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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大环境是校园欺
凌滋生的土壤。遇事不协
商、不遵守规则、通过暴力方
式解决，这种态度具有一定
的社会基础，会传播到孩子

身上。很大限度上，校园欺
凌根子在家庭。校园欺凌问
题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共同
关注。专项治理无疑是必要
的，且是一大进步。但这还

不够，只有多方同时发力，才
能挖到校园欺凌的根子，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储朝晖

日前，一则发生在陕西洛
南的校园暴力视频在网上引起
广泛关注。视频中，一名瘦小
的女生被逼靠在厕所墙角，外
套被扒下来并被几个女孩轮流
扇耳光、踢踹。而施暴原因是
被打女生与打人女生之一“撞
衫”。警方通报称，打人的5名
女孩中2人在校、3人辍学，5人
均为未成年。

而就在不久前，山东日照
一中学，也发生过一男生因被
同学起外号等产生不满，对同

学暴力相向，连续踢踹并打
脸。有围观者嬉笑着说“再来
一遍”，还有围观学生要被打同
学舔干净鞋上秽物。

事实上，类似的校园欺凌
事件近期在多地发生。据不完
全统计，今年上半年以来，被媒
体曝光的校园暴力事件多达20
余起。4月在京发布的《中国教
育发展报告（2016）》指出，近年
来校园欺凌发生的地域范围广
泛，覆盖了绝大多数省份，频次
密集，数量很大。

李克强总理近日批示：校园暴力冲击社会道德底线

警校联动 重点防控
各地出招治理校园欺凌
有效“治暴”还需面对三大痛点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向校园暴力“亮剑”。从中央
部署到地方落实，目前执行情况如何？校园如何更安全、阳光？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另据中国政府网报道，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近期校园暴力频发作出重要批示。
批示指出：校园应是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校园暴力频发，不仅伤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也冲击社会道德底线。教育部要会同相关方面多措并举，特别是要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
学生的法制教育，坚决遏制漠视人的尊严与生命的行为。

此次专项治理覆盖全国中
小学校，包括中等职业学校，分
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
4 月~7 月，主要是各校开展治
理。记者在多地调查了解到，
各地都进行了多项探索。

拓展信息渠道，全面了解
情况。除了公布学生救助或
校园欺凌现象治理的电话号
码外，浙江省通过开展家访、
校园矛盾排查等活动，了解学
生的实际情况。江西省要求

学校通过设立校园欺凌举报
信箱、匿名问卷调查、学生访
谈、同伴举报、调看监控录像、
教师与家长报告等方式，了解
掌握校园欺凌情况。

加强全天候防控管理。
山东省荣成市加强校园重点
部位、隐蔽部位和重点时段的
防控管理，并对校园进行全天
候监控。福建省厦门市通过
健全警校联动机制，上下学高
峰期在校门附近巡逻、不定期

检查学生常逗留的场所或据
点，并要求落实请销假制度，
随时掌握学生去向，如点名缺
席，立刻和家长联络。

落实相关责任制。据山
东高青县第三中学副校长张
宝岭介绍，学校按照“全员育
人”和“一岗双责”原则，细化
明确每位教职工在预防和处
理校园欺凌中的责任，把首问
负责和连带追究纳入校园欺
凌预防和处置管理。

虽然校园欺凌治理正在
全国铺开，但记者发现，一些
地方校园暴力事件仍时有发
生。6 月 9 日，云南普洱宁洱
县爆出小学女生被同学打耳
光事件，再次引发舆论关注。

据记者调查，要根除校园
欺凌，尚需直击三大痛点：

沉默之痛：总是“闹大了”
才说。多年从事未成年人检察

工作的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检
察院未检科科长杜学玉告诉记
者，在她经手的校园暴力案件
中，不少是已造成严重后果才
被发现的，“其实可能存在大量
的校园欺凌案件没有进入诉讼
程序，甚至不为人所知。”

