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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自杀作为全球性的极端心理健康问题，一直以来受到各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已

有诸多研究表明，自杀意念对自杀行为有着显著的预测作用。在本研究中，将选取

初中生群体为被试，对初中生网络受欺负现象和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查研究，

同时选取了反刍思维和心理痛苦作为中介变量，探讨二者在网络受欺负与自杀意念

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使用问卷调查法，选取了山西省内三所初中院校（其类型分别为私立中

学、公立普通中学，公立重点中学）的学生，共发放问卷 630份，其中回收有效问

卷 543份。采用《网络受欺负量表》、《反刍思维量表》、《心理痛苦量表》及《青

少年自杀意念量表》对被试群体进行问卷调查。数据回收后，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

相关分析、信度分析、独立样本 t检验、以及中介效应分析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可知：

（1）初中生的网络受欺负现象及自杀意念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与女生相

比更容易遭受网络欺负行为（t=3.58，p＜0.001），而女生的自杀意念水平高于男生

（t=-2.37，p＜0.05）。

（2）在本研究的初中生被试群体中，网络受欺负、反刍思维、心理痛苦及自杀

意念四个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网络受欺负可对初中生的反刍思维和心理

痛苦进行预测，但网络受欺负无法对初中生的自杀意念进行预测。

（3）心理痛苦在初中生网络受欺负与自杀意念中起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为

0.05。

（4）反刍思维和心理痛苦在初中生网络受欺负与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中起着链

式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 0.20。

本次的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探究青少年群体网络受欺负现象对其身心健康的

影响机制，丰富网络受欺负领域的相关研究，也为预防青少年自杀提供了一定程度

的理论支持。同时，呼吁相关政府部门加强网络监管政策和立法，以期更全面的保

障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关键词：初中生；网络受欺负；反刍思维；心理痛苦；自杀意念



II

ABSTRACT

Adolescent suicide, a terrible mental health problem, are deeply
concerned by the society. Focusing on suicidal ideation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are meaningful measure to prevent suicide, because suicidal ide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suicidal behavior. At present, suicides caused
by cyberbullying are not individual cases and should deserve attention.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yberbullying and
suicide in junior school. The chain mediators(i.e. rumination and psychache)
are also introduced and help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cyberbullying and suicidal ideation.

Specifically, the study collect primary data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which consist of Revised Cyber Bullying Inventory(RCBI),
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RRS), Psychological Pain Assessment
Scale(PPAS)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Suicide Ideation(PANSI). Moreover,
630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types of junior school(private school, ordinary
public school and key public school) were interviewed in Shanxi province,
and 543 pieces of feedback were evaluated as valid questionnaire. A series of
statistical methods are adopted to analysis the obtained data, such as
reliability analysis, t test, intermediary effect analysis and so on. The results
of study are as followed:

(1) The influence of cyberbullying and suicidal ideation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or male students and female students in junior school. Male
students suffer more cyberbullying（t=3.58，p＜0.001）, while female students
show higher level of suicidal ideation（t=-2.37，p＜0.05）.

(2)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can be observed between
cyberbullying, rumination, psychache and suicidal ideatio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among the four variables of cyberbullying,
rumination, psychache and suicidal idea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
Cyberbullying can predict rumination and psychache, but cyberbul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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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not predict suicidal ideation.
(3) It demonstrated that psychache serves a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network bullying and suicidal ideation, with a mediating effect of 0.05.
(4) Rumination and psychache play a chain-mediating role between

internet bullying and suicidal ideation for junior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is 0.20 correspondingly.

Basing on large scale samples and system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current
study are not only helpful for online bullying researches, but als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to prevent the suicidal ideation and the suicidal behavior
of teenagers. Besides, it appeals for strengthening network supervision
policies and legislation to guarantee the teenager’s mental health.

Key words: Junior school students; Cyberbullying; Rumination; Psychache;
Suicidal id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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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网络通讯的不断发展，手机等移动通讯设备的应用和普及逐渐趋于低龄化，

甚至已成为初中生的主要社交渠道和通讯手段。

在青少年群体中，传统的欺负行为屡见不鲜，但随着时代变迁，网络受欺负作

为欺负行为的新形式，也开始频频出现。网络欺负是指个人或群体使用信息传播技

术有意、重复地实施旨在伤害他人的恶意行为。光明网（GMW）报告称“在我国，

未成年人（16岁以下）上网人数约为 1.2亿左右，在全国网民总数中占比约为 16％～

20％。在这些青少年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在网络环境中曾受到过不同行为、不

同程度的伤害”。据国外相关研究表明，网络欺负与受欺负现象在各地区已经非常

普遍，网络欺负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生率从 4％到 57％不等
[1]
。网络欺凌像是一只

隐形的推手，不断为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带去负面影响。网络受欺负与传统受欺负相

比，不受地点、时间以及程度等因素的限制，具有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隐蔽

性强、监控难度大等特点，比传统受欺负的危害性更大。

以往研究表明，网络受欺负对自杀意念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网络欺负

的高发期又处于 13～15岁初中年龄阶段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2017年的报道可知，

每年全球的自杀人数非常多，而自杀意念的产生，是自杀行为发生的重要风险因素。

所以，本人将研究方向锁定在网络受欺负与自杀意念这两个关键词当中。

在自杀的“动机-意志整合模型”中，自杀行为发生需要经历 3个阶段：前动机

阶段、动机阶段和意志阶段。网络受欺负作为本研究的自变量，符合前动机阶段的

背景因素及扳机事件特征。而动机阶段为自杀意图的形成阶段，以自杀的痛苦呼救

模型为基础，以挫败和受困为核心
[85]
。个体在对于负性应激事件的诸多应对方式中，

反刍思维会为个体带来痛苦及挫败感，并可能会与心理痛苦之间产生一定的交互作

用，从而对个体自杀意念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本研究将选择初中生被试

群体，针对其网络受欺负现象与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探讨反刍思维与心理痛苦的

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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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1.1 自杀意念

1.1.1 自杀意念的概念界定

美国国立精神卫生所（NIMH）1974 年将自杀行为划分为三类：自杀意念（suicidal

ideation）、自杀未遂（attempted suicide）和自杀死亡（completed suicide）。由于自

杀意念是自杀者早期的心理活动之一，能够显著预测自杀行为
[10]

，是个体实施自杀

行为的高危因素
[11]
。Reynold将自杀意念定义为：毁灭、死亡等出现在个体的大脑思

想中，其中包含从开始产生自杀想法，到如何实施自杀行为的一系列相关想法。何

兆雄认为“自杀意念是个体并未实施却内在感知到的偶尔出现的自杀念头或动机，

它也许不会直接导致个体自杀,但却能对个体的自杀行为进行预测，还能从其中去对

个体的精神状态是否良好进行判断,同时用于评估个体自杀的危险性
[12]
”。

Beck所给出的自杀意念的定义为：“自杀意念是指个体已丧失了生命意志，但

却并未导致实际人身伤害或死亡的自杀想法或计划
[13]

”。个体的自杀行为的发生必

然伴随着自杀意念的出现
[14]

