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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校园欺凌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影响到各个背

景的所有孩子)并会导致负面的身体,情感和心
理后果-$.

+ 这对个人,家庭,社会都是一个极大
的冲击)因为长期受到同伴的伤害会导致各种负
面结果)例如焦虑,抑郁症状,回避行为和孤独,

自卑,注意力不集中以及学术和学校问题-".

)而
且会影响学生的心理发展甚至使其产生自残自
杀的想法-0.

+ 而欺凌者更容易发生早退,辍学行
为)在学生阶段欺凌他人的孩子在其成年后继续
其侵犯性行为并走向犯罪道路的可能性比一般
孩子要大得多-1.

+

已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去分析如何预防
校园欺凌事件)本文以自我确立能力理论%以下
简称!自确力"理论&为视角分析校园欺凌)以及
如何预防校园欺凌)主要结合+机构在/街道
开展的和谐校园dHHQNKD行动(((童创剧场小先
锋小组活动进行讨论+ 机构根据调查了解到)/

街道七成以上的青少年对于校园欺凌的认识还
不够全面)倡导反校园欺凌占比为154$!+ 因
此)+机构设计了和谐校园dHHQNKD行动小组)旨
在提升青少年处理冲突和欺凌的能力)增强自我
确立能力+ +机构主要联合了;小学)选取了1

年级的" 个班)组织培育剧场和!EPKE?NKL"" 个
小分队+ 其中)童创剧场小先锋是通过戏剧和同
伴教学两种策略的结合)创造出一个能对人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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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模式进行实验的情境)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
人际关系和对社会的了解)可形成一个崭新的人
际网络)以期从内部逐渐改变整个校园的文化+

具体过程是由参与计划的学生扮演领导者的角
色)从高年级学生到低年级学生发展出一个尊重
且支持的社会网络+ 由于此项目取得了显著效
果)具有典型性和前瞻性)因此将其选作本研究
的案例+

一#以自确力理论分析校园欺凌

$一%关于校园欺凌
一般认为)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及校门

口等合理辐射范围内)或者虽然发生在校外)但
是在学校组织的活动中发生的)主观上故意实施
的侵害他人人身权的行为-3.

+ 其定义包含了对
主体,空间和行为结果等基本要素的特别要
求-5.

+ 从主体要素来讲)可能会有教师,在校学
生,校外其他学校学生以及社会人士等多个主体
参与+ 校园欺凌的!欺凌"与英文的;PQQ[NKD对
应)挪威学者奥尤维斯认为)如果一个人反复地
暴露在一个或者更多他人的负面行为之中)即是
遭到了欺凌)主要表现为以强凌弱,以大欺小或
以众欺寡)并造成受害学生肉体上或精神上的痛
苦-3.

+ 本文所限定的欺凌是运用力量,威胁,强
制去侮辱,恐吓,攻击性地控制他人)这个行为经
常是持续的和习惯性的+ 为什么会产生欺凌现
象呢1 文献回顾显示)校园欺凌通常归因于不适
应的个体参与欺凌)这与道德行为的原始水平以
及权力的使用和滥用相关+ 关于这种欺凌)道德
败坏和权力滥用是根本原因和常态)但有许多理
论被概念化)认为过去的家庭背景,教育经历,个
人历史,依恋经历和文化模式等的影响都可以作
为欺凌的因素-&.

+ 而本文开展的小组活动则认
为)导致欺凌现象主要是他们自确能力不足而出

现的结果)下文会有论述+

$二%关于自确力理论
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存反应是运用打,逃或者

语言的自我确立来与人相处+ 其中)打和逃就是
人类的祖先在恶劣的条件下)以物竞天择的方式
通过基因传承下来的+ 我们作为人类)区别于动
物)发展出了在尖锐时刻和困难环境下能够有效处
理问题的能力--.

+ 自我确立能力%7EELT@NSLKLEE&就
是人对于自身权利的认识和运用的能力)是每一
个个体健康地参与人际关系的基本框架)一般包
括三个维度*语言沟通,做决定和承担责任-'.

