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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了探讨一般自我效能感不同的大学生参与网络欺凌的程度,以及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网

络欺凌的相关关系,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提供科学依据,以此减少大学生的网络欺凌行为。方法：本研

究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和网络欺凌分量表对232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研究发现,大学生

一般自我效能感在性别上具有显著性差异,大学生的网络欺凌行为在网络欺凌经历上具有显著差异,遭

受网络欺凌经历被试的网络欺凌行为显著高于没有网络欺凌经历的被试。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网

络欺凌未发现相关关系(r=-0.014,p=0.846)。结论：当个体较少遭受网络欺凌时,其网络欺凌行为也会随

之降低,学校以及社会应当采取措施降低网络欺凌行为,以维护大学生身心健康,构建和谐社会及积极网

络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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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degree of cyberbullying involvement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general self-efficacy,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l self-efficacy and 

cyberbullying, to provide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promoting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reducing their cyberbullying behaviors. Methods: This study used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and the 

Cyberbullying Subscale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mong 232 college students. Result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eral self-efficac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gende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yberbullying behaviors were observed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cyberbullying, with 

those who had experienced cyberbullying exhibiting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s of cyberbullying behaviors 

compared to those who had not experienced it.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general 

self-efficacy and cyberbully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r =-0.014,p=0.846).Conclusion:When individuals 

experience less cyberbullying, their cyberbullying behaviors decrease accordingly. Schools and society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reduce cyberbullying behaviors to maintai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promote a positive onlin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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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电脑手机等科技产品

的更新迭代,互联网已然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社交舞台中心。随着

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多样化,人们更愿意在网络平台分

享日常生活进行社交,这也容易滋生互联网的网络欺凌行为,目

前来说网络欺凌对于青少年来说,已经是一种常见的经历[1]。网

络欺凌具有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性,在国内外也成为了研究热点

之一,网络欺凌(Cyberbullying),是指通过电子手段实施的反

复且恶意地针对某个人或者群体的一种攻击性行为。网络欺凌

不仅会造成心理上的伤害,还有生理上的伤害。当欺凌者将受害

人的个人信息、图像、视频或谣言等发布到网络,在极短的时间

内,就会被全国,甚至全世界的网友浏览,以至于在短时间内给受

害者带来巨大的压力,甚至威胁到受害者的人身财产安全[2]。而

受欺凌者轻则产生抑郁等心理问题,重则产生自杀倾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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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动向他人攻击的欺凌者角度来看,网络欺凌行为是在

网络世界中的一种发泄,欺负他人,造成他人的痛苦需求快乐和

认同感,而且通常不关心他人的需要和感受。有研究发现,低自

尊水平的个体对自我的认识模糊,会夸大外界对自己的威胁,感

到自己被冒犯,因此会导致激烈的情绪波动而实施网络欺凌行

为[4][5]。自尊属于个体自我评价系统的一部分,与自我效能感类

似。自我效能感是一种个体对自我有关能力的认知感觉,它的大

众定义是指人们对自身是否能够成功地完成某活动的个体主观

判断[6],而一般自我效能感则指个体应对各种不同环境的挑战

或面对新事物时的一种总体性的自信心[7],对个体行为具有重

要影响。同时,一般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大学生会使个体产生积极

的情感体验,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各种活动,坚信自己具备成功

的要素,面对困境时则会增强对自我的正性评价,是一种良好健

康的心理品质[8]。有研究发现,网络欺凌与自我效能感、心理韧

性呈负相关与自杀意念呈正相关[9],自我评价越高的个体越不

容易实施欺凌行为。同时,一般自我效能感对人们的行为具有一

定的控制作用,许多研究指出一般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大学生,同

时也具备较好的心理健康状况。在基于一般自我效能感的研究

中,以往大多数的研究者基本是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角

度分别进行了众多的研究,其中我国许多学者通过研究抑郁、自

尊、幸福感、人格特质等因素去分析它们与一般自我效能感的

关系,也有一些是以推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对策建议角度进

行研究的,但是至目前为止,真正从网络欺凌与一般自我效能感

之间做出系统的探索和进行深入探讨的少之甚少。 

鉴于此,本研究以此为探究一般自我效能感与网络欺凌关

系为出发点,以增强大学生心理素质和网络素质为目的,对大学

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在网络欺凌行为中的影响作用进行研究。研

究假设：(1)不同性别、不同生源地、不同年龄、不同年级的大

学生在网络欺凌和一般自我效能感方面可能存在显著性差异。

(2)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网络欺凌之间可能存在显著性正

相关或负相关。 

1 方法 

1.1研究对象。本研究通过问卷星发放线上调查问卷,被试

多为来自上海,海南等地的大学生,除此之外,还有少量来自不

同地区的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参与本次调查的被试一共232

人,根据上文提到的剔除无效问卷办法,经检查得到有效问卷

192份,其中男生87人,女生105人(见表1)。 

1.2研究工具。 

1.2.1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本研究采用的是目前在国际上广泛应用的一般效能感量

