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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受网络欺凌大学生应对方式与心理
复原力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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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加强民族地区大学生受网络欺凌问题的规避与应对，为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依据，对受网络欺凌大学生应

对方式与心理复原力的关系进行探究，采用了网络欺凌行为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心理复原力量表，选取了民族地区 Y
高校的 797 名大学生作为被试。结果发现，（1）大学生受网络欺凌得分较低；（2）大学生受网络欺凌总分及网络言语欺

凌、网络伪造欺诈的性别差异显著（t=3.66，p<0.001；t=4.62,p<0.001；t=2.98，p<0.01），男生显著高于女生；（3）大学

生受网络欺凌行为总分及各维度与与消极应对方式存在显著正相关（r 分别为 0.19，0.16，0.13，0.19，p 均小于 0.01），大

学生受网络欺凌行为总分及各维度与心理复原力的力量性维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0.11，p<0.05；r=-0.12，p<0.01；r=-
0.09，p<0.01）；（4）积极应对方式能正向预测心理复原力（β=0.55,p<0.01）; 消极应对方式负向预测心理复原力（β=-0.44，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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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网络欺凌，是指个体受到个人或群体通过网络故意发动的言语和行为攻击，由于网络相对比较隐私，并且是匿名的，这就
为网络欺凌者提供了机会，也增加了网络欺凌行为的发生概率。袁龙云等人调查了南宁大学生受网络欺凌的情况，检出 91.35%
的大学生遭受过网络欺凌 [2]。受网络欺凌属于负性事件，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心理复原力。心理复原力是个体在经历压力情境时能
通过改变自己恢复到良好的适应状况的心理现象 [3]，遭受网络欺凌的大学生，会选择不同的方式应对网络欺凌，何山的研究发现
应对方式对心理复原力有预测作用 [4]，蔡雪斌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应对方式能显著预测心理复原力 [5]。因此，本研究调查了民族
地区某高校受网络欺凌的大学生，探究大学生的应对方式与心理复原力的关系，从而为大学生受网络欺凌问题的规避与应对提供
可靠的依据。

1、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民族地区 Y 大学的学生，通过问卷星发放问卷，共回收 797 份问卷。采用受网络欺凌问卷将全部答 1（未受到网络欺凌）的

被试筛选后，剩余 541 份问卷，其中男生 152 名，女生 389 名 ,；大一 170 份，大二 155 份，大三 130 份，大四 86 份。
1.2  研究工具
1.2.1  受网络欺凌
采用尤阳 [6] 修订的受网络欺凌行为量表。量表由网络伪造欺诈、隐匿身份、网络言语欺凌三个维度构成，共 12 道题目，采

用五点计分（1= 从来没有，5= 总是发生）。采用手网络欺凌问卷进行被试筛选。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17。

1.2.2  简易应对方式
采用解亚宁 [7] 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共 20 道题目，其中积极应对有 12 道题，消极应对有 8 道题，采用四点计分（0= 不采用，

3= 经常采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11。

1.2.3  心理复原力
采用 Connor 和 Davidson 编制，由 Yu 和 Zhang[8] 修订的心理复原力量表（CD-RISC），量表有韧性、毅力、乐观三个维度，

共 25 道题，采用五点计分（0= 从来不，4= 一直如此）。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59。
1.3  数据统计
采用 SPSS18.0 软件进行差异和相关分析。

2、结果

2.1  大学生受网络欺凌情况
大学生受网络欺凌的得分为：总分（1.70±0.66）、网络言语欺凌（1.70±0.77）、隐匿身份（1.94±0.84）和网络伪造欺诈

