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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班牙“反网络欺凌项目 2.0”是基于证据的实验性防治青少年网络欺凌项目。

在行动路径上，项目确立从认知导向行为的目标体系，构建模块化的活动课程，帮助学生

认知网络欺凌的概念、角色，分析欺凌行为的后果，探索应对欺凌行为的策略，并以合作

教育游戏 2.0 模拟实践强化，体验式培育学生社会情感能力。项目采取了模块课程育人、

专业队伍支持、游戏活动强化和政策环境保障等几项反网络欺凌行动策略，在预防和减少

网络欺凌和提高学生社会情感能力方面效果显著，为防治校园欺凌提供了独特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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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欺凌是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出
现的一种欺凌的新形式，是欺凌行为在网络空
间的延伸。西班牙的研究者一直关切安全的社
会和学校环境，致力于对网络欺凌的防治研究。
巴斯克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Basque Country）
教育心理学教授迈特·加莱戈多比尔 （Maite 
Garaigordobil） 团队在2011年到2013年对巴斯克
地区3026名12～18岁的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1]

研究发现，西班牙原有的反网络欺凌项目效果不
佳，学校只是让受害者或欺凌者离开学校，没有
积极有效地教育引导欺凌事件的各方当事人。为
了提高学生反欺凌和网络欺凌的意识，促进学生
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迈特·加莱戈多比尔和马
丁内斯·瓦尔德雷 （Vanesa Martínez-Valderrey）
在 2014 年开发了 “反网络欺凌项目 2 .0”
（CYBERPROGRAM 2.0. Programa de intervención 
para prevenir y reducir el ciberbullying）。经过2014

年到2016年多次评估证实，[2] 该项目能显著提高
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促进青少年沟通、合作、移
情、解决冲突等能力的发展，给青少年提供了预
防和处理网络欺凌的策略，因而在预防和减少网
络欺凌行为方面成效显著，得到西班牙中小学校
的广泛认可和实施。

一、西班牙“反网络欺凌项目2.0”的
行动路径

西班牙 “反网络欺凌项目2.0” 是基于证据
的防治青少年网络欺凌的干预计划。从其目标、
内容和实施来分析，西班牙反网络欺凌有其完
整的行动路径。

（一）目标：从认知导向行为

西班牙“反网络欺凌项目2.0”以预防和减少
网络欺凌的一系列活动展开，围绕4个总目标进
行，这些目标包括一系列具体目标（见下页表1）。

西班牙防治网络欺凌行动路径与策略探析①

——以“反网络欺凌项目2.0”为例  
滕志妍，张珊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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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反网络欺凌项目2.0” 运用认知行
为理论框架支持其实施。[3] 该项目促进学生在
欺凌和网络欺凌情境中角色的认知重组，通过
刺激认知层面的改变，进而促进行为层面的改
变。其目的主要是让受害者学会为自己辩护、
保护自己，寻找老师或家长的帮助 ；旁观者能
够对欺凌和网络欺凌行为发声，勇敢地制止不
当行为 ；侵害者能够认识自己的不当行为，停
止欺凌和网络欺凌行为。事实上，项目教授学生
反欺凌知识和技能，促进了问题的良性发展。因
此，培育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对于打破欺凌的恶
性循环非常重要。

（二）内容：模块化的活动课程

西班牙 “反网络欺凌项目2.0” 通过模块化
活动课程实施，这些活动课程分布在 4 个模块
中，每个模块中包含 5～15 个活动课程。[4]

模块 1：认知欺凌和网络欺凌的概念、角
色。该模块由“网络欺凌角落” “拼贴画”等5项
活动课程组成，主要引导学生多角度认识欺凌
和网络欺凌，辨别不同类型的欺凌，熟悉欺凌行
为中涉及的主要角色，关注正在发生的欺凌事
件，掌握初步的反欺凌知识。

模块2：分析欺凌行为的后果。由 “来自网
络的秘密” “色情短信” 和 “虚假承诺” 等5项
活动课程组成，主要引导学生分析欺凌行为对
受害者、旁观者、欺凌者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培
养学生对欺凌行为的批判性思维、强化学生对
欺凌行为的权利与责任意识。

