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积极的学校氛围？
在过去，学校几乎只关注学生学术技能和认知的提升，但
如今，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仅有这些技能还不够，优质教育
必须能让年轻人为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做好准备。
研究表明，在学校习得的关系模式往往会在以后的生活
中复现。如果学生通过自己喜欢的、亲社会的行为而受到
欢迎并实现其人生目标，他们就会在今后的工作环境中、
在亲密关系中、在与家庭成员及其他人的相处中继续以
亲社会的方式行事。在上学期间学会了反社会行为的儿
童往往也会在其他环境中如此行事，并且长大后参与犯
罪和违规行为的风险更高。在学校受到伤害的儿童有可
能受到抑郁症、自卑和社交障碍等不良后果的困扰
(Farrington, Lösel, Ttofi & Theodorakis, 2012) 。
因此，营造积极的学校氛围和预防问题行为应该被纳入
学校需实现的重要目标。更为关键的是，积极的学校环境
与学生的学业成绩和人生成就存在重要关联。

营造积极的学校氛围有什么理论基础？
对积极的学校氛围的研究通常以布朗芬布伦纳
(Bronfenbrenner, 1994) 的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该理论将
个体置于不同层级的环境中进行分析，而这些环境构成了
一个要素互联的系统。根据这一理论，学生能够影响近
端环境（比如他们的家人或教师）和远端环境（比如他们
父母的工作或政治形势）。与此同时，不同的近端和远端
环境也影响着年轻人。 
不同环境之间也存在互动。例如，学生会与他们的同伴、
教师和家人互动；家人会与教师互动；教师之间会互动，
也会与其他学校的教师甚至与当地政府互动。人际关系
和社会关系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系统中某个部分的微
小变化可能引起另一个部分的巨大变化。因此，对于营造
积极的学校氛围和预防反社会行为的认识需要从整体
的、系统的、生态学的角度出发 (Ortega-Ruiz, Del Rey & 
Casas, 2013) 。
所有这些系统和环境需要共同作用以增强亲社会性和预
防反社会行为。例如，政府应发布有关营造积极的学校氛
围的教育法律和指南；学校应将此纳入其校规和实践中；
学校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包括教师、家长和学生）应齐心
协力营造积极的学校氛围。

另一种理论方法关注当问题行为成为一种团体准则时对
学校氛围有何影响。将霸凌作为一个群体过程来研究揭
示了很多问题。根据这种方法，一些儿童通过实施霸凌
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霸凌是一个群体过程（Salmivalli, 
2010），旁观者可能会保护受害者，也可能支持和效仿施
害者。如果旁观者支持施害者，一些学生可能会认为攻击
行为是帮助他们受到欢迎或实现目标的一种方式。
此外，根据社会学习理论，在一种社会环境中习得的行为
可以迁移到另一种社会环境中。比如，一个在学校实施或
支持攻击行为的学生可能会在其他场合将攻击行为合理
化。因此，处理问题行为需要从复杂的社会心理学角度入
手，既要关注个人，也要关注群体。劝阻旁观者支持暴力
和消除同伴文化中关于攻击行为的规范信念（即认为攻
击行为在有些情况下是一种恰当反应）尤为重要。

对积极的学校氛围有负面影响的行为
有几种问题行为会对积极的学校氛围产生负面影响。研
究表明，下列四种有害的问题行为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
至少十分之一的学生，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有三分之一的
学生有过这些行为。研究发现，这些行为有一些严重的短
期和长期后果，会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和身心健康产生负
面影响。

霸凌：
霸凌是学生之间频繁的、长期的攻击行为。施害者故意伤
害无法轻易保护自己的受害者 (Smith & Brain, 2000)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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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学校氛围是由个人和环境因素共同构成的，能够促进学生之间的亲社会人际关系，
并减少问题行为 (Zych, 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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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霸凌”的文献中确定了几个角色：施害者、受害者、攻
击型的受害者和旁观者。霸凌的例子包括：
• 身体伤害，如推、打、踢等
• 言语攻击，如骂人和侮辱
• 间接攻击，如社会排斥或散布谣言。

网络霸凌：
一些学生通过电子设备对受害者进行的故意的、重复的、
长期的攻击行为 (Smith等人, 2008) 。网络霸凌有一些独
特的特征，比如由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在校内和校外实施。
网络霸凌中的角色与霸凌的角色类似。网络霸凌的例子
包括:
• 在社交网站上上传伤害别人的图像或视频
• 通过电子设备进行辱骂
• 网络群体中的社会排斥
• 通过电子设备散布谣言。