+

本案例运用的主要是如何进行语言沟通的部分+

此次和谐校园dHHQNKD行动)主要是用自确
力理论和应用剧场理论来分析和介入校园欺凌
现象和预防校园欺凌现象+ 自我确立能力也是
一种沟通模式)是一种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情况
下)能够开放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思想,信仰和观
点的沟通方式+ 在语言和非语言的表现上存在
三种不同的沟通模式+ 自信型的沟通模式*语言
特征表现为坚定,放松的声音)真诚而清晰'非语
言特征表现为愿意聆听)眼神接触但没有凝视对
方)开放的姿态)高兴时微笑+ 妥协型沟通模式*

不表达真实的感受,想法和信念)侵犯自身的权
利'语言特征表现为不直截了当,犹豫,充满停顿
%吞吐&)以温柔颤抖的声音去不合适地道歉'非
语言特征表现为避免眼神接触)向下望)低头垂
肩+ 攻击型沟通模式*代表个人的权利)通常以
一种侵犯别人权利的方式表达个人的想法,感
受'语言特征表现为刺耳的声音)流畅)很少犹
豫)语速很快)令人尴尬的指责话语'非语言特征
表现为侵犯别人的空间)注视别人)用手指向
对方+

-$#.

当一个人的自我确立能力不足时)容易产生
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即攻击型或妥协型+ 这也
说明和解释了欺凌产生的原因)即欺凌者和被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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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者都可能是自我确立能力不足的人+ 如果一
个是攻击型)而另外一个是妥协型的话)那么就
有可能构成长期的欺凌行为'如果一个是攻击
型)另外一个也是攻击型的话)那么就可能出现
对骂或打架的情形+

$三%培养自确力+++小组案例分析
培养自确力也包括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与提

升)因为家庭背景,文化教育,宗教信仰等因素均
会影响自确力的培养+ dHHQNKD小组主要用剧场
理论作为方法介入+ 用剧场知识和冲突概念创
作,编剧是现今一种流行的剧场风格)强调排演
是文本创作的一个综合部分)即一边排演)一边
探索戏剧的表演风格,主题,故事发展等)一边整
理和修订演出)最后通过戏剧参与者进入他人的
角色)对其需要,看法,决定产生一种认同的心
理)进而经历协商的过程)从而对社会身份产生
相应的观念和看法+ 在这之后)引入欺凌,冲突
概念)把冲突放到剧场里)让其明白冲突产生的
原因)包括权利,欲望,权势或误会'理解冲突的
三个阶段)包括潜伏期,萌发期和爆发期+ 潜伏
冲突是即将爆发冲突的前兆)由权利,欲望,权
势,误会或负面态度而引发+ 萌发冲突是冲突事
端逐渐酝酿成形)但只有一些卷入纷争的人对事
态的情况有了解+ 爆发冲突是此时的冲突已使
所有人明显可见)且陷入纷争,口语,肢体或情绪
上的冲突+ 在冲突的爆发期)需要协助组员寻找
解决冲突的办法+ 表达和建构意义的过程是剧
场最重要的部分)在这个过程出现之前)学习者
需要经历一些心理层次)即:IH@NHK,:IAJ@?[,

:KDJDLILK@,:FALTNLKGL,:IAHBLTILK@)分别表示
学习者得到感应,感同身受建立同理心,不自觉
地投入角色与投入参与戏剧活动,获得戏剧体
验,过程中受角色增能+ 经历这些心理层次后)

组员愿意继续和进一步投入心力,时间,意念以
建构意义+

-$#.小组成员可以以此去理解欺凌,冲

突)培养其自确力从而预防校园欺凌与冲突+ 因
为自确力培养可以提高小组成员的知识,信念,

自尊,自我效能感和自信)促使他们改变消极态
度)建立更加良好的人际关系-$$.

+

培养自确力具体的实施过程*第一节是告诉
组员小孩子的权利+ 这是因为很多儿童对自己
拥有的权利不明晰)会导致他们被他人欺凌时)

不知道如何沟通说明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了)有欺
凌倾向的人也不了解自己侵犯了他人的权利是
不对的)会因此受到法律的惩罚+ 从培养自确力
角度看)其目的是增加他们的知识)可以更好地
培养自我信念)提高他们对于自身权利的认识和
运用的能力+ 第二节是认识情绪)目标主要是促
进组员将学习的知识运用到体验活动中+ 先学
习情绪知识)了解自己的情绪)知道什么事情会
产生什么样的情绪)再通过体验活动感受情绪)

更好理解别人的情绪变化)有利于提前预防某些
冲突+ 这是为了提升自我确立能力中能够开放
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思想,信仰和观点的表达方
式+ 第三节是学习沟通模式+ 通过以上分析可
知)活动的主要目标是培养组员的自信型沟通)

因此必须协助组员学习沟通模式的有关知识)通
过剧场使他们学习理解和演绎不同的沟通模式+

因为不同的沟通模式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组员会
分享这么做将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发挥自身
潜力去思考)这是培养自信型沟通自确力的一个
重要过程+ 第四节是理解冲突概念)这一节主要
目标是让组员学习冲突知识以便更好地理解校
园欺凌+ 因为很多时候)家长总是认为这只是小
孩子之间的打闹)不构成欺凌)有时这种认识就
会酿成悲剧'而有时确实是小朋友之间的玩闹)