模块3：应对欺凌行为的策略。由 “致信受

害人”“回应欺凌者”“打破沉默法则”和“签订
合同” 等15项活动课程组成，主要引导学生分
别从受害者、旁观者、欺凌者的角度出发，运用
所掌握的知识，为他们提供建设性的行动指南，
以应对欺凌行为。

模块4 ：合作教育2.0游戏模拟实践。由 “计
算机技术与安全” “应对欺凌和网络欺凌的策
略” 等5项活动课程组成，主要引导学生认知与
互联网、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欺凌行为，能够分
别从受害者、旁观者、欺凌者的角度获得更全面
的逼真的情感体验，同时引导学生学习网络空
间的使用规则，提高学生自觉遵守网络道德行
为准则的意识。

（三）实施：体验式社会情感能力培育

西班牙 “反网络欺凌项目2.0” 主要运用群
体动力学的策略来推动整个活动课程的实施，
包括游戏、小型讨论组、头脑风暴等，[5] 通过模
块化的活动课程培养学生社会情感能力。模块
1 到模块 3 活动课程的具体实施情况如下 ：整
个学年的 “反网络欺凌项目2.0” 的实施课时为
19节，一周1节，每节60分钟，授课内容为3个
模块的活动课程 ；目的为提高学生关于欺凌行
为的认识，分析欺凌行为导致的负面后果，引导
学生分别从受害者、旁观者、欺凌者的角度出
发，寻求合理、有效的应对欺凌行为的策略。[6]

“反网络欺凌项目2.0” 独特的优势还表现
在专业的教师团队，活动课程的实施由专业的
教师指导。首先，教师引导所有学生观看活动视
频，简要解说活动目标和小组活动规则 ；之后，

表 1.西班牙“反网络欺凌项目2.0”的目标

总目标 具体目标

目标1：认知欺凌和网络欺凌的概
念、角色

（1）认知欺凌和网络欺凌的概念；（2）熟悉受害者、旁观者、欺凌者这三个
角色；（3）关注学校内或学校外发生的欺凌行为。

目标2：分析欺凌和网络欺凌行为的
后果 

（1）培养对欺凌行为的批判性思维；（2）分析欺凌行为对受害者、欺凌者和
旁观者的影响；（3）培养对旁观者的同情心理，明确欺凌者的责任。

目标3：采取有效应对策略
（1）增加彼此间的沟通，以解决冲突；（2）为受害者、旁观者、欺凌者制订
建设性的应对指南；（3）提供相应的网络保护措施。 

目标4：促进社会情感能力发展

（1）增加同情心，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2）改善小组内部的沟通方式，鼓
励积极倾听和表达；（3）发展人际交往技能；（4）加强解决冲突的能力，控
制冲动和愤怒；（5）培养合作分担的责任感；（6）加强小组成员之间的合作
能力；（7）通过戏剧化的角色扮演，加强情绪的表达。

资料来源 :Garaigordobil M, Martínez-Valderrey V. Cyberprogram 2.0. Un programa de intervención para 
prevenir y reducir el cyberbullying[M]. Madrid: Pirámide,2014: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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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引导各组开展小组任务 ；最后，引导所有
学生进行讨论，以角色扮演等方式分享团队的
成果。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教师通过游戏等引导
学生，提高学生的批判意识 ；通过实施提问式
教育与学生共同成长。活动课程涉及各种相关
主题的辩论，如攻击行为对他人的负面影响、亲
社会行为对他人的正面影响等。这些活动课程
不仅可以减少学生欺凌行为、受害人数，还可以
增加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和同情心理，以培育学
生的社会情感能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合作教育游戏2.0。合作
教育游戏2.0是 “反网络欺凌项目 2.0” 中的模
块 4，是专门为配合活动课程而设计的网络游
戏。这款游戏开始于赞蒂亚市 （Zanthia） 的一场
地震，地震开启了一个漩涡，所有玩家将进入网
络空间，只有进行团队合作并正确回答问题后，
所有人员才能重回现实世界。游戏设计了 5 个
玩家角色 ：骷髅石匠 （欺凌者）、孤独画家 （受
害者）、司法工程师 （捍卫的旁观者）、爱笑的
木匠 （附和旁观者）、冷漠的水管工 （冷漠旁观
者）[7]，通过学生的模拟扮演，获得直观有趣的
体验，不仅可以引导学生认知欺凌行为的不同
表现形式，熟悉网络空间的使用规则，分析欺凌
行为的后果，而且还可以促使学生从受害者、观
察者、欺凌者的角度进行真实情感体验，增加亲
社会行为和同理心。

