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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对教师应对同伴侵害策略知觉的
调节作用研究

李 蒙 蒙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０１４)

摘　要:采用儿童对教师应对同伴侵害策略知觉量表、同伴侵害量表及行为问题量表,对２５２名儿童进

行调查.结果表明:(１)儿童对教师应对同伴侵害策略知觉与儿童行为问题显著正相关;身体侵害、关系侵害

与儿童行为问题显著正相关;(２)儿童对教师积极策略知觉状况能够影响身体侵害与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即

儿童对教师积极策略知觉水平较高时,身体侵害能显著增加儿童行为问题,但二者在儿童对教师积极策略知

觉水平较低时不再产生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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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侵害(peervictimization)是个体遭受同伴攻击的经历,是在儿童与同伴交往中普遍存在的

现象[１].有数据显示,１０％~２３％的学龄前儿童持续或经常遭受同伴侵害,并且在整个学龄阶段具

有一定的稳定性[２].同伴侵害对儿童心理适应和社会适应都会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导致儿童出

现诸多问题,包括退缩、抑郁、孤独、焦虑、注意力分散等情绪问题或内化问题[３],以及违纪、攻击、厌

学、自杀等行为问题或外化问题[４],致使他们在同伴群体中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且长期遭受同伴

侵害的儿童不断将同伴侵害的经历内化,逐渐形成低自尊、低自信等消极适应水平,若不加以有效

的控制和引导,很有可能演变成极具危险的犯罪行为[５].

也有研究表明,有些受侵害儿童并不存在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甚至未来发展状况良好[６].

根据心理韧性理论,这很可能是某些保护性因素减少或消除了同伴侵害的消极影响,防止和减少了

儿童危险行为的发生.在个体健康发展过程中,保护性因素不仅包括环境因素,如家庭氛围、同伴

关系、社会支持等,还包括一系列个体因素,如自我观念、情绪调节能力、沟通交往能力等.研究表

明,在同伴侵害发生时,儿童的同伴关系、应对策略、情绪调节等多种因素对受侵害者发挥了保护作

用[７].例如:在个体因素中,高自尊被认为对儿童的积极适应水平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８],受侵害

者如果自尊水平较高,则因身体侵害和关系侵害所引发的行为问题也少,这说明高自尊能够抵抗或

改善儿童因同伴侵害而导致的适应失调问题[９].近期有研究指出,儿童对教师应对同伴侵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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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对同伴侵害、内化问题、社会适应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１０].

一般来说,教师积极的应对策略能够给予儿童情感上的安慰,促使他们愿意寻求成人的帮助,

而消极的应对策略则使他们产生消极情绪.随着心理表征能力的发展,儿童对他人的行为已有自

己的理解,并借助已有的经验预测、推断他人行为以适应环境.在学校中,儿童通过观察教师应对

同伴侵害的方式,初步形成对教师应对策略的心理表征,即儿童对教师应对同伴侵害策略知觉.研

究发现,当儿童知觉到教师采取积极策略时,他们受挫后愿意向教师倾诉;当知觉到教师采取消极

策略时,则倾向于向同伴寻求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同伴侵害的发生率仍然很高,儿童存在的行为

问题也没有减少的迹象[１１].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研究者提出,儿童对他人形成的消极心理表征可能

导致更多的行为问题出现,而积极的心理表征可以减少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发生[１２].在同伴侵害研

究领域,研究发现,儿童对教师采取消极策略的心理表征是引起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的因素之一,

而对教师采取积极策略的知觉能够减轻受侵害儿童适应失调的程度[１０].