可是过一会又合好如初了)但他们自己又会认为
自己受到了欺凌+ 所以只有他们理解了冲突)认
识了欺凌)才能更好地处理问题+ 这就是自确力
包含的丰富知识)能够让自己更加坚定放松地去
沟通+ 第五节是了解戏剧知识+ 经过前几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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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在此节会引导组员去建立一个自信型的沟
通方式+ 在这一节)组员学习戏剧知识)并将其
运用到体验活动中去+ 这里会给组员几个特定
的关键词)让他们自己发挥想象去安排前剧本和
后剧本)演绎生活中发生和遇见的事情)也可以
自己创造演绎事情)组员之间相互提问思考!为
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
演或者怎么办")这些元素可以随时加入到剧本
里去+ 通过这个过程)组员会明白很多道理)会
思考)去找寻发生冲突的原因)避免欺凌的发生)

形成健康良好的互动)增强自我效能感+ 最后一
节是学习解决困难的步骤)目标主要是让组员学
习解难的五步骤)在自己情绪或他人情绪比较激
动和不稳定时可以运用)从而避免冲突的发生)

巩固前期自确力能力培养的成效)增加沟通技
巧)在面对问题时能够有效处理+

二#培养提升自确力的实践成效
$一%服务过程和目标的评估方法
过程评估方法)即每一次活动之后)评估参

加者对活动安排的满意程度+ 我们采用了两种
方法*一种是观察法)通过观察组员在活动中的
投入度来了解活动的合适性'一种是问卷调查
法)在小组活动的第一节和最后一节发放问卷进
行前后测)了解活动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和谐校
园dHHQNKD行动小组对于活动开展有效提升儿童
自确力的目标达成度的评估)主要包括两部分*

活动的前测和活动的后测)最后形成成效评估汇
总表+ 通过前测和后测问卷来评估小组成员自
确力是否得到了提升+

$二%组员效果评估的结果分析
主要通过对和谐校园dHHQNKD行动小组成员

问卷中的进步点来评估成员自确力的小组提升
结果)具体分析如下+

$4组员的评测结果" 组员一的评测结果*从
问卷上看)共有&个进步点)进步最大的是给予
!陌生人"赞美)在!表明自己的权利和需要"和
!给予批评"方面)面对!权利人物"和!陌生人"

是有难度的+ 从整体情况来看)虽然其自确力的
提升不算太高)但是增加了新知识)更勇于去表
达自己+ 组员二的评测结果*共有$#个进步点)

主要集中在沟通能力的提升)他在同学面前会主
动寻求帮助和表达情绪+ 组员三的评测结果*共
有$3个进步点)主要集中在谈话,表达喜爱,被
批评,给予批评,表达愤怒和说!不"共3个方面+

组员四的评测结果*共$5个进步点)主要集中在
给予赞美方面)在与同性朋友和异性朋友交往方
面也表现出$个点的进步+ 组员五的评测结果*

共有""个进步点)他的最大进步主要集中在给
予赞美,寻求帮助,表达自己的权利和需要)其他
大部分是维持原状'从他的问卷结果看)其整体
自确力的提升较其他组员稍微高一些)更符合自
信型的沟通模式+

"4目标达成度" 小组成员认为活动提升了
他们的自确力)使他们理解了冲突和欺凌的含
义)并学习到了一些沟通技巧和冲突处理技巧)

对其未来的成长和发展有很大帮助+ 具体来看)

5#!的组员对于!明白了相应的自身拥有的权
利"表示!非常同意"+ -#!的组员表示!非常清
楚沟通的0 种模式"并且!喜欢参加社工的服
务"+ 对于!明白冲突的0个阶段")有-#!的组
员表示!非常同意"+ 表示!认识剧场知识和处
理冲突的能力提升了"的占比为5#!)$##!的
组员认为!明白了戏剧的#冲突模式$")$##!的
组员都表示!会尝试去处理冲突"+ 而对于!不
知道解决困难的五个步骤"的表述)有-#!的组
员表示!非常不同意"+

