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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考察童年期情感虐待与忽视对大学生网络欺凌的影响,并探讨抑郁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

儿童期虐待问卷简版、网络欺负量表、抑郁量表对943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①童年期虐待与忽

视、抑郁与大学生网络欺凌之间两两显著正相关(r=0.61、0.625、0.576,P＜0.001)。②抑郁在童年期虐

待与大学生网络欺凌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童年期虐待与忽视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的网络欺凌,还能

通过抑郁间接影响大学生的网络欺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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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motional abuse and neglect in childhood on cyberbully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role of depression. Methods For 943 college students, 

and No. Results ① Pairwise significant positive associations between abuse and neglect in childhood, 

depression and cyberbully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r=0.61,0.625,0.576, P <0.001).② Depression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childhood abuse and cyberbullying in college students. Conclusion Abuse and 

neglect in childhood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s the cyberbullying of college students,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s the 

cyberbullying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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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近11亿人(10.9967亿人),大

学生是互联网的主力军。他们可能在网上学习、社交、娱乐等,

但同时也有可能会在网络中随意披露他们信息、散布他们谣言

等欺凌行为[1]。网络欺凌具体是指个体通过网络技术手段反复

出现的故意伤害他人或攻击行为。20-40%的年轻人都经历过网

络欺凌行为,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会给受欺凌者带来严重

的后果,包括抑郁、焦虑、痛苦、愤怒、悲伤、压力、自卑和自

杀念头等[2]。 

童年期情感虐待与忽视是指17岁之前经历的性、身体和/

或情感虐待,以及情感或身体忽视。童年期情感虐待与忽视被认

为是终生DSM-IV障碍的最强预测因子,已有研究发现不良童年

经历导致的许多心理和行为后果,包括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

障碍、犯罪、暴力和暴力其他冒险行为。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暴露于情感虐待与忽视的个体可能会习

得父母或童年期施暴者的行为,也被称为暴力循环。研究表明,

童年期情感虐待与忽视是校园欺凌的主要影响因素[3]。童年期

受到虐待或忽视的个体发现自己与周围环境和社会隔离,可能

会更多的使用网络技术平台,活跃于网络之中。因此,遭受童年

期情感虐待与忽视的个体更有可能成为网络欺凌者。本研究提

出假设1：童年期情感虐待与忽视对大学生网络欺凌行为具有正

向预测作用。 

挫折-攻击假设模型观点认为,个体在遭受童年期创伤经历

后会产生不良的情绪而发生攻击行为。研究表明,童年期的虐

待与忽视经历会诱发个体的愤怒、抑郁等消极情绪,当个体无

法调节自身的消极情绪状态时就会陷入反刍思维中,进而引

发攻击行为[4]。根据认知图式,与抑郁相关的不信任图式往往

导致对他人意图的不信任或敌意归因,这很容易引发攻击行

为。同时,抑郁程度较高的青少年更容易低估同龄人的接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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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不能正确表达和解释自己的情绪变化。此外,抑郁大学生

倾向于在网络活动中寻找娱乐,以避免面对面互动中的沮丧和

羞辱,这导致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在电子屏幕媒体上。因些,本研

究提出假设2：抑郁在童年期虐待与忽视和网络欺凌中具有中介

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湖南省4所大学的大学生进行调查。

共发放1000份问卷,最终保留有效问卷943份(94.3%)。其中,男

生439名(46.6%),女生504名(53.4%)；汉族学生839人(89.0%),

少数民族学生104人(11.0%)；文科专业学生225人(23.86%),理

工类专业学生548人(58.11%),艺术类专业学生170人(18.03%)；

来自农村604人(64.1%),来自城镇339人(35.9%)。所有学生均自

愿参加调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研究工具 

1.2.1儿童期虐待问卷简版 

采用赵幸福等修订的中文版CTQ-SF(儿童期虐待问卷简版),

共有28个条目,分为5个分量表。采用5级评分,其中第2、5、7、

13、19、26和 28需反向计分,每个虐待分量表在5-25分之间,

总分在25-125分之间。得分越高,创伤程度越高。 

1.2.2网络欺凌量表 

采用褚晓伟等人修订的网络欺负量表(Revised Cyber 

Bullying Inventory,RCBI)中的网络欺负分量表,该量表共14

个条目,采用4点计分,得分越高,说明网络欺负频率越高。 

1.2.3抑郁量表  

采用抑郁症筛查量表(PHQ-9),包含9个条目,每个条目分为

0-3点计分,评估被试过去两周的感受,总分在0-27分之间,得

分≥10分者即判定为抑郁症状阳性,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症状越

严重。 

1.3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使用SPSS 26.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差异性分析和

