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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初一学生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及同伴地位与其校园受欺凌的关联ꎬ为开展校园欺凌的干预提供参考ꎮ
方法　 随机整群抽取郑州市 ７ 所普通初中 ４７ 个班级 ２ ５９７ 名初一学生为研究对象ꎬ采用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和受欺凌问

卷进行调查ꎬ并采用同伴提名法获得个体同伴地位(同伴受欢迎与同伴拒绝)ꎬ随后用多层线性模型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处理ꎮ 结果　 个体物质主义价值观、同伴拒绝与学生受欺凌经历均呈正相关(γ 值分别为 ０.１３ꎬ０.１５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同伴受

欢迎程度与其受欺凌经历呈负相关( γ ＝ － ０.０５ꎬＰ< ０.０１)ꎻ班级物质主义规范与学生受欺凌经历呈正相关( γ ＝ ０.８２ꎬＰ<
０.０１)ꎻ班级物质主义规范与同伴拒绝交互影响其校园受欺凌(γ ＝ ０.３０ꎬＰ<０.０５) ꎮ 简单效应结果显示ꎬ班级物质主义规范

水平越高ꎬ同伴拒绝对于学生受欺凌的消极影响越大(γ高 ＝ ０.１８ꎬＺ高 ＝ ７.８０ꎻγ低 ＝ ０.１２ꎬＺ低 ＝ ５.５０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学

生受欺凌的相关因素包括个体物质主义、同伴拒绝、受欢迎程度、班级物质主义规范ꎬ且班级物质主义规范对学生受欺凌经

历有调节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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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性质恶劣的校园欺凌事件频繁出现ꎬ有
调查发现ꎬ近 ３０％的学生卷入欺凌 / 受欺凌问题[１] ꎬ受
欺凌容易导致儿童青少年学业成就下降、身心障碍及

情绪与行为失调ꎬ严重时甚至会引发校园暴力事件或

自杀事件[２－４] ꎮ Ｋｎａｆｏ 等[５] 发现青少年的权利价值观

与校园暴力行为呈正相关ꎬ普救主义价值观在反对校

园暴力行为中起着潜在的保护作用ꎮ 在学校中ꎬ不合

群的青少年容易遭受欺凌[６] ꎬ且持有物质主义价值观

的青少年通常较为自我ꎬ会将更多的时间用来追求物

质财富[７] ꎬ对班级内的同学和活动关注较少[８－９] ꎮ 而

且ꎬ物质主义价值观与自尊随着时间会发生关联变

动[１０] ꎬ高水平物质主义者一般伴随着低自尊[１１] ꎬ而低

自尊者很容易成为欺凌现象中的受害者[１２－１３] ꎮ
除个体价值观外ꎬ同伴社会地位对青少年受欺凌

状况也有着重要的影响ꎮ 有研究发现ꎬ欺凌者在同伴

群体中通常拥有较高的同伴地位ꎬ如在班级内部的受

欢迎程度较高[１４－１５] ꎬ而受欺凌者则往往具有较低的同

伴地位ꎬ如低同伴接纳和社会支持等[１６] ꎮ
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还会受到其所处班级环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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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班级规范的影响[１７] ꎮ 根据社会学习理论[１８] ꎬ
在物质主义盛行的班级中ꎬ青少年更容易观察学习和

认可负面的物质主义价值观ꎮ 因此ꎬ研究者认为班级

物质主义规范可能对校园欺凌有一定的影响ꎮ 一方

面ꎬ高物质主义者在生活中更多的关注自己ꎬ社会责

任意识淡漠[７] ꎻ另一方面ꎬ高物质主义者不看重自己

与他人间的关系建立与维持ꎬ也不会有意识地去建立

亲密关系和情感连接ꎬ反而将自己的同事、所在的组

织视为物质需要满足的工具[１９] ꎮ 因此ꎬ在班级物质主

义规范水平高的班级中ꎬ欺凌受害者可能难以获得社

会支持ꎬ进而使得班级内的欺凌受害状况可能会更为

严重ꎮ
为此ꎬ本研究从青少年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及其同

伴地位两个方面出发ꎬ考察对受欺凌的影响ꎬ并探讨

班级物质主义规范在其间的调节作用ꎬ为我国开展校

园欺凌的干预提供指导策略的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 以郑州市 ２ 个区县 ７ 所普

通初中(城市学校 ２ 所ꎬ县城学校 １ 所ꎬ乡镇学校 ４
所)一年级学生为被试ꎬ根据学校班级的数量随机选

取 ４７ 个班级的青少年学生进行整班施测ꎮ 共发放问

卷 ２ ６７３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２ ５９７ 份ꎬ有效率 ９７.１６％ꎮ
其中ꎬ男生 １ ３６２ 名ꎬ女生 １ ２３５ 名ꎬ平均年龄(１３.００±
０.６２)岁ꎮ 研究经北京师范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批(审