TroopＧGordon及其合作者虽然探究了儿童对教师应对同伴侵害策略知觉与儿童同伴侵害、内

化问题、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但对儿童关于教师应对不同侵害类型的策略知觉与其行为问题间的

关系揭示还不够.已有研究发现,教师在面临儿童身体侵害与关系侵害时,会采取不同形式的应对

策略[１２],因此,有必要探讨在不同侵害情景中儿童对教师策略知觉的特点.而且,目前考察年幼儿

童对教师应对策略知觉特点的研究尚且不足.儿童对教师应对策略知觉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儿童

的心理发展水平,以及对信息的编码、加工、存储等认知能力的发展[１３].可以推断,年幼儿童对教

师应对同伴侵害策略知觉可能在同伴侵害与行为问题之间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本研究拟探讨４~

６岁儿童对教师应对同伴侵害策略知觉在身体侵害、关系侵害与儿童行为问题之间的调节作用.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被试为青岛市３所幼儿园的２５２名中班和大班的儿童.其中,中班１２２名,大班１３０名;

男孩１３６名(占５４％),女孩１１６名(占４６％);最小年龄３．９６岁,最大年龄６．９５岁,平均年龄５．０３±

０．８２岁.

(二)研究材料

１ 儿童对教师应对同伴侵害策略知觉量表

根据 TroopＧGordon研究改编而成的儿童对教师应对同伴侵害策略知觉量表来测量儿童知觉

水平.本研究中先由一位研究者将问卷译为中文,再由另一位研究者将中文问卷回译,并与幼儿教

师进行交流讨论,通过对比、分析,形成了中文版的儿童对教师应对同伴侵害策略知觉问卷量表.

另外,“有时”“偶尔有”和“经常有”虽然在英语中比较容易区分,但在汉语中儿童很难区分语义的不

同,尤其是对４~６岁的儿童来说难度更大.为此,将３个选项进行了合并,改为“有时”,相应地对

编码也作了变动,采用５级计分(０为“从不”,５为“总是”).量表中的指导语常常为:“你见过小朋

友之间发生欺负事件吗? 如果发生了,老师有没有采取这些方法呢?”

本量表经探索性因素分析,最终制定出２０道题目,并从回避、自主解决、断言、联系父母和惩罚

５个策略知觉维度考察.其中,联系父母、惩罚等策略知觉属于儿童对教师积极策略知觉;回避、自



主解决、断言等策略知觉属于儿童对教师消极策略知觉.儿童对教师积极策略知觉与消极策略知觉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０．７５１和０．８０５,总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０．８３９,各维度值在０．６５０~０．７５３.

２ 行为问题量表

采用Rutter编制的儿童行为量表(教师评定版)[１４].总分０~５２分,量表采用２级计分(０为

“从来没有”,１为“有时出现”,２为“至少每周一次”).本研究中,儿童行为问题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０．８６２.

３ 同伴侵害量表

采用Crick编制的同伴侵害量表中的身体侵害和关系侵害两个分量表来测评儿童同伴侵害状

况[２].量表使用５级计分(１为“完全不符合”,５为“完全符合”).本研究中,同伴侵害问卷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０．８２１.

(三)数据分析

使用SPSS１９．０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

二、研究结果

(一)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男孩、女孩各变量的平均数与标准差,可见表１.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男孩的行为问题

多于女孩,但在儿童对教师应对同伴侵害策略知觉、身体侵害、关系侵害方面,性别差异不显著.

表１　儿童在各变量上的平均数与标准差(x±s)

消极策略知觉 积极策略知觉 身体侵害 关系侵害 行为问题

男孩(n＝１３６) ２５．０６±７．２９ １８．５４±５．６２ ５．６４±２．４２ ７．７３±２．７６ ７．２９±６．３０
女孩(n＝１１６) ２４．８６±７．０９ １７．９９±５．１９ ５．４０±２．７２ ７．９５±２．９２ ４．５４±４．４５

t ０．２０ ０．７７ ０．５７ －０．５２ ４．０３∗∗∗

　　　　　　注:∗p＜０．０５,∗∗p＜０．０１,∗∗∗p＜０．００１,下同.

