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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欺凌经历会对身
心产生长期负面影响

校园欺凌问题日益成为教育界
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美国一
项新研究说，童年时代的欺凌经历
会对涉事者的身心健康造成持续的
负面影响。

美国匹兹堡大学心理学研究员
卡伦·马修斯的团队在美国心理学
会下属《心理学杂志》上报告说，根
据对 300 多名美国男子从小学一年
级到30多岁的追踪调查，他们发现
童年实施过欺凌行为者成年后更可
能具有攻击性，吸烟或吸毒的概率
也更大，生活中更可能面临压力重
重的状态，并易引发心血管类和其
他疾病；而那些童年时期曾被欺凌
的孩子成年后更可能面临经济困
难，感觉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对未
来更悲观。

此前有机构曾对500 名1987 年
和1988年入学的小学生做过一项名
为“匹兹堡青少年研究”的跟踪调
查。此次最新研究招募到了 300 多
名曾参加调查的人员，通过问卷获
得关于他们当前压力状态，健康史、
饮食和锻炼习惯及经济状况信息。
他们中有 260 人通过到实验室抽血
进行了心血管健康和炎症检查。研
究人员还从同学、家长和教师那里
获取了参与者 10 至 12 岁时的欺凌
行为记录。

结果表明，童年时代实施过欺
凌行为的孩子和被欺凌过的孩子成
年后都会经受更多压力。“这说明童
年时代欺凌行为的影响会持续到成
年。”马修斯说。

早先已有研究表明，高压力、愤
怒和敌对情绪等因素与心脏病、中
风和高血压之间存在关联。马修斯
的团队假定，童年欺凌经历对施受
双方都会带来与压力有关的负面健
康影响，调查结果证实了他们的推
论。研究人员认为，早发现欺凌倾
向并提早干预可能会对保护涉事者
健康起到积极作用。

此外，研究还显示童年欺凌经
历对来自不同种群、不同收入水平
家庭孩子的影响程度没有显著差
别。据新华社

全省法院上半年受理校园欺凌案83件
不让校园琐事再“擦枪走火”
省高院发布典型案例提醒孩子们记住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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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全省法院共
受理校园欺凌案83件

今年 5月 26日，省高院向社
会公开发布爱民实践服务事
项，郑重承诺强化未成年人司
法保护，开展校园欺凌和暴力
专项治理活动，定期发布典型
案例，加大专题法治宣传教育
力度，不断提升青少年守法维
权意识，积极预防和努力减少
青少年违法犯罪。

6月 20日，省高院出台《关于
全省法院少年法庭专项治理校园
欺凌和暴力实施意见》，对专项治
理活动提出指导意见，要求不断
完善和提高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的制度与机制、能力与水平。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1至6月，
全省法院共受理校园欺凌和暴力
刑事、民事案件 83件，目前已审结
63件。与此同时，全省法院持续
开展送法进校园、关爱留守儿童等
活动，1000多名法官积极参与，踊
跃奔走在法治宣传教育第一线，先
后举办各类活动 400余场，受教育
师生家长 37万余人，防治校园欺
凌和暴力的舆论氛围初步形成，青
少年的法治意识进一步增强。

许某和于某均系某初级中学在校
寄宿生。二人因琐事发生矛盾并相约
打架。当晚自习课后，二人在厕所相
遇，于某先动手殴打许某，后许某持棍
将于某下巴打伤。次日，于某被送至医
院治疗，先后住院3次共计37天。

法院审理认为，二人在寄宿学习
期间发生纠纷，许某用棍子将于某打

伤，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学校在
课后时段未尽到安全管理责任，对损
害结果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应当承
担相应赔偿责任；于某先动手打人，
有一定过错，应承担一定责任。依法
判决被告许某承担 70%的赔偿责任
30110元；学校承担 20%的赔偿责任
8603元。

曹某与孔某（女）、严某、金某均系
某职业中专在校学生，孔某与同校女生
孙某、申某曾发生过纠纷。

6人年龄均在 15~16岁。当天中
午，孔某以当面道歉为名, 约同校女生
孙某、申某到某花园见面，并联系严某、
金某、郭某、张某（女）等人一同前往。
曹某得知后，遂联系卢某、赵某、钱某等
人与孙某、申某同赴某花园。

双方见面后，孙某、申某被孔某联
系的女性人员张某等人殴打，曹某及卢
某、赵某被孔某联系的男性人员严某、
金某、郭某殴打，致曹某损伤，经鉴定未
构成轻伤，曹某因此遭受经济损失 1.2

万余元。除案发后郭某主动赔偿 2500
元外，还有9582.39元没有赔偿。

法院审理认为，孔某（女）、严某、金
某因琐事相互纠集，以不同方式参与群
殴，导致原告曹某受伤，三人应根据各
自的作用和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及赔偿责任。原告曹某在知晓打群架
的暗示后，积极参与其中，推波助澜，对
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应承担
一定责任。根据当事人各方在事件中
的作用和过错程度，判决三被告的法定
代理人各赔偿原告 2500元，并承担连
带责任；余款 2082.39元由原告曹某自
行负担。

案例
两寄宿生因琐事发生摩擦相约打架受伤

案例
相互纠集他人参与群殴致人受伤

校园是孩子们集中学习、生活的乐园，同学情谊应该是最
纯洁的人际关系，在青春飞扬的岁月里，大家共同学习共同成
长共同进步，是多么美好的事。

可是，很多在校生之间因日常琐事让“摩擦”升级，擦枪走火，
相互约架群殴致人受伤或死亡，留下了不可挽回的惨痛教训。据
统计，因“日常摩擦”引起的校园暴力事件占比为55%。

昨天下午，省高院召开的“防治校园欺凌和暴力，保护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新闻发布会上，省高院通报我省法院防治校园欺凌和暴力
五大典型案例。 郑报融媒记者 鲁燕 通讯员 赵栋梁 多甜甜

■教育意义
该案由在校学生日常琐事引发，前

因虽小，但由此引起的后果让人心绪难
平。首先，被害人于某身体两处骨折、多
发性软组织挫伤，3次住院共计37天，不
仅身体和精神备受伤痛折磨，而且被迫
中断学业一个多月，严重影响正常学习。

其次，不仅被告许某要面对同学们

的“议论”和学校的处理，而且其父母又
要赔偿于某治疗费用，许某的精神、学
习和生活都会受到一定影响。

此外，学校因没有尽到安全管理责
任，而承担赔偿责任，无疑给学校声誉
造成一定损害。从这个角度看，该案当
事各方都是受害者。

■教育意义
这是一起由校园暴力引起的民

事赔偿案件。当事双方均系在校学
生，因琐事发生纠纷后各自纠集同
校 学 生 及 社 会 闲 散 人 员 到 校 外 互
殴，导致曹某受伤，双方人员多达数
十人。同学之间的纠纷本可以在校
内解决，最终却演变为学生与社会
人员共同参与的群殴。双方均是花

季少年，本应在校认真学习一技之
能，为将来踏入社会创造条件，却因
琐事动辄聚众斗殴，逞凶斗狠，损害
他人身体健康。

在该起诉讼中，虽然当事双方只有
4人，且所有参与人员均未被追究刑事
责任，但它折射出来的青少年教育问题
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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