批号:２０２０－１５)ꎬ并征得所有学生和家长知情同意ꎮ
１.２　 方法　 (１)同伴社会地位问卷ꎮ 采用同伴提名法

获得同伴拒绝和受欢迎分数ꎮ 同伴拒绝使用“他(她)
被人排斥”提名得到ꎬ受欢迎使用“请写出你所在班级

中ꎬ最受同学们欢迎的同学”获得ꎮ 对被试在同伴拒

绝提名和受欢迎提名上的被提名频次分别进行班内

标准化ꎮ (２) 受欺凌问卷ꎮ 采用张文新等[２０] 修订的

“Ｏｌｗｅｕｓ 欺负问卷”ꎬ本研究选取其中的 ７ 道题目对校

园受欺凌状况进行调查ꎬ如“本学期ꎬ在学校里有被人

故意打、踢、推、撞吗?”ꎮ 问卷采用 ５ 点计分ꎬ０ ~ ４ 分

表示“没有” ~ “ >５ 次”ꎮ 该问卷的信度良好ꎬ内部一

致性系数为 ０.８３ꎮ ( ３) 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ꎮ 采用

Ｒｉｃｈｉｎｓ[２１]的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 (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ＳｃａｌｅꎬＭＶＳ)ꎬ该量表共有 ９ 道题目ꎬ如“羡慕那些拥有

昂贵房子、车子和衣服的人”“有时会因为买不起喜欢

的东西而感到郁闷”ꎮ 量表采用 ５ 点计分ꎬ０ ~ ４ 表示

“完全不同意” ~ “完全同意”ꎬ总分越高ꎬ物质主义倾

向越强ꎮ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０.７４ꎮ (４)班级物质主义规范ꎮ 采用班级规范的计算

方法[２２－２３] ꎬ以班级为单位ꎬ计算班级内所有个体物质

主义总分的均值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 录入原始数据ꎬ对
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及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ꎻ采用多层线

性分析技术ꎬ用 ＨＬＭ ７.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ꎮ 学生

为第一水平ꎬ班级为第二水平ꎮ 本研究选取性别、个
体物质主义价值观、同伴拒绝和受欢迎作为学生水平

变量ꎬ班级物质主义规范作为班级水平变量ꎮ 分析中

将学生水平的预测变量均做组中心化处理ꎬ以减少变

量之间的共线性[２４] 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学生受欺凌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同伴社会地位

的相关分析　 由于受欢迎和同伴拒绝是对提名频次

进行标准化所得ꎬ因此平均分和标准差分别为 ０ 和 １ꎮ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ꎬ个体受欢迎与受欺凌呈负

相关( ｒ ＝ －０.１２)ꎬ同伴拒绝( ｒ ＝ ０.２４)、个体物质主义( ｒ
＝ ０.１６)、班级物质主义规范( ｒ ＝ ０.１５)与受欺凌均呈正

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２　 多层线性分析探索受欺凌经历与各变量的关联

(１)构建零模型ꎬ首先构建不含有任何预测变量的两

水平模型———零模型ꎬ作为基准模型用于检验受欺凌

状况是否存在班级水平的变异ꎮ 结果显示ꎬ跨级相关

系数(ｉｎｔｅｒ￣ｃｌａｓ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ꎬ ＩＣＣ)为 ０.０５５ꎬ
表明不同班级的受欺凌状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班级

可以解释学生受欺凌的变异为 ５.５％ꎮ 随后依次建构

２ 个模型ꎬ分别探讨个体水平变量以及班级物质主义

规范对初一学生受欺凌状况的预测作用ꎮ (２)建立个

体物质主义、同伴社会地位对受欺凌状况的预测作用

模型 １ꎬ即在个体水平将性别、个体物质主义、同伴拒

绝和受欢迎放入模型ꎬ并允许截距和斜率在第 ２ 层存

在随机变异ꎮ 结果显示ꎬ 个体物质主义正向 ( γ ＝
０.１３)、同伴拒绝正向 ( γ ＝ ０. １５)、受欢迎负向 ( γ ＝
－０.０５)预测学生受欺凌状况(Ｐ 值均<０.０５)ꎮ 截距(Ｕ
＝ ０.０２)和同伴拒绝( Ｕ ＝ ０.０１)在班级间存在差异( 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３)建立班级物质主义规范的调节作用

模型 ２ꎬ即在模型 １ 基础上ꎬ在随机变异显著的截距、
同伴拒绝的斜率项上加上班级物质主义规范ꎮ 见表

１ꎮ 班级物质主义规范正向预测受欺凌状况 ( γ ＝
０.８２)ꎬ班级物质主义规范与同伴拒绝存在交互作用

(γ ＝ ０.３０)(Ｐ 值均<０.０５)ꎮ 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结果

显示ꎬ在高班级物质主义规范条件下ꎬ同伴拒绝对受

欺凌的预测作用为(γ ＝ ０.１８ꎬＺ ＝ ７.８０ꎬＰ<０.０１)ꎻ在低

班级物质主义规范条件下ꎬ同伴拒绝对受欺凌的预测

作用为( ｒ ＝ ０.１２ꎬＺ ＝ ５.５０ꎬＰ<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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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初一学生受欺凌的多层线性模型分析(ｎ ＝ ２ ５９７)