，而自杀意念是一种不易被察觉的想法或念头，具有一

定隐蔽性，但却普遍存在
[15]
，自杀意念出现的频率越高，个体也就越可能实施自杀。

据了解，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自杀死亡者，在其生前曾以各种形式表达过自己想要

自杀的念头
[16]
。因此，对自杀行为发生的早期心理活动进行研究，有助于提前发现

高危人群，并且可以及时采取有效干预措施，从而避免自杀行为的发生。

1.1.2 自杀意念的测量

自杀意念的测量在学术界还没有较为统一的问卷和标准。贝克（Beck）于 1979

年编制了《贝克自杀意念量表》，是世界上第一个用来对自杀意念进行测量的工具，

在后来自杀领域的相关研究中使用较为广泛。

本研究将使用青少年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对初中生的自杀意念进行测量。王学

志等人按照 Osman,Gutierrez,Koppe,Barrios 和 Chiros 等人编制的自杀意念量表

(PANSI)，将 PANSI翻译成中文，并对修订后的量表进行了重测，证实 PANSI中文

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研究工具对我国青少年的自杀意念进行测评
[26]
。

1.1.3 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

关于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有很多，现将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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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部因素

外部因素也可称为环境因素，分为家庭环境及社会环境两种。

在家庭环境中，不同的父母会采取不同的教养方式。有些父母对孩子过于严厉，

有些父母过于溺爱孩子，有些家庭亲子关系及家庭氛围不佳，甚至出现家暴或争吵

打闹等现象。以上种种都会使个体感到缺乏社会支持，对个体的身心发展产生着重

要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不良的教养方式会导致个体的自杀风险增加
[17]

，家庭矛

盾也是导致个体出现自杀意念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18]
。

社会环境主要是指生活中所遇到的负性生活事件。负性生活事件可对个体自杀

意念的产生进行预测。李献云等通过调查发现
[19]

，大多数的自杀死亡者以及所有的

自杀未遂者，在决定实施自杀的前一年内，均有发生负面生活事件。所以，负面生

活事件可以被当做个体自杀念头出现的一个触发点。

总而言之，不论是哪种外部因素，都对个体自杀意念的产生起着至关重要的消

极影响。

（2）内部因素

尽管影响个体自杀的外部原因有很多，但是个体的易感因素还是对自杀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其中包括个体的生理遗传因素、认知风格因素等。

根据研究结果发现，影响自杀的危险因子中，遗传因素对个体自杀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与自杀行为相关的生物学因素会增加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20]
，约 90％

的自杀死亡者都患有一定程度的精神障碍
[21]

，自杀者中性格内向和较内向的比例达

到了约 95％，孤僻者约占 52％[22]
。

其次，个体的内部认知也是导致自杀意念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个体的人格

发展过程中，对自我的正确认知和评价至关重要。如果个体的自我图式较为消极，

其自杀意念产生的可能性则较大
[23]

。同时，拥有消极自我图式的个体，更容易出现

认知偏差等问题，会导致个体看待问题的角度更为消极，面对负性生活事件，也更

易选取消极的应对方式，进而影响了自杀意念的产生。

综上所述，自杀意念的产生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的。但是现有研究还没

有办法解释清楚各因素之间是如何交互作用。因此，还需要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对

自杀意念的产生机制和相关理论基础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讨论。

1.1.4 自杀意念的相关研究

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认为，压力不协调是导致自杀和精神疾病发生的重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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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24]

。这种压力不协调与人们日常所感受到的压力不同，日常所感受到的压力只是

一种单变量，只要有一个压力源即可产生压力。而不协调的压力则至少包含了两种

压力源，或者由两个变量共同作用。本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个体危机和应对能力之间

的不协调压力。负性生活事件属于个体需处理的危机的一种，若个体无法及时采取

有效的应对方式，就会产生强烈的负性情绪，例如矛盾、痛苦等。当负性情绪无法

消解，即有可能选择自杀这种极端的解决方式。个体的应对方式分为两种：情绪应

对和问题应对。研究发现，选择情绪应对的个体更易产生自杀意念
[83]

，而选择问题

应对的个体则相对不易产生自杀意念
[78]
。

在 Meehl 提 出 的 素 质 - 应 激 理 论 的 基 础 上 ， 应 激 - 认 知 易 感 模 型

（Stress-vulnerability model）进一步对自杀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解释。但由于素质

-应激理论中涉及到的个体因素只局限于基因等生理方面的因素，Mann和其同事在

1999 年提出了自杀的应激-素质模型
[25]
（Stress-diathesis model）。他们认为，自杀者

个体拥有某种先天基因，或者在成长中获得了如人格特质等易感性因素，这使得个

体在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要比一般人更容易产生自杀意念。

关于自杀意念的研究还有很多，其影响因素也都比较分散，但基本上都集中在

生理、心理和环境因素等几个方面。

1.2 网络受欺负

1.2.1 网络受欺负的概念及特点

网络受欺负是在互联网通信技术不断更新发展后出现的一种新形式的欺负，主

要是通过在网络的传播媒介上，比如微信、QQ、微博、电子邮件等载体，通过发送

消息、发送邮件、发送评论、限制发言等方式，反复、有意的对他人进行言语攻击、

图片视频攻击等多种形式的恶意伤害行为。被欺负者往往无法对自己的身心进行有

效地保护。

虽然网络受欺负是通过互联网媒介平台进行实施的，但是却依然包含了传统受

欺负的所有特点，比如，目的性强、具有反复性、欺负与被欺负者力量的不均衡性

等。在欺负行为的实施过程中，欺负者通过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获得一定程度的满足

感。而且，欺负者的行为往往是具有反复性的。被欺负者则由于自身的力量无法与

欺负者抗衡而处于较弱的位置，只能被动的接受欺负。

除传统受欺负的特点之外，网络受欺负行为又叠加了网络的相关特性[3]，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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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隐蔽性、旁观者众多、无时间地点限制等。在现实生活中，欺负者在实施欺

负行为时，往往因周围环境的限制、道德感的约束等因素而有所顾忌，但在网络空

间中，人们在交流时普遍使用昵称，很少有实名制的顾虑，同时解除了时间和地点

的限制，实施欺负的途径和方式增多，欺负者们承需担的代价变小，其行为可能更

加的肆无忌惮。其次，随着互联网社交软件的普及，上网人群的数量不断增加，人

们在社交媒体上，很有可能看到一些陌生人的恶意言论和行为，但极少人会对其进

行制止，大部分人会选择沉默，甚至还有一部分人会选择群起围观或一起攻之。这

也是网络欺负行为比传统欺负行为危害更大，持续时间更长，辐射范围更广的原因。

网络受欺负者往往在同伴群体中属于不太受欢迎的那一类，他们的自我概念较

为消极，更有可能出现焦虑、痛苦、抑郁等消极情绪，更为保守，也更可能拥有低

自尊
[4]
。

1.2.2 网络受欺负的测量

（1）网络受欺负量表（E－Victimization Scale）

该问卷是由 Lam和 Li（2013）二人编制
[5]
，一共有 6道题目，在中国被试群体

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该问卷采用七点计分，被试得分越高，代表其受欺负的频次

越高。

（2）青少年网络受欺负问卷

该问卷由黎亚军编制（2013）[6]
，共包含 9个题目，不区分维度，题目从 9个方

面对被试受欺负的不同方面进行测量。问卷采用 5点计分（计分含义：1分：没有、

2分：1-2次、3分：每个月 2-3次、4分：约每周 1次、5：每周好几次），要求被

试根据最近 3 个月内的经历作答。该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达 0.78，间隔一个月的重