相关性分析,再通过Process插件程序执行Bootstrap分析。p＜

0.05表示差异性显著。 

2 结果 

2.1大学生网络欺凌基本情况分析 

表1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大学生网络欺凌比较分析 

变量 人数 x±s t p

性别 男(439) 14.93±3.31
2.29 0.02

女(504) 14.52±2.08

生源地 农村(604) 14.5±1.49
-3.26 0.001

城镇(339) 15.10±4.07

留守经历 是(464) 15.72±3.51
1.68 0.01

否(479) 14.65±3.22
 

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不同性别得分差异显著,男生得分高

于女生；生源地得分差异显著,来自城镇的学生高于来自农村的

学生；不同留守经历得分差异显著,有过留守经历的学生高于非

留守学生,见表1。 

2.2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童年期虐待与忽视与、抑郁与网络欺凌

之间两两呈显著正相关,见表2。 

表2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变量 1 2 3

1.童年期虐待 1

2.抑郁 0.610*** 1

3.网络欺凌 0.625*** 0.576*** 1

平均数 36.80 15.06 15.53

标准差 10.17 5.55 5.33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2.3抑郁在童年期虐待与网络欺凌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对各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后,以童年期虐待与忽视为自

变量,以网络欺凌为因变量,以抑郁为中介变量,使用PROCESS宏

程序中的模型4检验抑郁在童年期虐待与网络欺凌间的中介作

用。运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通过重复取样5000

次,来计算95%的置信区间。分析结果显示,抑郁所引起的间接效

应在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中并未包含0,这表明抑郁在童年

期虐待对网络欺凌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是显著的。由于童年

期虐待对网络欺凌的直接效应同样显著,因而抑郁在童年期虐

待与忽视对大学生网络欺凌的预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占总效

应的比例为28%,见表3、4。 

表3  回归分析 

项目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2 ΔR2 t

第一步 抑郁 童年虐待 0.64 0.41 25.6***

第二步 网络欺凌 童年虐待 0.65 0.43 26.57***

第三步 网络欺凌 童年虐待 0.69 0.48 15.17***

抑郁 9.7***

 

表4  中介效应显著性的Bootstrap分析 

效应 路径 效应值 置信区间下限 置信区间上限

直接效应 童年虐待→网络欺凌 0.25 0.22 0.28

间接效应 童年虐待→抑郁→网络欺凌 0.10 0.08 0.13

总效应 0.35 0.33 0.39

 

3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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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大学生网络欺凌的基本现状 

研究发现,在网络欺凌得分上,不同性别、生源地和是否有

留守经历均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

城镇学生高于农村学生,有留守经历学生高于非留守经历学生。

一般来说,男生的冲动性较强,自控能力较差,在网络社会中更

容易卷入欺凌事件之中。同时,城镇学生更容易接触网络世界,

留守儿童很难感受到家庭温暖,从而更易寄希望于网络中,也为

网络欺凌行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3.2童年期虐待与忽视与大学生网络欺凌的关系 

如预期所料,童年期虐待与忽视是大学生网络欺凌的预测

因素。这与以往的研究一致[5]。根据社会认知理论,观察和感知

他人的行为对人类的行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经历过虐待与忽

视行为的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更有可能对他人表现出攻击行为。心

理虐待(如情感虐待和忽视)会导致道德参与和身份的扭曲,从

而可能导致更高的网络欺凌行为。根据依恋理论,童年期与主

要照顾者的关系质量与以后生活中的心理社会适应问题(如

网络欺凌)有关。一般来说,童年期遭受虐待会破坏个体与其

照顾者之间关系质量,并导致不安全的依恋关系[6]。研究表明,

受到童年期虐待和忽视的个体发生网络欺凌行为风险明显更

高[5]。 

3.3抑郁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表明,童年期情感虐待与忽视不仅直接影响网络欺凌,

而且还通过抑郁间接影响网络欺凌。一方面,童年期的家庭暴力

史与后来生活中的焦虑抑郁状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儿童时期的言

语和情感虐待会增加成年后患抑郁症的风险。Sachs-Ericsson

等人的研究发现,童年期遭受过虐待的人出现抑郁和焦虑症状

的概率是未被虐待者的1.6倍,在一生中经历情绪或焦虑障碍的

概率是未被虐待者的两倍[7]。另一方面,受虐待与忽视的个体比

其他人表现出更多的情绪失调和更差的情绪理解。这种消极的

内部工作模式以及情绪调节的缺陷可能会阻碍个体与同伴在现

实世界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关系[6],从而增加他们实施网络欺凌

的风险。 

4 结语 

童年期虐待与忽视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的网络欺凌,还能

通过抑郁间接影响大学生的网络欺凌行为,所以我们要加强对

儿童的关心和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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