表(GSES),为Schwarzer等人于1981年编制,整个量表有10道题

目,均为李克特4点量表,从“完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量

表使用的是Zhang & Schwarzer(1995)完成的中译本[10],中文版

的GSES在我国大学生中使用,有很好的预测效度。该量表在本次

调查中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12。已知本量表为单一维度,

总量表分为10道题目得分的平均值,得分只计总量表分。 

表1  被试的构成状况表 

类别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 87 45.3

女 105 54.7

生源地

城市 70 36.5

农村 122 63.5

年龄

18~20岁 111 57.8

20~22岁 64 33.3

22~24岁 11 5.7

24~26岁 6 3.1

年级

大一 65 33.9

大二 59 30.7

大三 15 7.8

大四 47 24.5

研究生 5 2.6

博士生 1 0.5

 

1.2.2网络欺凌分量表。本研究关于大学生网络欺凌的测量

工具为Erdur、Kavsut等人2007年编写的网络欺凌量表[11]。总

量表的题目总共有36道题,包含了两个分量表：网络欺凌分量表

与网络被欺凌分量表。本次研究选用的是网络欺凌分量表,即测

量使用网络进行网络欺凌他人的水平程度,其中使用的网络欺

凌量表占18道,在本研究中,该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

0.949。量表选用的是4点记分法,从1分的“从来没有”到4分的

“五次以上”,得分越高,代表个体卷入网络欺凌的水平越高。 

1.3研究过程与统计方法。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和问

卷调查法搜集数据,收集232名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网络

欺凌的数据资料。将问卷剔除无效数据后,获得有效问卷192份,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考察了性别、年级以及

生源地等人口学因素,以及上网时间(/天)、受网络欺凌经历、一

般自我效能感和网络欺凌(主动攻击)等变量因素探讨大学生一

般自我效能感与网络欺凌之间的关系。进行量表信度分析,对自

变量因变量等数据进行数据统计,数据分析方法为：描述性统计

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皮尔逊相关分析等。 

2 研究结果 

2.1大学生分别在性别和生源地上的差异。为探讨大学生一

般自我效能感和网络欺凌在性别、生源地上的差异,通过运用独

立样本t检验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见表1和表2。由表1可知,大学

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在性别上具有显著性,男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

显著高于女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在生源地上无显著差异。由表

2可知,大学生的网络欺凌在性别和生源地水平上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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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一般自我效能感在性别、生源地上的差异 

N M SD t p

性别

男 87 2.588 0.661

2.461 0.015

女 105 2.364 0.518

生源地

城市 70 2.524 0.606

1.117 0.265

农村 122 2.424 0.589

 

表2  网络欺凌在性别、生源地上的差异 

N M SD t p

性别

男 87 1.053 0.151

-0.590 0.556

女 105 1.075 0.311

生源

地

城市 70 1.116 0.390

1.637 0.099

农村 122 1.036 0.103

 

2.2大学生分别在年龄和年级的差异。为探讨大学生的一般

自我效能感与网络欺凌的程度在年龄上的差异,运用单因素方

差进行分析检验,结果见表3。为探讨不同年级的大学生,一般自

我效能感与网络欺凌的差异,通过单因素方差进行分析检验,结

果见表4。由表3和表4可知,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与网络欺

凌的程度在年龄和年级上无显著差异。 

表3  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网络欺凌在年龄上的差异 

N M SD F P

一般自我

效能感

18-20岁 111 2.388 0.643

1.321 0.269

20-22岁 64 2.556 0.526

22-24岁 11 2.564 0.359

24-26岁 6 2.600 0.666

总计 192 2.461 0.596

网络欺凌

18-20岁 111 1.059 0.291

1.099 0.351

20-22岁 64 1.058 0.166

22-24岁 11 1.197 0.281

24-26岁 6 1.028 0.046

总计 192 1.065 0.251

 

2.3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网络欺凌在网络欺凌经历上的

差异。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检验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网络欺凌

在网络欺凌经历上的差异,结果如表5。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

在网络欺凌经历上无显著差异,而大学生的网络欺凌在网络欺

凌经历上具有显著差异,遭受网络欺凌经历的被试显著高于没

有网络欺凌经历的被试。 

表4  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网络欺凌在年级上的差异 

N M SD F P

一般自我

效能感

大一 65 2.479 0.676

0.845 0.520

大二 59 2.424 0.59

大三 15 2.227 0.471

大四 47 2.543 0.502

研究生 5 2.660 0.723

博士生 1 2.200 .