青少年约会暴力：
在青少年的早期恋爱关系中对约会伙伴表现出的身体、
性或心理攻击行为。例如：
• 对关系中的另一方进行身体或言语攻击
• 即使关系中的另一方不愿意，也坚持要发生性关系
• 性别歧视和对关系中另一方进行控制。

歧视性暴力：
歧视不同的少数群体，包括种族/文化少数群体、性少数
群体、有特殊需要的学生、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学生等。
例如：
• 针对某些个人或团体的仇恨言论
• 网络仇恨
• 与少数群体地位有关的社会排斥
• 对少数群体的身体或言语攻击。

学校如何营造积极的学校氛围？
用生态的、系统的方法营造积极的学校氛围需要关注能
够增加亲社会行为和减少反社会行为的个人和环境因素；
也需要在发现不良行为时实施特定方案并预防短期和长
期不良影响 (Zych,Farrington, Llorent & Ttofi, 2017) 。只有
学校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共同践行有关营造积极的学校氛
围的规定，才有可能实现上述目标。例如，可以采取以下
做法：
• 就营造积极的学校氛围所涉及的关键问题开展对话
• 教师和家庭之间交流信息
• 让学生参与推行亲社会行为
• 与学校利益相关者及外部专家合作。

 社会情感能力和道德水平在保护儿童免受问题行为影响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Divecha & Brackett, 2019) 。具有
较强的同理心、自尊心、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力、社交技能
和道德品质的学生出现问题行为的几率相对较低。因此，
学校和家庭需要共同努力，促进学生培养这些个人能力。
可以采取以下做法：
• 社会情感学习项目 (见CASEL) 。
• 针对问题行为的干预，如反霸凌 (见Gaffney, Ttofi & 

Farrington, 2019) 。
• 反网络霸凌项目 (见Gaffney, Farrington, Espelage & 

Ttofi, 2019) 。
此外，把对于这些能力的培养纳入学校课程也至关重要。
也就是说，规划课程时需要明确、清晰地考虑如何在开
展学业课程的同时，教授和学习这些能力。例如：
• 体育教育可以与情绪管理练习相结合
• 完成数学小组任务可以提升自尊心
• 通过语言课上的阅读鼓励同理心。
这些能力的培养也应在家里进行。根据社会学习理论，
教师和家长的榜样作用很重要，他们可以示范亲社会行
为、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冲突、同理心和良好的情绪管理
策略。因此，这一领域的任何政策制定和实施有必要从一
开始就让家长和看护者参与进来。
个人因素需要与鼓励亲社会行为的环境因素相结合 
(Zych, Farrington & Ttofi, 2019) 。环境因素包括社区和学
校的安全、扶贫、学校和教室管理（有明确的规章制度）
以及良好的人力和物质资源。
理想的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可以防止出现问题行为。理
想的亲子关系也极为重要，包括父母的温情和支持、积极
沟通和合理（而非干涉性）监督。通过亲社会行为让自己
更受欢迎、获得更多同伴支持也很关键。
与同伴合作，并且鼓励和培养问题行为中的旁观者去劝
阻霸凌者（并保护和支持受害者）有助于学生明白攻击行
为是有害且不被允许的。帮助学生建立友谊和创造基于
亲社会性的同伴文化能够增强积极的学校氛围，也能促
进全纳教育和拥抱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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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国际如何支持学校营造积极的学校
氛围？
借助“剑桥学校自我评估”服务，学校领导有机会发现其
学校里存在的任何行为问题。这些调查通过向学生、家
长和教师提问，了解他们的看法并确定霸凌是否是个
问题。
为了支持学校领导营造积极的学校环境，剑桥国际通过
学校咨询服务提供支持和指导，经专家认证的顾问可以
提供建议、举办研讨会以及直接与领导团队合作起草规
章或实施新策略。请前往以下网站了解更多信
息：www.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support- and-
training-for-schools/school-self-evaluation

您还可以从哪里了解更多信息？
拓展阅读：营造积极的校园氛围的策略
CASEL (The 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https://casel.org

CDC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ttps://www.cdc.gov/violenceprevention/intimatepartnerviolence/
teendatingviolence/fastfa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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