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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少年非自杀性自我伤害行为(简称自伤行为)是社会公共健康问题，会严重危害青少年的

身心健康，应结合家庭、学校、社会因素对自伤行为的影响，构建和实施家校社协同教育策略，

提高青少年自伤行为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首先，以家庭为自伤行为教育主导，协同家校社共

育：提升家庭教育素养，营造和谐家庭氛围，优化亲子互动，良好管理子女，培养和提高子女情

绪调控及自我控制能力。其次，以学校为自伤行为教育主阵地，推动家校社共育：面向学生，提

高教育力度，加强教育实施；面向家庭，推动家校共育，引领教育实施；面向社会，开发潜在力

量，助力教育实施。第三，以社会为自伤行为教育延伸平台，联动家校社共育：相关管理部门制

定政策文件推进教育实施，加强网络传媒监管阻断负面信息影响，激发医院、社区、服务机构协

同参与自伤行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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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olescents'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behavior is a social and public health problem that can 

seriously harm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adolescent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school, and social factors on NSSI, and to construct and implement family-school-social cooperative education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NSSI education for adolescents. Firstly, the family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NSSI education and should collaborate with schools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Families should 

striv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amily education, create a harmonious family atmosphere, optimize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effectively manage children, and cultivate and enhance children's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self-control abilities. Secondly, the school is the primary front for NSSI education and should promote family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Schools should enhance educational intensity, strengthen education implementation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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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promote home-school co-parenting, and lea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for families. They should 

also develop potential resources to ai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for society. Thirdly, society serves as an 

extended platform for NSSI education, linking home and school education. Relevant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should formulate policy documents to promote education implementation, strengthen supervision of network 

media to mitigate the impact of negative information, and encourage the participation of hospitals, communities, 

and service organizations in NSSI education. 

Keywords: Adolesc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Behaviors; Home-School-Social Cooperative; Education 

Strategy 

 

 

 

1 家校社协同开展青少年自伤行为教

育刻不容缓 

非自杀性自我伤害行为（简称自伤行为）是指

个体在没有明确自伤意图的情况下，故意直接地改

变或损伤自己的身体组织，且不被社会文化所认可

的行为[1]，如掐伤、抓伤、用利器磕伤或划伤、烫

伤、咬伤、撞击硬物、服药过量及吞食异物等，具

有形式多样且多为轻度、反复性、故意性、隐蔽性

和高复发性的特点，在发生早期不易识别[2]。青少

年自伤行为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实施自我伤害行为

导致的流血来减轻自身的负性情绪、缓解内心痛

苦、应对压力等[3]。青少年时期是自伤行为的高发

期，我国青少年自伤行为发生率为 5.4%–23.2%[4]，

会给其身心健康造成诸多负性影响：首先，自伤行

为会直接危害青少年的生理健康，轻则造成肢体伤

害，严重的可能导致残疾、甚至死亡；其次，自伤

行为会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增加其抑郁、

焦虑等负性情绪，导致边缘性人格障碍、情绪障碍

或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等[5]；第三，青少年的自伤行

为能够预测其自杀行为，有自伤行为的青少年自杀

风险更高、更可能出现自杀行为[6]。可见，青少年

自伤行为是全社会都应该重视的公共健康问题，加

强青少年自伤行为教育刻不容缓。 

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指出，生态

系统的核心是个体，个体心理发展与社会生态环境

是相互适应的过程，会受到生态环境中不同圈层系

统的影响，这些圈层系统既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

中对发展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也包括家庭、学校

和社会不同层面因素的协同互动[7]。基于生态系统

理论的指导，要有效开展青少年自伤行为教育，就

要充分结合家庭、学校、社会中对自伤行为发生的

影响因素来制定有针对性的教育策略，同时，要促

进家庭、学校、社会三个系统中的多方教育力量协

同着力自伤行为教育，才能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减少自伤行为发生，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

展。 

2 家校社对青少年自伤行为影响不容

忽视 

国内外众多研究者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影响

因素开展了大量研究，发现导致青少年出现自伤行

为的内部因素主要有遗传因素、神经功能异常、负

性情绪、成瘾行为、消极应对方式等是导致自伤行

为的内部原因[8–10]，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家庭、学校

和社会因素[11]。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家庭教育不良、

校园欺凌、社会支持不足等多方面原因会导致青少

年产生负性情绪、养成消极应对方式，进而诱发其

采用自伤行为来应对自身所处的负性状态。可见，

要有效开展青少年自伤行为教育，就应该重视并厘

清家庭、学校、社会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影响机制，

促进家校社协同共育，才能提高自伤行为教育的效

果。 

2.1 家庭因素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影响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是影响中学生身

心健康发展的最直接生态环境，家庭氛围、父母教

养和管理方式等都会影响青少年的自伤行为。首

先，家庭氛围不和睦会增加青少年出现自伤行为的

风险，父母间发生冲突会使子女感受到不安全的家

庭环境、影响子女对父母的依恋关系，使子女产生

焦虑、恐惧、抑郁等负性情绪，这可能使子女采用

自伤行为来应对负性情绪[12,13]。其次，父母教养管

理方式会影响子女自伤行为[14,15]，如，父母对子女

关怀不足、不良亲子沟通、童年期虐待会使青少年

与父母关系紧张，使青少年倾向于选择逃避的方式

应对问题，采用吸烟、饮酒、自伤等危险行为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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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压力及负性情绪。 