水平
模型 １

γ 值 标准误 Ｕ 值 χ２ 值

模型 ２
γ 值 标准误 Ｕ 值 χ２ 值

学生层
　 截距 ０.５５∗∗ ０.０３ ０.０２∗∗ ９７.１６ ０.５５ ０.０２ ０.０１∗∗ ７１.５７
　 性别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００ ３６.８２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００ ３６.８３
　 个体物质主义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０１ ５５.２５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０１ ５５.２２
　 同伴拒绝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０１∗∗ ３４.７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０ ３４.７１
班级层
　 班级物质主义规范 ０.８２∗∗ ０.１９
　 同伴拒绝×班级物质主义规范 ０.３０∗ ０.１４
班级内 ０.４４ ０.４４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个体物质主义价值观可正向预

测青少年的受欺凌状况ꎮ 价值观是与个体的需要、行
为紧密联系的ꎬ需要是价值观产生的基础ꎬ价值观又

对需要和行为起着预测和导向作用[２５] ꎮ 有研究发现ꎬ
当青少年过度追求物质财富等外部目标时ꎬ容易产生

焦虑情绪[２６] ꎬ且难以获得稳定的自尊感[２６－２８] ꎮ 高物

质主义者通常根据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数量对自己做

出评价ꎬ只有当物质财富水平较高时才能给予自己积

极的评价ꎬ但人的固有欲望是无尽的ꎬ且青少年独立

获得物质财富的能力还比较欠缺ꎬ一旦物质需要得不

到满足ꎬ他们的自尊水平会下降ꎬ而低自尊水平的青

少年常常表现出较强的自卑感ꎬ极其容易遭受到同伴

的欺凌[２９－３０] ꎮ
有研究结果表明ꎬ同伴拒绝正向预测个体的受欺

凌状况ꎬ而同伴受欢迎负向预测受欺凌状况ꎬ与王丽

萍等[３１]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在班级中ꎬ受欢迎的个体一

般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ꎬ来自同伴和外界的支持较

多ꎬ因此不容易受到欺凌ꎻ而被拒绝的个体不仅在同

伴系统内占据较低的社会地位ꎬ而且更可能拥有社会

排斥的经历[３２] ꎬ也难以得到社会支持ꎬ因此更容易成

为被欺负的对象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在班级水平上ꎬ物质主义的班

级规范也与个体的受欺凌状况呈负相关ꎮ 高物质主

义个体是以自我为中心的ꎬ社会责任意识淡漠[７] ꎮ 因

此ꎬ当班级内部学生均拥有较高的物质主义价值观

时ꎬ这些学生在与同伴交往的过程中可能会更多关注

自己的物质财富水平ꎬ较少考虑同伴的感受ꎬ且班级

责任意识较低ꎬ无法很好地融入到班集体中ꎬ造成班

级整体呈现出负面的班级环境ꎬ进而可能增强了班级

内部学生被欺凌的可能性ꎮ
本研究结果还发现ꎬ班级物质主义规范在同伴拒

绝与受欺凌的关系中发挥着调节作用ꎮ 在物质主义

规范较高的班级中ꎬ学生的受欺凌水平相对较高ꎬ且
随着个体同伴拒绝水平的升高ꎬ其受欺凌水平逐渐增

加ꎻ而在物质主义规范较低的班级中ꎬ学生的受欺凌

水平相对较低ꎬ却随着同伴拒绝水平的升高ꎬ其受欺

凌水平也逐渐增加ꎬ但是其增加幅度相对较缓ꎮ 有研

究发现高物质主义价值观会促使个体减少与家人相

处的时间ꎬ降低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和卷入[３３] ꎮ 推测当

班级中大多数人支持或者持有物质主义价值观ꎬ甚至

将其认可为一种班级规范时ꎬ一方面使得班级内部学

生对人际关系和欺凌受害的关注会降低ꎬ另一方面ꎬ
使得学生之间表现出较少的支持与互助等行为ꎬ忽视

欺凌受害者的处境和感受ꎬ无形中助长了部分青少年

对同伴的拒绝和欺凌行为ꎮ 因此ꎬ认为处在这种负面

消极的班级环境当中ꎬ当个体受到同伴拒绝时可能更

容易成为其他同学的欺凌对象ꎮ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初一学生的受欺凌状况与其物

质主义价值观、同伴社会地位以及班级物质主义规范

相关ꎬ为青少年受欺凌的干预策略提供了指导建议ꎬ
但是仍然存在不足ꎮ 首先ꎬ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设

计ꎬ不能充分揭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ꎬ未来研究可以

考虑采用纵向设计或实验设计ꎮ 其次ꎬ本研究只考察

了跨层交互作用ꎬ没有探索个体(物质主义价值观)、
人际(同伴拒绝和受欢迎)以及班级水平(班级物质主

义规范)之间的相互作用ꎬ未来的研究可深入分析三

者之间的交互影响ꎮ 最后ꎬ本研究样本仅局限在某市

初一学生ꎬ结论外扩到全国以及其他年龄学生受限ꎮ

志谢　 感谢数据采集过程中郑州市教研室、荥阳市教研室等老

师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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