测信度达 0.57。

（3）网络欺负量表（RCBI）

该量表是 2007年由 Erdur和 Kavsut二人编制的
[7]
，共由两部分组成，包括网络

欺负和网络受欺负两个分量表。Topcu和 Erdur-Baker 在 Zhou 等人修订后的 CBI基

础上，初步对网络欺负量表（Revised Cyber Bullying Inventory,RCBI）进行了修订，

最终形成含有 28个条目的 RCBI，问卷采用 4点计分，用以评估被试受欺负行为的

遭受频率，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85。相比修订前的 CBI，RCBI 的条

目较少，并且题目内容尽可能依托青少年使用较为频繁的电子信息交流工具（例如

微信、QQ等），在调查青少年的网络欺负与被欺负行为中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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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将采用 RCBI对初中生的网络受欺负经历进行调查。

（4）网络受欺负问卷

由 EnKwan 和 Skoric 于 2013 年编制，共包含 17道题目，采用 6点计分。国内

的陈启玉等人对该问卷进行了中文版翻译及改编
[8]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9。此问卷在国内研究中多次被使用，均反馈良好。

1.2.3 网络受欺负对青少年群体的消极影响

在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中，青春期的孩子们正处于自我同一性对角色混乱

的人格发展关键时期。个体的人格得以健全发展主要由两大类因素构成：生物因素

和环境刺激。如果说人格由于生物因素，存在某种先天稳定性，那么在后天社会环

境的刺激下，则表现出复杂性和动态性。比如：学校环境、同龄群体、大众媒体等

都有可能对个体的人格发展起到较大的影响。

随着网络的覆盖面越来越广，多媒体社交似乎已成为了青少年成长中必不可少

的一环，同伴间的交往早已解除时间、空间限制，使得人际交往变得轻松便利。但

是，与此同时也显现出了青少年网络社交的“不安全性”。欺负与被欺负行为在网

络社交中屡见不鲜，这种“升级版”的欺负行为正对青少年身心成长产生更为消极

的影响。根据 2009年 Dempsey的研究可知，“在青少年群体中，网络受欺负现象与

社交焦虑程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据了解，有近五分之一的在校学生曾参与到欺

负行为中，其中的大部分均为受欺负的一方
[9]
。经常遭受欺负的青少年，与不曾遭受

欺负的同伴相比，其同伴交往、学业成绩、情绪状态、自信心等方面，更容易受到

负面影响，严重者可能会导致抑郁、失眠、甚至自残自杀
[79]

。所以，网络受欺负对

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的影响是值得人们高度关注的。

1.3 反刍思维

1.3.1 反刍思维的概念界定

1987年，Nolen-Hoeksema提出了反刍思维这一概念，对于反刍思维的研究，最

初是围绕抑郁症的反应方式所展开的，后来才被学者们不断拓展开来。

Nolen-Hoeksema认为，反刍思维是“个体对自己所经历的事件、自身的情绪状态、

脑海中的想法以及导致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因素等内容进行不断反复、无意识的思考，

是个体用来应对痛苦的一种方式
[27]

”。反刍思维出现时，个体往往不去积极的寻求

问题解决的方案，而是长时间陷在反复的思考中无法自拔
[55]

。反刍思维一般会在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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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生活事件发生后出现，反刍思维严重的个体会伴随许多情绪问题的产生，导致其

无法积极的寻求问题解决方案
[28]
。

1.3.2 反刍思维的相关研究

在反刍思维的相关研究中，反应风格理论[29]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其中，反刍

反应风格（ruminating response style）是指“当个体遭受负性事件冲击之后,持续性的

沉溺在该事件当中难以摆脱，并且会强迫性的反复对那些消极的感受和可能导致该

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思考”，比如“我为什么不能前进？我到底什么地方不对？我

认为我无法摆脱”,这种反应方式是消极的,不能有效解决问题，更有害于身心健康。

之后，压力反应模型(stress reactive model)对反应风格理论进行了补充，Robinson

和 Alloy两名学者认为“个体的反刍思维通常会在压力事件后出现，而且在压力事件

发生之前，反刍思维是可被预测的
[56]
”。Smith和 Alloy认为，“压力反应模型没有

对反刍思维进行全面的探讨，只是简单的对压力事件进行了概括，缺少了对反刍思

维所涉及的相关因素的研究，比如个体的自我认知和消极情绪等
[30]
”。

在目标进程理论（goal progress theory）中，反刍思维的出现是因个体未能实现

自身的目标所导致的。Martin和 Tesser认为“反刍思维的出现是为了弥补未能达成

目标的现状与原本目标间的遗憾，只能通过不断的反复思考来填补差距。当然，不

同的个体对于目标失败的反应也是不尽相同的，当个体无法实现的目标层次越高，

越容易出现反刍思维”。

1.3.3 反刍思维的测量

反刍思维反应量表(RRS)由 Nolen-Hoesksema于 1991年编制,一共有 22道题目，

采用 4点计分，反刍思维越严重者得分越高。2009年，我国学者韩秀和杨宏飞对反

刍思维反应量表(RRS)进行了翻译和修订，并且对修订后的中文版反刍思维量表进

行了信效度检验。检验结果证实该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Cronbach α系数为 0.90，

重测信度为 0.82。目前，该量表已经成为我国反刍思维研究的正式测量工具
[31]

。因

此，本文也采用该量表对被试的反刍思维进行测量。

1.4 心理痛苦

1.4.1 心理痛苦的概念界定

心理痛苦（Psychache or Psychological distress），在部分文献中也被称为“心理

痛楚”，是一种区别于身体疼痛的感受。心理痛苦来源于个体心理上的压力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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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伤，它会引发个体强烈的负性情绪，是一种真实的、能够被个体感知到的丧失，

属于心理学的疼痛范畴的内容。

1993年 Shneidman提出心理痛苦的概念
[32]

，在其自杀理论中对于心理痛苦做了

详细的阐述。他认为“心理痛苦最初源自于个体对需要的无法满足，这种受挫会引

发个体的消极情绪，然后这些消极的情绪又转变为心理痛苦,当心理痛苦的程度无法

被个体忍受时,便有可能通过自杀来应对”。所以，他强调几乎所有自杀案例的发生，

都源自“心理痛苦”的产生。Baumeister将心理痛苦定义为个体对自我的逃避，他认

为，遇到失败的事件发生时，个体的消极归因方式会引起对自我的厌恶感，这种时

候心理痛苦就会出现。同样，在个体对环境无法良好适应时，心理痛苦也会出现。

1.4.2 心理痛苦的测量

在先前的研究中，部分研究者采用了自我报告法对被试的心理痛苦程度进行了

测量，Bolger(1999)也曾采用过这种方法，但该方法不像量表使用的那样普遍，主要

是受自我报告法的主观性和缺乏关联效度的影响。

除上述方法之外，大多数研究者还是通过量表对被试的心理痛苦程度进行测量。

Holden Mehta，Cunningham和McLeod共同编制了心理痛苦量表
[33]
(The Psychological

Pain assessment Scale,简称 PPAS)用以测量个体心理痛苦的水平。该量表经过修订，

由最初的 31 个条目删减到 13 个条目，采用 5点计分的方式，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4。在本研究中，将使用该量表对被试的心理痛苦程度进行测

量。

1.5 网络受欺负、反刍思维、心理痛苦和自杀意念

1.5.1 网络受欺负与自杀意念

在自杀的应激-素质模型中，认为自杀行为是近端应激因素与远端个人脆弱性或

素质相互作用的结果
[34]

。O’Connor在自杀的动机意志整合模型中提出“令人感到

挫败和羞耻的事情所引发的受困可以导致自杀意念的产生
[35]

（O’Connor,2001;

Konick,2013），而压力性生活事件作为最常见、最主要的应激源，是影响个体自杀

意念产生的主要因素
[36]-[38]

