机抽象的方法，

在上海、河南、辽宁、浙江四省选取 6 所农村小学，每所

小学随机抽取 3 个 5 年级的班级全部学生，总共抽取了 19

个班级的 605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上海 79 人，河南

109 人，辽宁 152 人，浙江 265 人；留守和非留守儿童各缺

失 1 人，最后留守儿童 272 名，非留守儿童 331 名，平均年

龄（10。92+0.79）岁，本调查已征得学生及家长知情同意。

1.2 研究工具

学校生活满意度问卷。选自香港教育学院评估研究中

心 2010 年编制的学校生活满意度问卷，该问卷由 13 个题目

组成，采用 1-4 分评分。分值越高，学校生活满意度越高。

本问卷的 Cronbach′ s α 系数为 0.832 ，KMO 系数为 0.847。

自尊量表。采用 Rosenberg 编制的自尊量表中文修订版，

该量表由 10 个条目组成，采用 1-4 分评分。总分范围是

10-40 分，分值越高，自尊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sα 系数为 0.773，KMO 系数为 0.811。

校园欺凌问卷。采用校园欺凌问卷，该分量表包括受

欺凌和欺凌两个因子。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sα

系数为 0.947，KMO 系数为 0.917。

1.3 统计学方法

所得数据用 SPSS22.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处理，采用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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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样本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α=0.05.

2.	研究结果

2.1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学校生活满意度、自尊与

校园欺凌行为差异分析

结果显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学校生活满意度、

自尊、受欺凌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或＜ 0.01）。

留守儿童的学校生活满意度更高，自尊水平更高，遭受了更

多的校园欺凌行为，而在欺凌他人得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见表 1.

表 1			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在学校生活满意度、自尊与校园欺凌行为比较（n=603）

留守儿童 (n ＝ 272) 非留守儿童  (n ＝ 331) t 值 P 值

学校生活满意度       3．08±0．43 2．98±0．51 2．60 ＜ 0．01

自尊 28．73±4．06 27．75±5．24 2．58 ＜ 0．05

被欺凌总分 17．75±7．24 16．11±6．46 2．90 ＜ 0．01

欺凌总分 14．29±5．06 14．02±5．64 0．61 ＞ 0．05

2.2 留守儿童的学校生活满意度、自尊与校园欺凌行为

的关系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留守儿童的受欺

凌与学校生活满意度、自尊呈显著负相关（r= － 0.296，－

0.023，p ＜ 0.01）；留守儿童的欺凌他人西欧拿高分与学校

生活满意度、自尊呈显著负相关（r= － 0.296，－ 0.177，p

＜ 0.01）；留守儿童的自尊总分与学校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

相关（r=0.388，p ＜ 0.01）。

2.3 自尊在留守儿童的学校生活满意度与校园欺凌行为

间的中介作用

对学校生活满意度、自尊受欺凌和欺凌作中心化处理

后，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学校生活满意度对受欺凌和欺

凌的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学校生活满意度

对自尊的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学校生活满

意度对受欺凌和欺凌的预测作用下降，但仍有统计学意义（p

＜ 0.01 或＜ 0.05），同时自尊对于受欺凌对于受欺凌预测

作用有统计学意义，表明自尊在学校生活满意度与受欺凌之

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而与欺凌之间不存在中介效应。见表 2.

表 2			自尊在留守儿童的学校生活满意度与校园欺凌行为间的中介效应分析（n=272）

步骤 预测变量 因变量 β 值 t 值 R2 值 ΔR2 值 F 值 P 值

1 学校生活满意度 被欺凌总分 － 4．99 － 4．96 0．09 0．08 24．58 ＜ 0．01

2 学校生活满意度 自尊 3．58 6．76 0．15 0．15 45．64 ＜ 0．01

3 学校生活满意度 自尊 被欺凌总分 － 4．15
－ 0．25

－ 3．80
－ 2．12 0．11 0．10 14．83 ＜ 0．01

＜ 0．05

4 学校生活满意度 欺凌总分 － 2．57 － 3．57 0．05 0．04 12．72 ＜ 0．01

5 学校生活满意度 自尊 3．58 6．76 0．15 0．15 45．64 ＜ 0．01

6 学校生活满意度 自尊 欺凌总分 － 2．11
－ 0．13

－ 2．61
－ 1．51 0．06 0．05 7．54 ＜ 0．01

＞ 0．05

3.	讨论

3.1 留守儿童易遭受校园欺凌

从心理健康的中体水平上看，目前许多研究结果认为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本研究也发

现，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更容易遭受校园欺凌。首先，儿

童期是心理品质发展的关键期，留守经历易导致儿童人格及

个性发展异常；其次，家长的不在场也使得其对子女的思想

及价值缺乏指导，儿童易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差；此外，

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更缺乏人际关系和自信心，这些都是

导致留守儿童容易遭受校园欺凌的原因。

3.2 自尊在学校生活满意度与校园欺凌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自尊在学校生活满意度与欺凌行为之间

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学校生活满意度不仅能够直接预测留守

儿童的校园欺凌行为，还能通过自尊产生影响。自尊是对自

我判断的主观体验和感受，是减少欺凌行为的重要个人因

素。已有研究发现，自尊与攻击行为存在负相关关系，低自

尊的学生更容易被强化欺凌行为，更可能做出欺凌行为，这

与本研究结果一致。自尊水平越高的留守儿童，越少遭遇校

园欺凌。这可能与高自尊的个体在学习中能够获得更多的

成就感，能保持更多的正面情绪，不易与人发生冲突，能

更好地与人相处存在关系。学校生活满意度与学生心理、

行为有多方面的关联，较高的学校满意度也意味着更积极

的结果。相反，较低的学校满意度也意味着更消极的结果，

这其中就包括了受欺凌次数增加。总而言之，对学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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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越高的学生更喜欢学校的生活、对学校更加认同、

与同伴相处更愉快，进而获得更高的自尊水平，遭受校园

欺凌的可能性更小。

结语

本研究只调查了小学 5 年级留守儿童的校园欺凌现象，

年龄范围相对较小；同时本研究只考察了留守儿童的人口学

变量和学校生活满意度、自尊这类个体主观感受与校园欺凌

的关系，没有考察留守儿童面对校园欺凌现象的应对方式和

家庭支持等外部因素。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留守儿童的年龄

范围，考察更多个体心理状态意外的外部因素，为减少留守

儿童校园欺凌寻找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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