从以上评估结果可以分析得出*%$&自确力
训练计划是一种结构化的干预技术)用于帮助个
人改变自我形象)并恰当地表达个人的思想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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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懂得沟通+ 通过长期的实践提升了小组成员
冲突处理的技能)增强了自确力)更主要的是提
升了其安全意识和利用资源的能力)使得他们能
够有效地运用身边的资源去处理各种困难)提升
关于沟通,做决定和承担的知识和技能+ %"&小
组成员原本对亲近的人信赖)容易表达自己的情
绪)但容易拒绝陌生人+ 参加小组活动使其能够
理性思考)无论是对待陌生人还是亲近的人)明
显感觉组员都能很好地利用所学知识去面对和
解决问题+ %0&小组活动有效地协助组员认识
自我的情绪)懂得用合适的情绪表达)能够控制
不恰当的情绪表达)通过习得相应的情绪表达技
巧)更好地处理冲突+ 最主要的是)他们能够将
所学的知识及自身权利运用于人际交往中)这也
是培养和提升自确力的关键所在+

三#反思与总结
在整个服务活动中)社工应该明白)方法只

是载体)应用剧场也只是一个载体)最终目的是
提升儿童的自确力)协助学校营造和谐的学习氛
围)预防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 因此)在计划中)

组员需要学习和了解关于冲突的信念,技巧和知
识+ 同时)在小组中)社工需要营造理解,接纳,

支持和肯定的氛围)让组员有积极的联系和沟
通+ 在以后开展相关小组活动时)要增加儿童对
于冲突事件的观察和描述+ 首先)增强他们对冲
突的认知'然后)通过剧场让组员觉察其中的感
受'最后)在剧场中投入并尝试不同的处理方法)

从而提升其处理冲突的技能+

特别要注意的是)在小组中发生!矛盾或冲
突"时)社工应该以此作为!最有意义的事情")

引导组员进行思考和讨论)加深他们对于冲突的
认识+ 但是在计划开展的过程中)社工的观察还
不够细致)主要集中在对组员个体的功能性方
面)如组员的生理,心理%认知,记忆,创造力,语

言&,社会%情绪,自我,性别,道德理性&等的观
察不够细致+ 同时)缺少对于小组的整体性和环
境的评估)例如)关于小组动力的四个维度)即沟
通和互动,小组凝聚力,社会融合,小组文化方面
的积极关注)社工应该尝试将评估的内容呈现给
组员)使小组过程明确化)从而引导组员去关注
并尝试思考!这样的小组动力是否对小组有影
响)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次)在小组评估的时候)组员数量较少)且
带有主观性)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误差+ 因此)以后
在开展培养自确力的小组活动时)应尽量多组织
一些成员)多开几个小组)进行综合性评估)使数
据更具有说服力+ 并且社工在评估时除了应该结
合观察客观对待评估)同时也需要访谈学校老师
及组员家长)了解小组成员在参加完活动后的变
化与进步情况)整体评估其自确力是否有较好的
提升)对他们处理冲突是否有着重要的作用-$".

+

最后)因为冲突处理涉及学校,社区等更大
的范围)需要通过社工的观察去评估环境对于小
组成员的影响+ 自确力的提升不是简单几次小
组活动就能培养得很好,很完善)需要各方的努
力共同去引导+ 此次小组活动是小范围开展)从
小组活动的成效看)只是对于他们处理冲突有一
定的帮助)但并不能控制其他有暴力倾向的学生
停止暴力+ 要想通过提升自确力水平来预防校
园欺凌是整个学校的少年儿童都要去学习的)因
此需要学校,社区,社会的大力支持)目前这个项
目只是在小范围内开展)还需要更多地实践和
推广-$0.

+

总而言之)校园欺凌不分民族,国家,时间,

性别)它给少年儿童带来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
的+ 我们都知道)无论是欺凌者还是被欺凌者)

校园欺凌对他们以后的成长都会带来不好的影
响+ 特别是长期受到欺凌)严重者直接导致死亡
的事件也是屡见不鲜)这是很令人心痛的+ 因
此)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预防校园欺凌的发生+ 培

$&



养孩子的自确力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般的校园
欺凌都是发生在同学或者熟人中间)他们也知道
可以找老师,家长甚至报警处理)可是欺凌他们
的是身边的人)是常常会见面和了解他们的人)

所以很多孩子不敢说出来)怕被报复从而遭受更
严重的欺凌)导致孩子的身心受到双重折磨+ 很
多家长和老师没有告诉他们关于校园欺凌具体
的处理办法和会出现的结果)只是告诉他们找老
师或报警)忽视对其自确力的培养)导致其自确
力不足+ 自我确立能力的培养受到家庭环境,文
化教育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
过程)不是开展几次小组活动就能完全提升的)

尤其是需要家长和老师有意识地培养)在平时生
活中做到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树立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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