(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系数考察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见表２.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儿童对

教师消极策略知觉、积极策略知觉与行为问题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身体侵害、关系侵害与行为问题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儿童年龄与儿童对教师消极策略知觉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表２　儿童对教师策略知觉与同伴侵害、行为问题的相关性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１消极策略知觉 １
２积极策略知觉 ０．４４∗∗ １
３身体侵害 －０．０９ ０．１３ １
４关系侵害 ０．１０ ０．０９ ０．５７∗∗

５行为问题 ０．１６∗ ０．１３∗ ０．４５∗∗ ０．４２∗∗ １
６年龄 －０．１７∗ ０．１１ ０．４４ ０．２６∗ ０．０４ １

　　(三)身体侵害与儿童对教师应对同伴侵害策略知觉对行为问题的预测作用

根据调节作用的检验方法,变量的调节作用可以通过该变量与自变量在因变量上的交互作用

来检验[１５].在本研究中,主要分析身体侵害与儿童对教师应对同伴侵害的消极策略知觉、积极策

略知觉在行为问题上的交互作用.根据被试在身体侵害和儿童对教师应对同伴侵害策略知觉量表



上的得分,分别考察儿童在高知觉水平(高于平均分一个标准差)和低知觉水平(低于平均分一个标

准差)情况下身体侵害与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通过２×２的方差,分别考察身体侵害与儿童对教

师积极策略知觉、消极策略知觉在行为问题上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身体侵害的主效应达到显著

性水平时,儿童对教师消极策略知觉的主效应(前者F＝１６．６０７,df＝１,P＝０．００１;后者F＝０．４５４,

df＝１,P＝０．５１)以及身体侵害与儿童对教师消极策略知觉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F＝１．６５３,df＝

１,P＝０．２２);但儿童对教师积极策略知觉、身体侵害的主效应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前者F＝７．０８,

df＝１,P＝０．０１４;后者F＝２１．５９３,df＝１,P＝０．０００),身体侵害与儿童对教师消极策略知觉的交

互作用也达到显著性水平(F＝９．８２,df＝１,P＝０．００５).

(四)关系侵害与儿童对教师应对同伴侵害策略知觉对行为问题的预测作用

分别分析关系侵害与儿童对教师应对同伴侵害的消极策略知觉、积极策略知觉在行为问题上

的交互作用.根据被试在关系侵害和儿童对教师应对同伴侵害策略知觉量表上的得分,分别考察

儿童在高知觉水平(高于平均分一个标准差)和低知觉水平(低于平均分一个标准差)情况下关系侵

害与行为问题的关系.通过２×２的方差,分别考察关系侵害与儿童对教师积极策略知觉和消极策

略知觉在行为问题上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关系侵害的主效应达到显著性水平时,儿童对教师消

极策略知觉的主效应(前者F＝８．８２,df＝１,P＝０．０１３;后者F＝０．２６７,df＝１,P＝０．６１６)以及关

系侵害与儿童对教师消极策略知觉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F＝１．６６７,df＝１,P＝０．２２);儿童对教师

积极策略知觉的主效应达到显著性水平时,关系侵害的主效应(前者F＝０．７３,df＝１,P＝０．４１;后

者F＝７．９１７,df＝１,P＝０．０１７)及关系侵害与儿童对教师消极策略知觉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F＝

３．５０９,df＝１,P＝０．０８８).

三、分析与讨论

(一)同伴侵害与儿童行为问题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身体侵害、关系侵害都能显著预测儿童的行为问题.具体而言,儿童的身体侵害

和关系侵害程度越深,由此导致的行为问题就越多.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１６].儿童的身体侵害

是儿童遭受同伴身体动作(如打、踢、咬、推等形式)的侵害,不仅使儿童身体健康受到影响,也使心

理发展受到影响,产生暴力、攻击等行为或愤怒、伤心等消极情绪.儿童的关系侵害是儿童的同伴

人际关系或关系网络受到侵害,直接影响儿童在同伴间的受欢迎程度,严重者被孤立、被排斥,不被

同伴接纳.关系侵害较为隐蔽,不容易被察觉,在平时也很难被教师重视.然而,关系侵害对儿童

造成的影响并不比身体侵害小,甚至在社会适应、同伴交往方面对儿童的影响更大,尤其会造成持

久的心理伤害.学前儿童的心理理论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能够认识并通过操纵他人的心理状态