二、西班牙“反网络欺凌项目2.0”行
动策略分析

“反网络欺凌项目2.0” 是在学校环境中实
施的，旨在鼓励学生在认知欺凌和网络欺凌的
基础上，分别从受害者、旁观者、欺凌者的角度
出发，采取相应的反欺凌应对策略，并通过游戏
强化学生的反欺凌意识和能力，进而培育学生
的社会情感能力。

（一）模块课程育人

“反网络欺凌项目2.0” 包括团队合作的模
块化课程和创意互动的合作性网络游戏。团队
合作的模块化课程包含群体凝聚力、互相帮助、
彼此信任、合作交流的亲社会行为活动。以模块
1 为基础，引导学生认知欺凌和网络欺凌的概

念和角色。以模块2为方向，分析欺凌行为的后
果，分别分析对受害者、欺凌者、旁观者的负面
影响。例如，“来自网络的秘密” 活动课程的具
体目标有 ：辨别网络欺凌现象的行为，提高对
网络欺凌行为的后果分析 ；反思网络空间信息
共享的风险 ；培养正确使用通信技术设备的能
力 ；强化对受害者的同情 ；加强沟通、倾听、团
队合作和情感表达的能力。[8] 以模块3为结果，
引导学生寻求合理的应对策略。例如，“打破沉
默法则” 活动课程的具体目标是 ：鼓励学生参
与讨论 ；加强对受害者的同情 ；确定应对欺凌
行为的策略 ；分析欺凌行为的后果 ；通过角色
扮演的方式来提升学生情感表达的能力。[9]

创意互动的合作性游戏是对模块 1 到模块
3 的强化。游戏深化了学生掌握的反欺凌知识
与网络空间的使用规则，促进了学生之间的沟
通交流，提高了学生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重
视参与者的感情活动，特别关注受害者的情感
体验。这些模块化课程既能引导学生认知欺凌
和网络欺凌的概念、角色，分析欺凌行为对受害
者、欺凌者、旁观者的负面后果，采取合理有效
的应对策略 ；又能强化作为旁观者的责任，鼓
励学生相互帮助、彼此信任、沟通合作等积极的
社会行为，促进学生情感表达能力、情绪管理能
力和移情能力的发展。

（二）专业队伍支持

“反网络欺凌项目2.0” 注重建设高素质专
业化的网络欺凌防治队伍，有序、系统地推动反
网络欺凌的实践。“反网络欺凌项目2.0” 的活
动基于群体动力学理论开发设计，教师以群体
动力学的策略组织活动课程的实施。教师在活
动课程中主要使用的策略有游戏、小组讨论、头
脑风暴、辩论、案例研究、角色扮演、提出问题，引
发讨论等。[10] 这些策略的使用不仅可以动员学生
积极参与活动课程，还可以激发学生推理反思、
批判性分析的能力，强化学生沟通倾听、共情等
能力，引导学生克服偏见和思维定式。例如，教师
在开展 “打破沉默法则” 活动课程时，首先播放
一个视频“网络青少年的故事”，视频中乔（Joe）
谴责了自己经历的欺凌行为。随后，每五名学生
组成一组，以续写故事的形式写出结尾，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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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方法。每个小组记录他们的成果，在
列出应对方法之后，每个小组选择最合适的解决
方法，然后学生进行角色扮演。表演结束后，每个
小组分享成果，开展辩论以寻找合理的应对策
略。在辩论时，教师提出问题以激发学生反思，例
如 “应对网络欺凌的最有效策略是什么” “旁观
者该怎么办” “旁观者保持沉默的原因可能是什
么” “作为受害者，当别人不帮你时会怎样想”等
问题。[11]项目组还开发了 “反网络欺凌项目2.0”
的工作手册和CD，其中包括活动卡片和实施方
法、开展活动所需要的视频等资料。