”。

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已有不少研究证实网络受欺负可以对自杀意念进行正向预

测。有研究表明，有 10％至 75％的学龄学生经历过至少一次网络受欺负行为，有 20％

至 40％的学生报告说他们曾多次遭受网络受欺负
[39]

。欺负行为会对青少年的生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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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许多负面影响
[40]

，往往与许多较为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相联系，包括抑郁症、自

残和自杀行为等
[41]-[45]

。国外已有的研究表明，至少有 20项独立研究（25篇文章）

发现网络受欺负与自杀行为之间存在相关性
[46]

。当中，有研究者证实了网络受欺负

对非自然儿童死亡（包括自杀）存在负面影响作用
[47]

。也有研究者将网络受欺负、

自杀行为与其他相关因素相结合，探究网络受欺负对个体自杀行为的负面影响
[48][49]

。

纽约的一项研究评估了 2342 名 9年级到 12年级的青少年受欺负、自杀意念和自杀

倾向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大约 9%的学生被反复欺负，经常受欺负的学生与没有

受欺负的同龄人相比，有更高的抑郁、自杀念头和自杀企图的风险。即使是偶尔遭

受欺负行为，也会增加抑郁和自杀意念出现的风险，尤其是对于女生而言。该研究

还提到，受欺负者本身会具有较高程度的心理压力，并有潜在的抑郁和自杀倾向风

险[50]。网络欺凌与传统的欺凌相比，可能是一个导致自杀意念产生的更大的风险因

素。有研究者根据四个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在 8年的时间里共

41名与网络欺凌相关的自杀者的研究得出结论
[51][52]

，被网络欺负过的个体其自杀倾

向要比没有遭受过此行为的个体高 1.9倍。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选取网络受欺负作为自变量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1.5.2 网络受欺负、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

在应激理论中，应对方式是“个体为平衡自身的心理状态，对应激生活事件或

者所处的应激环境做出一定的认知反馈，或所采取的措施
[53]

。应对方式一般分为两

种，问题应对包括解决问题、寻求社会支持及重新评估；情绪应对包括否认、回避、

反刍及压抑”。Nolen-Hoeksema 提出反应风格理论，同时对反刍思维进行定义：“个

体对自己所经历的事件、自身的情绪状态、脑海中的想法以及导致事件发生的可能

性因素等内容进行不断的反复、无意识的思考”。反刍思维出现时，个体往往不去

积极的寻求问题解决的方案，而是长时间陷在思考中无法自拔，这种消极认知如果

长时间保持，则会对个体积极的问题解决行为起到负面影响
[54][55]

。

之后，压力反应模型(stress reactive model)对反应风格理论进行了补充，Robinson

和 Alloy两名学者在此模型中将重点放在个体面对压力时的特定反刍思维倾向。他们

认为，个体的反刍思维通常会在压力事件后出现，而且在压力事件发生之前，反刍

思维是可被预测的
[56]

。网络欺凌作为应激压力生活事件的一种，往往会对个体的情

绪状态产生负面影响，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国外有相关研究表明，反刍思维作为

应对方式的一种，网络受欺负可以对其进行正向预测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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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杀的应激理论中，应对失败或者长期应激会导致个体产生抑郁绝望等感受，

进而导致个体自杀意念的产生。根据应激 CPT 理论可知，应对可以作为压力事件和

应激结果二者的中介变量，也就是说，通过对个体的应对方式进行影响，压力事件

就可以对自杀意念的产生起到一定的作用
[58]
。

在已有的研究中，最早是 Ahrens 和 Linden(1996)这两位学者，他们发现反刍思

维和自杀意念存在显著正相关。在众学者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中，主要得出的结论

有以下几点：（1）反刍思维和自杀意念两个变量具有较为显著的相关性，反刍思维

可作为自杀意念的预测因子。（2）反刍思维和自杀意念之间存在间接的关系：比如

反刍思维与抑郁二者的交互作用可以对自杀意念进行预测
[59]

，如：反刍思维可以通

过抑郁的中介作用对自杀意念进行预测
[60]

、反刍思维和自杀尝试史能对个体的自杀

意念产生影响
[61]
；（3）部分研究表明，反刍思维与自杀意念之间并无显著相关

[62]
；

（4）有国内研究者将自杀意念作因变量，反刍思维作中介变量，得出结论：反刍思

维在抑郁与自杀意念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63]
。

综上，本研究拟选取反刍思维作为中介变量之一，对网络受欺负与自杀意念的

关系进行进一步探讨。

1.5.3 网络受欺负、心理痛苦与自杀意念的相关研究

心理痛苦（Psychache or Psychological Distress），是由个体的失落感和心理需要

的受阻引起的。1993 年 Shneidman 提出了心理痛楚触发理论（pre-eminence of

Psychache suicide）。其主要观点是，心理痛苦是最能够对自杀进行预测的变量，它

能够直接导致自杀。他将心理痛苦看做开关，也就是说，当个体的心理痛苦达到一

定程度，个体就会因为无法承受痛苦而选择自杀。同时，他也认为，其余和自杀相

关的影响因素，比如绝望、抑郁等，也是由于心理痛苦的作用才对自杀产生影响。

所以，心理痛苦可以在自杀与其他相关变量的关系中，作为中介变量。在自杀的压

力不协调理论中，张杰认为，不协调的压力在导致个体自杀的过程中，有可能受到

心理病理学因素（如：抑郁、绝望、痛苦等）的干预或者强化。

在网络受欺负与心理痛苦的相关研究中，以往的研究探索了传统同伴欺凌所带

来的严重后果，比如被欺负者会出现如焦虑、抑郁、自卑、心理痛苦、自杀意念甚

至是自杀等现象
[64]-[66]

。网络受欺负作为传统欺负的变形升级，给被欺负者带来了一

种过度曝光在公众视野之下的感觉。加之网络上信息的快速、大量传播，被欺负者

也体验到在试图阻止欺负行为时所体会到的无力感，使得网络欺负行为的实施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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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性。国外研究显示，网络欺凌的受害者比其他形式的欺凌受害者更容易出现心

理痛苦
[67]
。并且，网络受欺负程度较重者比较轻者更容易感知到心理痛苦。Shneidman

认为，识别并重视个体未满足的需要能够有效降低其心理痛楚程度从而阻止自杀行

为的发生
[32]

。

综上所述，心理痛苦和自杀之间的相关性已经被诸多研究所证实
[84]

，且心理痛

苦比绝望能更好的预测自杀危险性的增加
[49]

。所以，本研究选取心理痛苦作为网络

受欺负与自杀意念关系间的中介变量之一。

1.5.4 网络受欺负、反刍思维、心理痛苦与自杀意念

认知理论（Beck, Rush, Shaw & Emery, 1979）认为，当压力或消极的生活事件“激

活”某些认知弱点时，就会导致心理痛苦，素质-压力模型常被用来说明这些关系
[68]
。

素质‒压力模型最初由 Bleuler 和 Rosenthal于 1963年提出，在后来的研究中，该模

型被发展心理学家用来解释那些处于消极环境中的脆弱性个体的发展问题。该模型

认为心理问题的产生是由个体的风险素质和消极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也被称

为双重风险模型（dual-risk model）。

Nolen-Hoeksema 在 1987 年提出的反应风格理论（response style theory）的基础

上提出了应激-认知易感模型
[69][70]

。该模型指出，认知易感因素（如沉思、反刍）可

能与应激产生交互作用
[71][72]