总计 192 2.461 0.596

网络欺凌

大一 65 1.036 0.082

1.251 0.287

大二 59 1.046 0.164

大三 15 1.044 0.082

大四 47 1.143 0.456

研究生 5 1 0

博士生 1 1.111 .

总计 192 1.065 0.251

 

表5  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网络欺凌在网络欺凌经历上的差异 

研究变量 网络欺凌经历 N M SD t p

一般自我

效能感

是 26 2.362 0.627

-0.915 0.361

否 166 2.477 0.591

网络欺凌

是 26 1.175 0.293

2.100 0.044

否 166 1.048 0.240

 

2.4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网络欺凌的相关分析。通过皮

尔逊相关对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网络欺凌进行统计分析,

由表6可知,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网络欺凌无相关关系(r=- 

0.014,p=0.846)。 

表6  一般自我效能感与网络欺凌的相关 

网络欺凌(n = 192)

一般自我效能感(n=192)

Pearson相关 -0.014

显著性 0.846

 

3 讨论 

3.1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网络欺凌在人口学变量上的

差异情况分析。通过研究数据可以发现,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得分

在生源地、年龄和年级这三方面上的差异并不显著,但从性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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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男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女大学生,与已有的

研究成果是一致的,证实了前人的研究[12][13]。造成这一结果的往往

有许多因素,一方面随着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男性在大众的传

统社会观念中比女性更外向、具有能力和理性的特点,而女性往

往被打上内向、柔弱和感性的标签。这些传统社会观念潜移默化

地影响了女性大学生对自我能力的信任,禁锢了部分的可能性,

导致女性一般自我效能感普遍低于男性,比如男性会比女性更容

易就业,男性在运动方面比女性更有天赋等。另一方面,个体的性

格、动机水平和社会化程度不同,也会造成一般自我效能感在性

别上的差异。 

根据研究的结果显示,性别、生源地、年龄和年级等在内的

人口学变量因素在主动参与网络欺凌的行为得分中无显著差异,

也就是说这些人口学因素对网络欺凌行为无预测效果。虽然网

络欺凌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并不显著,但在性别方面,女生得

分高于男生,关于女生得分高于男生得分的情况,造成这一结果

的原因可能是,女生比起男生更具有表达欲,其次女生在网络中

会更公开地展现自己,这与狄亚霞[14]等的研究结果相符合。在

生源地方面,城市生源地的学生得分高于农村生源地的学生,从

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村的教育水平还需要提高,以及不良的社

会文化与习惯仍需改善。在年龄方面,22到24岁的大学生得分高

于其他年龄组的得分,而在年级方面,大四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年

级得分,这种数据走势也反映了大学生在经历了一个峰值之后

网络欺凌程度也会随着个人的成长和学历的提高而下降。 

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网络欺凌经历选“是”的被试得分为

1.175±0.293,网络欺凌经历选“否”的被试得分为1.048±

0.240。通过得分可知,遭受网络欺凌经历的被试主动卷入网络

欺凌的得分显著高于无网络欺凌经历的被试,即遭受网络欺凌

经历的被试往往会主动卷入网络欺凌,说明了欺凌者或受害者更

容易重复参与网络欺凌,然而由于本研究被试样本量不足,且研

究结果与研究预期具有出入,因此这项结果应该被谨慎地探讨。 

3.2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网络欺凌之间的关系。结果表

明,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大学生网络欺凌(主动攻击)的p值

为0.846,明显大于0.05,所以二者之间未发现相关关系。通过描

述性统计分析将一般自我效能感划分为前27%的低效能组和后

27%的高效能组,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和皮尔逊相关分析的结

果皆表明,高低效能组在主动参与的网络欺凌得分上无显著差

异,故本研究关于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能够显著预测网络

欺凌行为的假设不成立。分析发现,这可能是因为样本总数过少,

导致的两组极端值的差异并不明显。 

4 结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一般自我效能感不同的大学生参与网络欺

凌的程度,以及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网络欺凌的相关关系。在综合

国内外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对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网络欺

凌的基本状况进行初步调查,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

几点结论： 

(1)一般自我效能感在性别上有显著差异,男大学生高于女

大学生。(2)大学生网络欺凌行为与遭受网络欺凌经历存在显著

差异,且遭受网络欺凌经历的大学生更容易参与网络欺凌。(3)本

研究中,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与网络欺凌未发现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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