（三）游戏活动强化

“反网络欺凌项目2.0” 将网络游戏资源与
防治网络欺凌行为紧密联系，通过游戏引导学
生强化对欺凌和网络欺凌行为的认知，学习网
络空间的使用规则，可以提高学生对欺凌行为
的关注度，为欺凌行为的治理提供进一步的支
持。合作教育游戏2.0是 “反网络欺凌项目2.0”
的总结活动课程，通常在课堂上进行，引导学生
能够回顾模块化活动课程中掌握的内容，以加
强 “反网络欺凌项目2.0” 的干预影响。[12] 作为
一款智力问答游戏，它具有以下结构特征。一是
合作性。学生需要相互合作才能完成任务，可以
加强彼此间的沟通交流，增强团队凝聚力，提高
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 ；在游戏中，不使用武器，
没有打斗、淘汰，学生通过相互合作实现共同的
目标——“和平与共存”。二是建设性。这款网络
游戏设计的玩家角色分别代表欺凌行为中涉及
的角色，与现实世界的角色创造性地结合，引导
学生加深活动课程的知识，强化学生的反欺凌
意识和能力。三是非性别歧视。这款游戏男女角
色数量相同，在游戏中公平分配 ；玩家角色的
设计无明显性别差异。

（四）政策环境保障

“反网络欺凌项目2.0” 的实施是在政策法
案支持下进行的，体现了全社会的共同愿望 ：
“校园和睦共处”。西班牙2006年的 《教育组织
法》 （Ley Orgánicade Educación） 规定，“在和睦
共处的民主原则之下，在教育中加入有关宽容
和自由内容的学习，并在学习如何预防冲突的
同时学习如何和平地解决冲突”[13]。同年，西班牙

教育与科学部通过了 《促进并改善校园和睦共
处项目》 （Plan para la Promoción y Mejora de la 
Convivencia Escolar）。2007年2月，教育与科学部
和内政部联合签署了 《和睦共处及改善校园安
全指导项目》 （Plan Director para la Convivencia 
y Mejora de la Seguridad Escolar） 并制定了行动
方针 ：在学校开展相关讲座及活动，由警方、专
家在学校内面向学生开展相关活动、举行会谈
及讲座；与教育界沟通、合作，促进校长、教学人
员和家长协会与警方、专家的交流与合作 ；加强
对学校周边环境的监控和警方在学校周边的巡
视 ；推动针对学生的其他举措，在青少年中展开
一些互补性的活动。[14]2016年发布的 《校园和睦
共处战略计划》 （Plan Estratégico de Convivencia 
Escolar） 则积极谋求教育界成员的和平共处及
各成员间的积极相互关系，并且能够在促进学生
整体发展的气氛中充分实现教育目标。该计划
明确指出 ：“暴力、欺凌和校园冲突不再仅仅发
生于传统领域，更要关注网络欺凌。限制未成年
人使用电子设备对于预防网络欺凌并不是很有
效，相反，预防网络欺凌的最有效办法是让未成
年人在接触网络信息时保持敏感性，遵循相关标
准，同时培养他们用批判视角来看待网络上的内
容。”[15]这些法规和政策为“反网络欺凌项目2.0”
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三、西班牙“反网络欺凌项目2.0”的
成效

2016 年，西班牙巴斯克大学的教育心理学
教授迈特·加莱戈多比尔等人对 “反网络欺凌
项目2.0” 的成效进行了评估研究。评估采用随
机对照前后测的方法，并在前测和后测中使用
了8种评估工具，为 “反网络欺凌项目2.0” 提供
了有效性证据，在巴斯克地区大学伦理委员会
的报告中获得了好评 （CEISH/112/2012）。[16]2019
年，关于全球网络欺凌干预项目有效性的元分
析对反网络欺凌项目进行了深度的评估，其中，
西班牙 “反网络欺凌项目2.0” 也被认为是有积
极成效的。[17]