。研究者最初对反刍思维进行研究时，首先关注的是其

与抑郁之间的关系，后继也有研究开始关注反刍思维与焦虑、社交焦虑等消极情绪

之间的关系，当涉及到研究社交互动与反刍思维之间的相互作用时，研究发现反刍

思维出现较多的被试在社交情境中会感到更多焦虑。

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基于素质-压力模型的框架，探讨了反刍与不同压力之间

的相互作用是否能对心理痛苦进行预测。结果发现，反刍和压力之间存在显著的相

互作用，可以对心理痛苦进行预测。此研究结果不仅验证了所提出的素质-压力模型，

同时将反刍思维与心理痛苦的作用机制联系起来，扩展了相关研究
[73]

。有研究者提

出，对特定压力源的反刍可能会对个体的痛苦程度增长起一定影响作用
[74]
。这种“压

力反应性反刍”反映了一种在压力生活事件后对消极推论进行沉思的倾向。另还有

研究者发现，在压力的作用下，反刍思维的增加预示着更大的痛苦和绝望，同时，

反刍的增加可以预测较低水平的自杀意念。

根据张杰提出的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网络受欺负作为个体遭受的负性应激

生活事件，属于危机的范畴。面对危机，个体会选择不同的应对方式。在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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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关注遭受网络受欺负后选择消极应对的个体。前文已证，个体因应激事件所产

生的反刍思维可能会维持并加剧痛苦，而痛苦也被大量研究证实为自杀意念的重要

预测因子之一。所以，本研究选取了反刍思维和心理痛苦两个变量作为网络受欺负

与自杀意念的链式中介。



第二章 问题的提出与假设

13

第二章 问题的提出与假设

2.1 已有研究的局限性

通过对其他研究者在自杀意念领域的研究结果进行归纳总结，可以发现，现有

的研究依然还存在些许不足：

首先，在国外针对自杀的研究领域中，对于自杀理论的运用已比较成熟，而且

对自杀意念的研究也基本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但在国内，有关自杀领域的研

究还有待继续补充和完善，还需从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相关影响因素的作用。而

且，国内对自杀意念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流行病学及单一影响因素方面，缺少了多重

影响因素的研究，所以说国内的研究还缺乏一定的系统全面性。

其次，近年来，自杀这个领域不仅得到了心理学相关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更得

到了政府和学校等心理健康教育者的重视。但大多数人更关注导致自杀结果的因素，

而忽略了对于产生自杀意念的过程研究，缺乏对个体自我能动性相关的因素探究。

2.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在以往的研究中，许多研究者已经证实网络受欺负可以正向预测自杀意念。为

了对青少年群体的网络社交状况及心理健康状况加以关注，本研究决定选择初中生

群体作为被试，进一步探究在初中生群体中，个体遭受网络受欺负后导致其自杀意

念产生的可能因素。将选取反刍思维与心理痛苦两个变量作为链式中介，进一步发

现网络受欺负与自杀意念二者间的多重影响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以及两个影响因

素之间的内部机制。

如果本研究可以达到预期的结果，希望能够丰富青少年自杀意念的相关研究。

尽微薄之力帮助大家进一步寻找预防青少年自杀意念产生的途径及方式，从而尽可

能的避免由自杀意念产生导致的自杀行为发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3 研究假设

网络受欺负作为传统受欺负的变形，由于其存在范围更广、影响更大、隐蔽性

更强等特点，在青少年群体中频发。根据前人的研究，受欺负可以正向预测自杀意

念。根据自杀的应激理论可知，个体长期处于应激事件中会导致其产生负性情绪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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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自杀的发生。网络受欺负属于个体遭遇的应激事件，由于受欺负行为本身往

往具有频发性，并非偶然发生一次，所以会导致个体长期处于该应激事件中无法脱

身。在自杀意念的各项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危机和压力生活事件又是导致个体自杀

意念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1：网络受欺负可正向预测自杀

意念。

个体经历负性生活事件或者压力事件时，自发性的反复的思维现象被称为反刍

思维。当个体遭受负性生活事件后，许多个体会选择类似反刍的方式进行不良应对，

长时间的反复思考该事件发生的原因、对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并陷入负面

情绪不能自已。在 Nolen-Hoeksema 提出的应激-认知易感模型中曾指出
[69][70]

，认知

易感因素（如沉思、反刍等）可能与应激事件产生交互作用，从而引发或加剧抑郁

症状
[71][72]

，而抑郁又是引发个体自杀意念产生的关键因素。在先前的研究中也有学

者证实反刍思维可以对自杀意念进行预测，应激 CPT理论认为应对在压力事件与应

激结果之间起中介作用
[75]
。所以本研究提出假设 2：遭受过网络受欺负的个体，通过

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影响个体自杀意念的产生，反刍思维为网络受欺负与自杀意

念间的中介变量。

心理痛苦是由心理上或者情绪上的压力感或创伤感所导致的。网络受欺负行为

之所以区别于传统受欺负行为，是因为这种“欺负”不同于传统欺负的实施方式，

不涉及对个体的身体造成伤害，而是更大程度的对个体的心理造成消极影响，使个

体感受到较强的负性情绪，从而产生痛苦、沮丧等丧失感。根据心理痛楚触发理论

（Pre-eminence of Psychache Suicide），个体的心理痛苦程度是能够对自杀意念进行

预测的，据此提出假设 3：遭受过网络受欺负并产生心理痛苦的个体，会更易产生自

杀意念，心理痛苦为网络受欺负与自杀意念间的中介变量。

作为自杀压力不协调理论当中的四种不协调的压力源之一，危机和危机应对技

能的缺乏
[24]

是本研究中主要进行探讨的。当个体经历危机事件后，以网络受欺负为

例，应对不良者的个体认知会变得不协调，这种不协调会给个体带去心理上的挫折

感，这时压力、痛苦等负面的情绪如果无法排解，就会与前者共同构成不协调的压

力源。这种不协调的压力要比认知的不协调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极端情况下，会

导致自杀意念的产生甚至是自杀的发生
[24]

。所以，本研究提出假设 4：反刍思维与心

理痛苦在网络受欺负与自杀意念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假设，构建本研究的假设模型，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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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研究假设模型

2.4 研究设计

2.4.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山西境内 3所中学进行问卷发放，分别选

取一所私立中学，一所公立重点中学，以及一所公立非重点中学进行调查。共发放

调查问卷 630份，有 580份被回收，回收率为 92.06%，最终可用于本研究的有效可

用问卷为 543份，有效率为 86.19%。在网络受欺负的调查中，只有 51位被试未曾遭

受过网络欺负行为，占比 9.4%，另外 492位被试，均遭受过不同程度的网络欺负行

为，该比例达到了总有效问卷的 90.6%。其余的被试人口学数据情况见表 1。

表 1 被试人口学数据描述表（N=543）

被调查者的特征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286 52.7

女 257 47.3

年级 初一 300 55.2

初二 167 30.8

初三 76 14.0

学校 私立 166 30.6

公立重点 218 40.1

公立非重点 159 29.3

独生子女 是 183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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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360 66.3