来实施对同伴关系的侵害,只是施行策略技能较低.当儿童遭受来自同伴的攻击时,往往将这一消

极的经历内化,作出消极的自责归因或消极的自我评价,从而产生无助感,进而导致儿童同伴关系

紧张,受侵害儿童会出现孤独、焦虑以及抑郁等不良适应情绪.

另外,本研究还发现,儿童对教师应对同伴侵害策略知觉与同伴侵害不相关,与行为问题显著

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无论儿童是否遭遇过同伴侵害,都已形成了对教师应对同伴侵害策略的心

理表征,继而影响其行为发展.研究表明,对受侵害者来说,他们胆怯、抑郁的气质更期望得到教师



的支持和帮助.但遗憾的是:受侵害者并不认为教师能有效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而攻击者则认为

教师是潜在的敌人,对自己充满敌意,不能公正地对待他们[１７];旁观者同样也会因教师应对同伴侵

害所采取的不当策略而产生焦虑、恐惧等情绪适应问题[１８].已有数据显示,在教师处理同伴冲突

的过程中,仅有１０％的教师对儿童表现出友好、亲切的态度,９０％的教师在干预中对儿童情感平淡

或表现出厌恶、恼怒的态度倾向[１９].除此之外,教师处理儿童行为问题时仍不能正确把握“度”,对

儿童的批评、惩罚过于严厉,在策略选择上缺乏灵活性,部分教师应对问题的方式简单,导致儿童不

能理解,更不能内化成行事的规则.由此可见,教师的应对策略可能只是解决了表面的冲突,还有

很多深层问题未得到解决,严重影响了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

(二)儿童对教师应对同伴侵害策略知觉在同伴侵害与行为问题之间的调节作用

交互作用的分析结果表明:儿童对教师消极策略知觉在身体侵害、关系侵害与儿童行为问题之

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儿童对教师积极策略知觉能够调节身体侵害与行为问题的关系.具体而言,

对遭受或经历过身体侵害的儿童来说,对教师积极策略的知觉反而加剧了他们的行为问题.由此

看来,儿童对教师采取惩罚、批评攻击者的积极策略知觉并没有减少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这可能

是因为受侵害儿童虽然知觉到教师对攻击者采取了惩罚、训诫或联系父母等积极策略,但这种严厉

和措施可能对儿童产生了消极影响[２０].已有研究表明,严厉、控制型的班级环境容易导致诸多问

题,如师生间冲突增加、儿童对教师安全感缺失以及对学校产生厌恶情绪[２１].同时,教师对同伴的

惩罚也会加剧儿童之间同伴关系的紧张,使儿童面临被同伴拒绝或被同伴报复的危险,从而增加了

儿童的焦虑与恐惧[２２].同伴侵害的存在,不仅破坏了学校的和谐氛围,也严重影响儿童在学校的

安全以及对教师的信任,对儿童今后的社会适应造成困难,并导致多种行为问题发生.儿童对教师

积极策略知觉水平较低时,同伴侵害对儿童行为问题的预测不显著.这表明,在某种程度上,儿童

对教师积极策略知觉能够抵抗同伴侵害对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１０].这可能是因为当儿童知觉到

教师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时,感受到了教师的支持和同情,从而减轻了由同伴侵害引起的伤心、

焦虑、无助等负面心理情绪.这启示我们,教师要积极地干预儿童的同伴侵害行为,减少儿童对教

师的消极心理表征,使儿童在一个充满支持、和谐、安全感的环境中健康发展.