（1.61±0.70），各维度的得分均处于较低水平，其中隐匿身份最高，其次为网络言语欺凌和网络伪造欺诈。
2.2  各变量在性别和年级上的差异检验
从表 1 可看出，大学生受网络欺凌总分及网络言语欺凌、网络伪造欺诈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t=3.66，p<0.001；

t=4.62,p<0.001;t=2.98，p<0.01），男生高于女生；应对方式总分及积极应对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t=-2.78,p<0.01；t=-
3.41，p<0.01）, 女生得分高于男生。心理复原力总分及各维度性别差异均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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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变量的年级差异均不显著。
2.3  受网络欺凌大学生应对方式与心理复原力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发现，大学生受网络欺凌行为总分及各维度与与消极应对方式存在显著正相关（r 分别为 0.19、0.16、0.13、0.19，

p 均小于 0.01），大学生受网络欺凌行为总分与心理复原力的力量性维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0.11，p<0.05），网络言语欺凌
和网络伪造欺诈与心理复原力的力量性维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 分别为 -0.12，-0.09，p 均小于 0.01）。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
对方式与心理复原力及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见表 1）。

表 2 受网络欺凌大学生应对方式与心理复原力的相关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网络言语欺凌 1
2 隐匿身份 0.59** 1
3 网络伪欺诈 0.63** 0.67** 1
4 受网络欺凌总分 0.89** 0.79** 0.89** 1
5 积极应对 -0.06 -0.01 -0.04 -0.05 1
6 消极应对 0.16** 0.13** 0.19** 0.19** 0.48 1
7 应对方式总分 0.03 0.05 0.06 0.05 0.92** 0.79** 1
8 坚韧性 -0.03 0.01 0.01* -0.01 0.48** 0.17** 0.40** 1
9 力量性 -0.12** -0.04 -0.09* -0.11** 0.46** 0.18** 0.43** 0.87** 1
10 乐观性 -0.03 -0.05 0.01 -0.00 0.51** 0.29** 0.48** 0.45** 0.77** 1
11 心理复原力总分 -0.06 -0.00 -0.02 -0.04 0.51** 0.21** 0.45** 0.97** 0.95** 0.83** 1

注： *p <.05, **p <.01 

2.4  受网络欺凌行为和应对方式对心理复原力的预测作用分析
为检验受网络欺凌行为和应对方式对心理复原力的预测作用，做了进一步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积极的应对方式能正向

预 测 心 理 复 原 力 总 分（β=0.55，p<0.01）、 坚 韧 性（β=0.53，p<0.01）、 力 量 性（β=0.56，p<0.01） 和 乐 观 性（β=0.57，
p<0.01）。消极应对方式能负向预测心理复原力总分（β=-0.44，p<0.01）、坚韧性（β=-0.47，p<0.01）、力量性（β=-0.46，
p<0.01）和乐观性（β=-0.28，p<0.01）。

3、讨论

3.1  民族地区大学生受网络欺凌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中大学生的网络欺凌总分为 ( 1.70±0.66) 分，按照至少一项网络欺凌行为得分在 1 分以上，则认定为大学生曾经经历

过网络欺凌，民族地区某大学的网络欺凌检出率为 67.9%，检出率较高，但普遍的得分较低，网络欺凌的没有地域的限制、无限
的观众和听众、缺乏监督等特点，使的大学生普遍都经历过受网络欺凌行为 [9]。受网络欺凌得分较低，说明对于大学生个人来说，
经历的频率相对比较低，可能是由于近些年，国家对于网络监控的力度增加，对于网络行为和秩序进行了有效的约束。男生的受
网络欺凌得分高于女生，可能是因为男生网络使用的种类和频率要高于女生，特别是游戏中的交流，更容易接触到网络欺凌行为。
高校仍然要加大对于网络欺凌相关知识的普及和教育，引起大学生的重视，从而减少受网络欺凌对于学生造成的影响。

3.2  民族地区受网络欺凌大学生压力应对和心理复原力的关系分析
受网络欺凌行为与消极应对有显著的正相关，说明大学生在经历受网络欺凌行为时更容易选择消极应对的方式，在经历网络

欺凌时，大学生比较被动，而且不易被察觉，更有可能会选择消极的应对方式。
积极应对方式能正向预测心理复原力，消极的应对方式会负向预测心理复原力，说明不同的应对方式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心理

复原力，习惯使用积极应对方式的学生在遇到问题时能够以更积极更乐观的方式看待和解决问题，更善于进行自我调节，也更有
利于提高学生的心理复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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