2.2 学校因素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影响 

学校是除家庭之外，青少年学习和生活的最重

要场地；在学校中，校园欺凌、学业相关压力、不

良同伴等会对青少年发生自伤行为产生影响。首

先，遭受校园欺凌是导致青少年自伤行为的主要因

素之一[16]，遭受欺凌的青少年出现自伤行为的几率

是未遭受者的 2.1 倍[17]，他们可能会采取伤害自己

来应对欺凌带来的身心伤害。其次，学业相关压力

的应对不良会增加自伤行为发生几率[18]，青少年在

遇到师生关系不良、学业成绩不理想导致负性情绪

增加等情况时，可能会采用自伤行为来缓冲压力带

来的负性影响。第三，不良同伴也会增加青少年出

现自伤行为的风险[19]，如果同伴中有人有自伤行

为，青少年则可能会模仿同伴自伤，或将发生自伤

行为作为改善与同伴关系的手段而出现自伤行为。 

2.3 社会因素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影响 

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受到社会化的影响，遭受

社会排斥及暴力网络信息可能会导致其出现自伤

行为。首先，遭受社会排斥会造成归属与关爱感的

缺失[20]，这会使青少年排斥参与集体活动，感受到

被团体孤立和排斥，导致无望、无价值感、孤独等

负性情绪，进而可能诱发自伤行为。其次，网络暴

力信息泛滥[21]，校园霸凌、自我伤害等暴力新闻及

视频充斥，这些会误导青少年、给予其错误的行为

示范，使青少年可能因为寻求刺激、冒险及宣泄负

性情绪等原因模仿网络暴力行为，增加其自伤行为

发生率。 

3 家校社多维协同开展青少年自伤行

为教育势在必行 

综上所述，家庭、学校、社会多维协同开展青

少年自伤行为教育势在必行，三方多维力量从不同

方面，结合青少年自伤行为的成因制定有针对性的

教育和干预措施，才能真正提高自伤行为教育有效

性，有效降低自伤行为发生率，促进青少年身心健

康发展，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

人。 

3.1 以家庭为自伤行为教育主导，协同家校

社共育 

家庭应重视并实施自伤行为教育，积极配合学

校教育、协同社会干预，从以下方面加强自伤行为

教育。1.重视家庭教育，提升教育素养。家长应充

分认识到放任型、忽视型教养对子女自伤行为的不

良影响，采用民主型教养方式抚养孩子，培养孩子

自尊、自信及良好的沟通能力。2.营造和谐家庭氛

围，家庭成员减少冲突，应统一教育理念和抚养方

式，保持家庭教育一致性，使孩子给子女塑造理性、

非冲动解决问题的榜样。3.优化亲子互动模式，良

好管理子女，关爱、了解子女，与子女良性互动，

使子女有更多积极认知和情感体验，避免使用自我

伤害的负性应对方式解决问题。4.加强子女自我控

制能力培养，减少孩子因冲动而进行自我伤害[22]。 

3.2 以学校为自伤行为教育主阵地，推动家

校社共育 

学校是开展自伤行为教育的主阵地，在面向师

生开展自伤行为教育的同时，学校还应协同家庭教

育，家校共育才能从源头降低中学生自伤行为；同

时，有效联动社会资源，才能提高和巩固自伤教育

效果。 

3.2.1 面向学生，提高教育力度，加强教育实施 

（1）心理健康教育融入自伤专题辅导，引导

认识自伤行为的成因、伤害及应对策略。（2）五育

融合，培养教师心理育人能力，多学科加强学生自

控力和情绪调节能力培养，让学生掌握压力应对策

略，养成积极问题应对习惯，从源头减低自伤行为

发生率。（3）加强校园欺凌治理，营造和谐安全的

校园环境，减少受欺凌导致自伤行为发生的几率。 

3.2.2 面向家庭，推动家校共育，引领教育实施 

（1）通过家长学校、公众号、讲座等途径向

家长科普自伤行为知识，使家长认识家庭因素对自

伤行为的影响，引起其对家庭氛围、教育方式的重

视度，审视并调整自身教育方式，营造和谐家庭氛

围，促进学生健康发展。（2）开设家庭育人经验交

流沙龙，推动优秀家庭教育家长的引领和示范作

用。 

3.2.3 面向社会，开发社会力量，助力教育实施 

（1）挖掘学生家长力量，如医生、法律工作

者、心理健康工作者等，将其引入学校自伤行为教

育力量中，增强教育师资。（2）寻求医院、教育管

理部门等的工作支持，获取专业治疗力量、政策和

经费的支持。（3）联合社区、志愿服务机构、公益

组织等加强自伤行为教育宣传和实施力度，加强青

少年和社会大众对自伤行为教育的重视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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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以社会为自伤行为教育延伸平台，联动

家校社共育 

社会教育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有效延伸，

社会各界应重视自伤行为教育，多角度落实自伤行

为教育的引领和实施。1.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可以通

过制定政策文件、督促教育实施、测评教育效果等

方式推进、督促自伤行为教育的实施。2.文化宣传

管理部门应加强大众传媒、网络信息的监控，阻断

暴力、色情等负性信息在青少年中的传播，推动多

种媒体、网络普及情绪调控、自伤危害及应对策略

等信息的推送，使网络媒体在自伤行为教育中起积

极引导作用。3.社会机构加强自伤行为教育的宣传

和引导，家庭教育协会、心理健康志愿服务团队、

社区等机构的加入能够扩大教育、充实教育力量。

4.医院、心理服务机构等专业力量参与自伤行为教

育，拓宽对自伤学生进行专业治疗和疏导的途径。 

4 结论 

青少年自伤行为受到家庭、学校、社会因素的

影响，需要家校社协同开展教育，才能提高教育效

果，帮助青少年远离自伤行为。家庭、学校、社会

在青少年自伤行为教育中要落实职责、多措并举、

协同联动：首先，以家庭为教育主导，发挥教育基

础作用，协同共育；其次，以学校为教育主阵地，

落实教育主阵地责任，推动共育；第三，以社会为

教育延伸平台，夯实教育保障作用，联动共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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