四、思考与建议

(一)提高教师对同伴侵害的认识水平,积极改善儿童发展环境

教师要重视同伴侵害现象,提高对同伴侵害的认识水平.同伴侵害在儿童学龄前阶段已经普

遍存在,一些侵害如社会排斥、散播谣言、言语攻击等形式通常难以被教师发现或被教师重视,但对

儿童带来的伤害却很严重.教师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引路人,有必要为儿童创设一个良好的

发展与教育环境,阻止攻击者或欺负者,帮助受侵害者.教师对同伴侵害的态度决定了是否会采取

干预措施.部分教师认为,同伴侵害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社会适应能

力,对同伴侵害放之任之.但同伴侵害对儿童的影响是缓慢而持久的,若不及时干预就会对儿童的

身心健康发展造成长期影响.对受侵害的儿童来说,他们通常缺乏成功的交往体验,在同伴交往中

表现出自卑、退缩和缺乏自信的心理.教师的情感支持、抚慰、关爱能有效地减少由同伴侵害引起

的心理失调.教师要积极地了解儿童内心的真实想法,使他们的内心冲突得以释放出来.同时,教



师的关注和爱护能够增强儿童对教师的信任,激发他们积极的认知活动,促进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

和心理品质的形成.在实际生活中,无论是受侵害者还是侵害者往往都与教师的沟通、交流较少,

他们与同伴的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都相对较弱,表现出更多的行为问题.因此,教师要为儿童

提供一个安全的支持环境,增强受侵害者的自信心,使受侵害儿童能够勇敢抵抗同伴的威胁,敢于

向教师报告并及时寻求教师的帮助,从自卑和胆怯中勇敢走出来.

(二)提高教师应对同伴侵害的策略水平,使儿童远离攻击和侵害行为

教师在应对同伴侵害的策略选择上应考虑到儿童的个性特点与同伴侵害的形式.一方面,教

师应当相信儿童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们有足够的思考时间以及自主解决问题的机会;另一

方面,教师也要协助儿童掌握基本的社交技能和社交规范,向受侵害者传授有效的应对策略,如协

商、补偿或寻求他人的帮助等,引导儿童避免使用消极的应对策略,如回避、退缩、哭泣等无效方式.

总的来说,教师在介入同伴侵害时要以指导和帮助为主要手段,慎重使用命令、呵斥、惩罚等简单粗

暴的方式,给予儿童温情、耐心的教育,充分发挥儿童的自主性.在特定情境中,有意识地通过移情

训练、归因训练等方法提高儿童的感知和理解能力,增加他们积极的情绪体验,并随时观察儿童的

行为变化,鼓励和强化他们的积极行为,减少儿童受侵害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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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lationshipbetweenChildrensPerceptionsoftheirTeachersStrategiesfor
ChildrensPeerVictimizationandBehaviorProblems

LIMengmeng
(ShandongNormalUniversity,Jinan２５００１４,China)

Abstract:TheteacherseditionofChildrensPerceptionsofTheirTeachersStrategiesforChildrens
PeerVictimizationScale,PeerVictimizationScale,andBehaviorProblemsScalewereadoptedinthis
paperfortheinvestigationof２５２children．Theresultsare:(１)Childrensperceptionsoftheir
teachersstrategiesforchildrenspeerharassmentwerepositivelyrelatedwithbehaviorproblems;
physicalandrelationalvictimizationwerepositivelyrelatedtobehaviorproblems;(２)ChildrensperＧ
ceptionsoftheirteachersactivestrategiesmoderatedtherelationshipbetweenphysicalvictimization
andchildrensproblembehaviors．Atthehigherlevelofchildrensperceptionsoftheirteachersactive
strategies,physicalvictimizationwaspositivelyassociatedwithchildrensbehaviorproblems,but
suchassociationvanishedatthelowerlevelofit．
Keywords:childrensperceptions;peervictimization;behaviorproblem;regulatingaction;teachers
strategiesof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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