周 1-5平均每天上网时间 0-3h 526 96.9

4-7h(含 7h) 17 3.1

8-10h(含 10h) 0 0

10h以上 0 0

周末平均每天上网时间 0-3h 381 70.2

4-7h(含 7h) 117 21.5

8-10h(含 10h) 21 3.9

10h以上 24 4.4

主要上网场所 学校 40 7.4

网吧 3 0.5

家里 465 85.6

其他场所 35 6.5

2.4.2 研究工具

（1）网络受欺负问卷

本次问卷发放，选用了 2016 年由诸晓伟和范翠英修订的中文版网络欺负量表

（Revised Cyber Bullying Inventory，RCBI）[76]
，该量表最初是 2010 年由 Topcu 和

Erdur-Baker进行编制的。本研究只选取其中的网络受欺负分量表，对初中生的网络

受欺负情况进行测量。量表共含有 14个条目，采用 4点计分，其含义分别为：从未

遭遇、1次、2到 3次及 3次以上。被试量表的得分越高，说明其遭受网络欺负的频

率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高，Cronbach α系数为 0.72。

（2）反刍思维量表

使用 Nolen-Hoeksema 和 Morrow（1991）编制，后由韩秀和杨宏飞（2009）修

订的反刍思维量表（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RRS）中文版
[77]
对本研究被试的反

刍思维进行测量。一共包含 22道题目，无反向计分题，采用 4点计分，其含义分别

为：从不、偶尔、经常和总是。被试得分越高，说明其反刍思维越严重。在本研究

中，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其 Cronbach α系数为 0.92。

（3）心理痛苦量表

采用 Ronald Holden编制的心理痛苦量表
[33]
对初中生的心理痛苦程度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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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量表为单维度结构量表，内部一致性较高，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心理痛苦量表共

包含 13道题，无反向计分题目，采用 5点计分方式进行评估，其中 1代表从不，2

代表有时，3代表经常，4代表非常多，5代表几乎总是。被试得分越高，说明其心

理痛苦程度越大。在本研究中，其 Cronbach α系数为 0.92。

（4）青少年自杀意念量表

青少年自杀意念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uicide Ideation，PANSI）由 Osman

等人编制，后由王学志等人进行翻译、修订
[26]
。该量表一共包含 14道题目，采用 5

点计分法，1代表从未如此，2代表很少如此，3代表有些时候，4代表常常如此，5

代表一直如此。其中第 1、2、6、9、13、14题为反向计分题，根据得分高低判断被

试的自杀意念是否强烈。在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 α系数为 0.9，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

2.4.3 数据的统计与分析

首先，通过问卷调查法对本研究中的数据进行收集。然后，使用 SPSS22.0统计

软件，对本研究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选择 Process宏插件中的 Model 6（链式中

介模型），对理论假设模型设置于 95%置信区间，进行了 5000次样本抽样检验。

2.4.4 共同方法偏差

在本研究中，为了控制共同方法偏差，采用了以下方式进行控制和检验：首先，

在问卷发放过程中，指导语说明此问卷为匿名填写，所有信息将会受到严格保密并

只用于科学研究。然后，采用 Harman单因素方法，将所研究变量的所有施测题目进

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由结果可知，本研究不存在共同

方法偏差，共析出 13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并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9.04%，小于 40%的临界标准
[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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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结果

3.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分析

注：*p＜0.05，**p＜0.01，***p＜0.001，下同

由表 2可见，初中生的网络受欺负、反刍思维、心理痛苦与自杀意念四个变量

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结果表明，本次调查的数据适合做进一步研究分析。

3.2 各变量在性别上的差异比较

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的方式，将性别作为自变量，网络受欺负、反刍思维、心理

痛苦与自杀意念的总分作为因变量，分析性别在不同变量上的差异性。结果如表 3

所示，反刍思维及心理痛苦在性别上并无显著差异，但在遭受网络欺负行为上存在

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男生显著高于女生（t=3.58，p＜0.001）；女生的自杀意念要

高于男生（t=-2.37，p＜0.05）。说明本研究中，初中生的自杀意念具有显著的性别

表 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相关分析结果

研究变量 M SD 1 2 3 4

1网络受欺负 17.73 3.80 1

2反刍思维 44.00 13.30 0.46*** 1

3心理痛苦 23.22 11.16 0.40*** 0.73*** 1

4自杀意念 28.07 10.27 0.21*** 0.44*** 0.61*** 1

表 3 各变量在性别上的差异比较

变量
男（N=286） 女（N=257）

t
M SD M SD

网络受欺负 18.28 0.25 17.12 0.20 3.58***

反刍思维 43.90 0.78 44.00 0.83 -0.10

心理痛苦 22.99 0.64 23.46 0.72 -0.49

自杀意念 27.17 0.57 29.26 0.67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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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3.3 各变量在学校类型间的差异比较

表 4各变量在学校类型间的差异比较

变量 学校类型 M SD F 多重比较

网络受欺负 私立中学 19.22 4.95

19.68*** 私立＞公立非重点＞公立重点公立重点中学 17.05 3.23

公立非重点中学 17.12 2.50

反刍思维 私立中学 50.63 14.96

41.69*** 私立＞公立非重点＞公立重点公立重点中学 38.85 10.72

公立非重点中学 44.16 12.03

心理痛苦 私立中学 27.94 14.09

24.47*** 私立＞公立非重点＞公立重点公立重点中学 20.41 8.04

公立非重点中学 22.13 9.77

自杀意念 私立中学 30.86 11.56

8.97*** 私立＞公立重点＞公立非重点公立重点中学 27.39 10.04

公立非重点中学 26.39 8.51

将学校类型作为自变量，以网络受欺负、反刍思维、心理痛苦与自杀意念为因

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探讨不同的学校类型是否会对各个变量产生影响。由

表 4可知，不同学校类型在四个变量上均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在网络受欺负方面，

私立中学的得分要高于公立非重点中学，而公立非重点中学又高于公立重点中学，

说明私立中学的初中生更容易遭受网络欺负（F=19.68，p＜0.001）；在反刍思维及

心理痛苦感方面，私立中学的得分要高于公立非重点中学，公立非重点中学的得分

则高于公立重点中学，说明私立中学的初中生反刍思维更严重（F=41.69，p＜0.001），

其心理痛苦感也程度更高（F=24.47，p＜0.001）；在自杀意念方面，私立中学的得

分要高于公立重点中学，公立重点中学的得分则高于公立非重点中学，说明私立中

学及公立重点中学的孩子们，更容易出现自杀意念（F=8.97，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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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各变量在年级间的差异比较

表 5 各变量在年级间的差异比较

变量 年级 M SD F 多重比较

网络受欺负

初一 17.46 3.55

6.82*** 初二＞初一＞初三初二 18.59 4.48

初三 16.93 2.68

反刍思维

初一 42.00 12.36

13.71*** 初二＞初三＞初一初二 48.43 15.38

初三 42.18 10.39

心理痛苦

初一 22.07 9.80

14.55*** 初二＞初一＞初三初二 26.83 14.01

初三 19.82 6.02

自杀意念

初一 28.03 9.97

2.32*** 初二＞初一＞初三初二 29.26 11.66

初三 26.24 7.71

将学校类型作为自变量，以网络受欺负、反刍思维、心理痛苦与自杀意念为因

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探讨不同的年级的初中生在各个变量上的差异。由表 5

可见，四个因变量在不同年级间均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初二年级遭受网络

欺负行为的学生更多，初三年级相对较少（F=6.82，p＜0.001）；初二年级的学生更

容易出现反刍思维（F=13.71，p＜0.001）也更易感受到心理痛苦（F=14.55，p＜0.001）；

并且初二年级的自杀意念得分最高，显著高于初一年级和初三年级（F=2.32，p＜

0.001）。

3.5 链式中介模型检验

为验证研究假设中反刍思维与心理痛苦的链式中介作用模型，使用 PROCESS

宏插件中的Model 6（链式中介模型），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学校几个人口学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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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之后，对反刍思维与心理痛苦的链式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分析，具体检验结果见