研究结果表明，“反网络欺凌项目2.0” 在预
防和减少网络欺凌行为方面和提高学生社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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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能力方面效果显著。第一，与对照组参与者相
比，实验组参与者识别欺凌行为，分析欺凌行为
的负面后果，合理应对策略能力和同情能力明显
提高。[18] 第二，实验组参与者攻击性行为明显减
少，亲社会行为显著增加。[19]第三，实验组参与者
团队合作、沟通倾听、互相帮助能力明显提高，自
尊心较强，以积极的方式解决人际冲突的能力显
著提高。[20] 研究数据反映，项目可以有效减少网
络欺凌行为和受害人数，网络欺凌行为减少约
9%～15%，网络欺凌受害率减少约14%～15%。[21]

“反网络欺凌项目2.0” 效果良好，一是因
为其干预实施采用实证方案研究，通过群体实
践活动课程引导学生认知欺凌和网络欺凌行
为，分别从受害者、旁观者、欺凌者的角度分析
欺凌行为的负面影响，鼓励学生采用合理有效
的应对策略。[22] 二是因为与其他效果良好的反
欺凌项目采取了同样有效的多项干预措施，有
效提高了学生的移情能力，增强了其亲社会行
为 ,[23] 增加援助行为，[24] 使用建设性解决冲突
的策略，[25] 同时，这些干预措施有助于提高自
尊 ,[26] 增加敏感性 ,[27] 增强对受害者的同情心 ,[28]

减少冲突 ,[29] 减少欺凌和网络欺凌行为 [30] 等。
综上所述，“反网络欺凌项目2.0” 评估研

究结果显示，在学生青少年时期实施防治欺凌
项目非常重要 ；通过项目的实施，青少年学生
的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人际交往技
能、负责任决策的能力都有所提高 ；从促进社
会情感的发展到改善共存再到防治欺凌和网络
欺凌，这是一个系统全面的防治策略。

西班牙 “反网络欺凌项目2.0” 在减少和预
防网络欺凌行为方面和提高学生社会情感能力
方面都取得显著的效果，为防治校园欺凌提供
了成功经验。第一，学校是发展学生社会情感能
力的重要场所，学校明确的社会情感学习指导
和融入社会情感能力的教学实践能有效改进学
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减少学生负面情绪与
不良行为，从而取得良好的干预、防治校园欺凌
的效果。第二，科学、合理、有趣的模块化反欺凌
课程体系可系统地发挥教育作用，基础型课程
提高学生的反欺凌意识，实践型课程强化学生
的反欺凌能力，特色型课程培养学生社会情感

能力，引导学生重视校园欺凌和网络欺凌，增强
防范意识，采取有效合理的应对策略。第三，教
师和教育工作者要接受专业培训，掌握欺凌相
关知识，提高处理欺凌事件的技能，能够洞察学
生的身心健康状态，分别从受害者、欺凌者和旁
观者的角度给予学生帮助，以专业的水准将欺
凌行为的伤害降到最低 ；教师要成为电子设备
和信息技术使用的行家里手，才能有效地与学
生沟通交流，也才能及时发现和干预网络欺凌，
收到较好的效果。第四，政府要提供良好的政策
法律环境，使学校的反欺凌教育得到社会各方
面的协作、支持，形成分工负责又协调一致的整
体性反欺凌工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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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Paths and Strategies of Preventing Cyberbullying in Spain
——Based on "Anti-Cyberbullying Program 2.0" 

Abstract： The Spanish "Anti-Cyberbullying Program 2.0" is an evidence-based experimental program 

to prevent youth cyberbullying. On the path of action, this program establishes a target system from cognition to 

behavior, constructs modular activity courses which help students recognize the concept and role of cyberbullying 

and analyze the consequences of bullying and explore coping strategies, and cultivates students' social and 

emotional ability in an experiential way especially through the simulation practice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 game 2.0. 

The anti-cyberbullying program has formed several anti-cyberbullying action strategies such as module curriculum 

education, professional team support, enhanced game activities, and polic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t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preventing and reducing cyberbullying and improving students' social and emotional ability 

and provides a unique experience in th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school bul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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