表 6。

表 6 链式中介模型中各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N=543）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² F β T

反刍思维 网络受欺负 0.46 0.21 48.80*** 0.47 12.10***

心理痛苦 反刍思维

0.74 0.54 158.72***
0.69 21.00***

网络受欺负 0.09 2.63**

自杀意念 反刍思维

0.62 0.38 65.97***

-0.01 -0.13

心理痛苦 0.62 12.41***

网络受欺负 -0.04 0.04

自杀意念 网络受欺负 0.29 0.08 15.95*** 0.20 4.74***

该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网络受欺负可以正向预测初中生反刍思维的产生

（β=0.47，p＜0.001），反刍思维对心理痛苦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β=0.69，p＜0.001），

但反刍思维对自杀意念的预测并不显著（β=-0.01，p＞0.05）。进一步研究发现，

网络受欺负可以对初中生的心理痛苦感进行预测（β=0.09，p＜0.01），并且心理痛

苦对自杀意念有显著预测作用（β=-0.62，p＜0.001）。同时，网络受欺负对自杀意

念的预测不显著（β=-0.04，p＞0.05）。

表 7各路径的中介效应分析

β SE BootLLCI BootULCI

总间接效应 0.25 0.04 0.18 0.34

间接效应 1 -0.003 0.03 -0.05 0.05

间接效应 2 0.20 0.30 0.14 0.27

间接效应 3 0.05 0.03 0 0.11

由上方表 7可见，使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法对本研究中的中介效

应进行检验，进行 5000次重复抽样，计算 95%置信区间。通过结果分析可见，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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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条路径的间接效应显著，分别为：（1）间接效应 2：网络受欺负→反刍思维→

心理痛苦→自杀意念，间接效应值为 0.20，即反刍思维和心理痛苦在网络受欺负与

自杀意念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2）间接效应 3：网络受欺负→心理痛苦→自

杀意念，其间接效应值为 0.05，即心理痛苦在网络受欺负与自杀意念之间起完全中

介作用。链式中介效应图见图 2所示。

图 2 链式中介作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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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讨论

4.1 初中生网络受欺负现象的人口学变量差异

（1）各变量在性别上的差异比较

由表 3可见，初中生群体在网络受欺负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结果显示，

男生比女生更容易遭受网络欺负行为（t=3.58，p＜0.001）。导致此现象的原因如下：

首先，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群体，其性别意识处于启蒙阶段，男女生在同伴交往时

还有一定的界限感，大多数欺负与被欺负行为都发生在同性之间；其次，男生由于

性格或生理发育等因素，其力量的强弱对比较为悬殊，欺负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女生性格较为柔弱，虽然也存在欺负行为，但是其程度相对男生来说较轻；再次，

在互联网的使用上，男生比女生更容易沉迷网络，对于网络的使用率也相对更高。

所以，这可能是造成男生要比女生更容易在网络中被欺负的原因。在自杀意念方面，

同样也存在性别差异，结果表明，女生的自杀意念要比男生更严重（t=-2.37，p＜0.05）。

这可能是由于女生天生较柔弱、性格内敛，在遇到负性生活事件时，更易产生负性

情绪，且不擅于将情感外露、习惯性自我反思、易沉迷于消极状态中的缘故；而男

生的性格则比较粗犷，遇到不愉快的事件时，男生比女生更擅于寻找发泄口，而且

不容易积压情绪，所以相比之下，男生的自杀意念要比女生产生的少。

（2）各变量在学校类型间的差异比较

在不同学校类型间，四个变量均存在显著的差异。私立中学的学生要比公立非

重点中学的学生更易遭受网络欺负（F=19.68，p＜0.001），而公立非重点中学的学

生又比公立重点中学的学生更容易遭受网络欺负。导致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学

校之间本身的生源是存在差异的，首先，学生本身的个人素质对欺负行为的发生有

着一定的影响；其次，由于重点中学及公立中学对于学生的管理较为严格，学生接

触网络的机会较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网络欺负行为的发生。在反刍思维和心理

痛苦感两个变量的测量上，私立中学的学生要比公立非重点中学的学生症状更严重，

公立非重点中学的学生要比公立重点中学的学生症状更严重。私立中学的学生大多

为住校生，往往一周只有 1-2天的时间能与父母团聚，缺乏与父母沟通交流，也缺失

了许多来自家庭的温暖与爱。所以导致学生们更倾向于自主解决问题、思考问题，

但是由于其心智尚未成熟，在缺乏正确引导的情况下，极易选择不良的应对方式，

产生许多无法排解的不良情绪。在自杀意念方面，私立中学学生的得分要高于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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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中学和公立非重点中学（F=8.97，p＜0.001）。前文已述，私立中学的学生本身

具有公立中学学生所没有的特点，在加上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学生的负面情绪无

处排解，同样容易导致其自杀意念的产生。而公立重点中学的学生，除了生活中的

负性生活事件影响外，其课业压力本身较大，而且相比其他类型的学校，更缺少休

闲娱乐的时间，负面情绪易加剧，这可能也是其自杀意念产生的重要因素。

（3）各变量在年级间的差异比较

各变量在不同年级的差异分析中发现，初二年级遭受网络欺负行为的学生更多，

初三年级相对较少（F=6.82，p＜0.001）；初二年级的学生更容易出现反刍思维

（F=13.71，p＜0.001）也更易感受到心理痛苦（F=14.55，p＜0.001），并且初二年

级的自杀意念得分最高，显著高于初一年级和初三年级（F=2.32，p＜0.001）。由此

可见，处于过渡时期的初二年级学生面临了更多心理健康问题。由于已经度过了初

一年级的入学适应不良阶段，处于初二年级的学生在同伴相处中本该显得更加得心

应手，但由于此时群体中“强者”和“弱者”的对比已经逐渐显现了出来，导致欺

负行为发生的概率有所增加。相对于初三年级学业压力较大，初二年级的学生也相

对来说拥有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上网的时间和机会更多，再加上正处于青春期的

他们，情绪控制还处于尚未成熟的阶段，故以上原因均可能导致本研究结果的出现。

4.2 网络受欺负、反刍思维、心理痛苦及自杀意念的关系研究

由本研究结果可知，相关分析表明网络受欺负与自杀意念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

关，这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但是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在本研究中，

初中生网络受欺负无法对其自杀意念进行预测。

在自杀的动机意志整合模型中，自杀意念的产生要经过前动机阶段和动机阶段，

才能导致意志阶段的自杀意念出现。而网络受欺负行为作为扳机事件的一种，尚处

于前动机阶段。个体在遭受网络受欺负后，根据其不同的性格特质，会选择不同的

应对方式。根据该模型，从前动机阶段过渡到动机阶段还有诸多影响因素值得讨论。

在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中，导致个体产生自杀意念的不协调压力源包含了危机及

危机应对技能的缺乏。网络受欺负作为个体遭受的危机事件，是一个单方面的压力

源，如果个体在面对危机事件时并没有出现危机应对技能缺乏的情况，那么有可能

就不会构成“不协调压力”的产生，从而不会致使个体出现自杀意念。

虽然在本研究中网络受欺负无法直接预测个体自杀意念的产生，但是根据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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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激理论，如果个体应对失败或者长期处于应激事件中，会使个体产生抑郁绝望

等负性情绪，从而对个体的自杀意念产生影响。所以，在身心尚未成熟的青少年群

体中，网络受欺负现象依然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4.2.1 心理痛苦在网络受欺负与自杀意念中的中介作用

根据研究结果显示，心理痛苦与网络受欺负及自杀意念均存在显著相关，心理

痛苦在网络受欺负与自杀意念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故假设 3成立。在后续进一步

的分析中我们得知，网络受欺负可以显著正向的预测心理痛苦，心理痛苦显著正向

预测自杀意念。

心理痛苦作为一种心理上的痛苦感受，可由绝望、悲伤、害怕等负面情绪所引

起。诸多学者已证实，心理痛苦的程度可直接对个体自杀产生影响。遭受网络受欺

负的个体，尤其是本研究中处于初中阶段的青少年群体，对压力事件和负面情绪的

处理能力较差。根据自杀的意志整合模型来分析，网络受欺负为前动机阶段的负性

事件。受欺负后个体所产生的心理痛苦感为自杀意念产生的动机阶段。个体网络受

欺负的经历，通过心理痛苦程度的中介作用，影响个体的自杀意念或行为的产生。

同时，本研究结果也符合 Shneidman所提出的心理痛楚触发理论机制，当个体的心

理痛苦到达了其无法承受的程度，便会选择自杀来对痛苦进行解脱。

4.2.2 反刍思维及心理痛苦的链式中介作用

在本研究中，初中生群体网络受欺负现象对个体的反刍思维具有显著的正向预

测作用，这与以往的研究相一致
[80]

。反刍思维正向预测个体的心理痛苦水平，与以

往的研究中认为反刍思维出现较多的被试会感到更多的负面情绪的结果相符
[81][82]

。

从本研究结果可知，反刍思维和心理痛苦在网络受欺负与自杀意念之间起链式中介

作用，验证了假设 4。在以往对于反刍思维的概念进行讨论时，不少学者都曾提到反

刍思维与痛苦感息息相关。反刍思维出现时，容易导致个体长时间的沉浸在回忆的

痛苦情绪中。当个体沉浸伤痛不能自拔，会失去与人交往的动机和能力，用消极的

应对方式对待生活负性事件，故极有可能产生较为严重的后果，比如自杀。本研究

中的被试为初中生群体，正处在自我同一性与角色混乱的人格发展阶段，对自我的

认知还不够全面。当其遭受网络受欺负后，极易产生自我怀疑，对自身以及欺负行

为发生的缘由不断反思，再加上青春期的情绪发展不稳定等特点，极易造成极端的

消极后果。这也符合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当中所提到的不协调压力给个体带来的

无法排解的压力，最终走向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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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本研究中网络受欺负无法通过反刍思维对个体自杀意念进行预测，反刍

思维的中介作用不成立，这可能由以下原因造成：本研究中被试的数量不够大，在

被试群体中可能遭受网络受欺负的频率并不高，程度也不深，所以被试有可能选择

积极的应对方式，最终较为乐观的解决了负性生活事件所带来的影响，并没有造成

更严重的，类似自杀意念产生的后果，故假设 2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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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

5.1 结论

（1）初中生网络受欺负、反刍思维、心理痛苦及自杀意念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

关性。网络受欺负可对初中生的反刍思维和心理痛苦进行预测，但网络受欺负无法

对初中生的自杀意念进行预测。

（2）初中生心理痛苦在网络受欺负与自杀意念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3）初中生反刍思维与心理痛苦在网络受欺负与自杀意念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

用。

5.2 建议

基于本研究的结果，结合网络受欺负、反刍思维、心理痛苦和自杀意念的特征,

提出如下教育建议：

未来对于初中生群体中欺负现象的预防和矫治要寻找新的途径，除了对传统受

欺负现象予以关注外，学校、家庭和社会也应对网络欺负与受欺负现象相类似的新

型的欺负类型有所关注。

第一，家庭方面，在家庭教育中，家长需给予孩子更多的爱与关注，帮助孩子

形成较为稳定的人格和情绪，培养其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因为一般容易遭

受网络欺负的孩子，性格都比较内向，不善与人交往。所以，家长要鼓励孩子勇敢

地与人进行沟通，对孩子的社交进行正向引导，要适当的对孩子上网时间进行合理

把控，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对孩子的网络社交状况进行了解。如果出现了网络欺负

与被欺负现象，可第一时间对孩子进行正向引导。一方面尽量避免了孩子在网络交

往中收到伤害，尽可能防止孩子产生消极情绪和不良后果，如反刍思维、心理痛苦、

自杀意念等；另一方面，也避免了那些容易欺负他人的孩子，将现实生活中不满的

情绪发泄在网络上，最大程度的避免不良情况的发生。

第二，学校方面，在学校的课程设计中，除了常规的心理健康课程和德育课程

开展外，应加入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课程内容，比如将网络道德教育纳入课程体系当

中（林志长，2009）。要加强学生的网络道德意识,将正确的网络道德判断标准寓于

学生的认知体系当中。在课堂教育中，除了传统的讲授方式外，在教学手段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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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还可以加入互动体验课程，比如让学生进行情景剧表演，模拟网络欺负等不良

上网行为等，带领学生切身体验欺负与被欺负的各种感受。引导学生对相关话题展

开讨论，共同探讨应如何防范不良上网行为，从而使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上网意识。

除了课程教育外，学校还可以建立一系列针对欺负行为的管理准则和干预措施，规

范化初中生对于网络使用的行为准则，发挥学校本身制度优势；针对校园欺凌和网

络欺凌等相关主题，定期对学生开展专题讲座；校内的心理教师团队也应定期开展

研讨会，以期更准确地对学生各类欺负行为进行预防和干预。

第三，社会方面，随着网络社会不断发展，我国关于网络监管的各项立法也在

不断的完善当中。但目前，一些人在网络上对他人肆意进行攻击却因为法律漏洞没

有遭受惩罚，使得网络暴力行为愈演愈烈，尤其对于身心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来说，

更是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为了能最大程度的对网络空间进行净化，从根源上杜绝

网络暴力，我国的相关网络监管部门，应尽快对相关法律条款进行完善，并加强网

络监控力度。

第四，在心理健康工作方面，专业的心理健康教师和咨询师们应重视青少年群

体中负性生活事件对其应对方式选择、负性情绪及自杀意念产生的影响机制。对于

出现自杀意念的个体，要对其心理痛苦的程度引起重视。根据 Shneidman 的观点，

个体选择自杀往往是为了应对难以忍受的心理痛苦。在对个体进行心理咨询时，可

以通过其行为表现首先进行观察和鉴别，或者借助量表对个体的心理痛苦程度进行

测量，做到及时发现。若个体的心理痛苦程度较高，可以及时对其进行干预，并加

强相关的监督与训练。虽然个体产生自杀意念后,并不一定会自杀，但如果能够在第

一时间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及时干预，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阻止悲剧发生的。这就

要求家长和教育者们更加细心、耐心的去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情况。另外，相比男

生来说，女生在遭受网络受欺负行为时，其反刍思维程度更高，心理痛苦感更加明

显，也更可能产生自杀意念，这也提醒学校及老师，需要对女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多

一些关注。

5.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1）本研究的样本数量还不够多，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受到发放问卷期间学生

的学业压力或其他生活事件的影响。在后续的研究中，希望能丰富样本的类型和数

量，能够更加严格的控制可能产生影响的变量，以期能获得更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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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2）本研究被试均集中在山西地区，在所有的样本中，初一初二的学生所占比

例较大，初三学生由于课业繁重，回收样本数量较少，所以本研究在地域与年级上

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还需要拓展施测的地域范围，同时尽可

能的避免各年级被试数量差异过大的问题，力求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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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

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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