有教师称，遇到校园暴力
事件后，学校、家庭、学生等往
往集体沉默：不少学校选择低

调处理，尽可能大事化小、小
事化了；家长往往法律意识薄
弱，选择“私了”；受害者学生
是弱势个体，怕打击报复，多
选择忍气吞声。

安徽省合肥市一名高中
生告诉记者，在学校即便是受
了委屈，躲着哭一场就算了，

“告诉父母老师的话，他们（施
暴者）可能会变本加厉再打”。

“循环”之痛：受害者变
施暴者，走入“恶性循环”。
北 京 高 院 的 统 计 显 示 ，近
10%的校园暴力被告人曾是
校园暴力的受害者。中国预
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
长、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
授徐光兴说，一些被欺凌学
生会寻找比自己弱的目标，
将情绪转移到弱者身上，成

为新一轮的欺凌者。
在北京市高院发布的十

大典型案例中，便有一起被害
人转化为加害人的案件。田
某在原籍上学期间经常被同
学欺辱，去年10月16日，田某
将手电筒借给王某，结果被王
某遗落。在找手电筒的过程
中，王、田二人言语不和，王某
便找来陈某、马某殴打田某。

这一次的殴打，让田某长期压
抑的情绪全面爆发，持刀将 3
名同学刺伤。田某因犯故意
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6个月。

有基层教师表示，面对曾
受欺凌的学生，大多只是以言
语安慰为主，心理疏导不及
时、不专业，很容易留下欺凌
转移隐患。

“炫暴”之痛：施暴视频警
示不足反成“样板”。辱骂殴
打、拍摄裸照、捆绑烫伤、群
体械斗……近年来，这些广
泛转发传播的视频正成为一
种新的隐患和伤害。去年
底，江西东乡一中学发生校

园暴力事件，施暴视频在网
上热传。视频中一名女生被
多名女子扇耳光、拽头发，围
观学生甚至起哄叫好，其中
还有一名学生尖叫：“我手在
颤抖，太刺激了！”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

梳理近5年审结的近200起校
园暴力犯罪案件时发现，有近
70%的校园暴力犯罪被告人
自述受到暴力影视、游戏影
响。专家认为，孩子会不自觉
模仿使用暴力，从中获得“存
在感”和“成就感”。

在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
2015年统计的40起校园暴力事
件中，最终施害人承担刑事责任
的案件占比仅27.5%，有超过七
成暴力案件不负刑事责任。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造成人身伤害
的暴力事件高达九成。

杜学玉介绍，由于年龄问
题，大量校园欺凌案件虽涉及
侮辱、殴打等恶劣行为，但如果
够不上轻伤以上伤势，施暴者
面临的最多是治安处罚，一般
采取民事赔偿、批评教育等方
式解决。法律专业人士指出，
这可能会让未得到应有惩戒的
施暴学生更加有恃无恐。

部分受访专家及教师认
为，首先应以更完善的制度识
别校园欺凌行为。教育部门及
学校应明确校园欺凌的标准，
把网络辱骂等新型欺凌行为列
入其中，并且实行“零容忍”。

“学校的纪律一定要跟上，不能
放纵。”全国人大代表、律师秦

希燕说。
杜学玉认为，有必要加大

对校园暴力的惩戒力度，加强
法律的威慑力，加大对监护人
的问责力度。中国儿童研究中
心党委书记丛中笑建议，责任
追究机制应将监护人纳入其
中，孩子行为失当，监护人要在
一定程度上负责。

不少专家认为，治理校园
欺凌，还应着重建立学校、家
庭、社会等多位一体的心理健
康教育和道德法制教育体系。

“幼儿园、小学、中学阶段的培
养内容、方法都应有所侧重。”
丛中笑说。

秦希燕认为，社区矫正法
应尽快出台，建立未成年人特
殊教育体系，加大对青少年行
为矫正的执行力度。部分专家
还建议，应创造更好条件让志
愿者、义工等社会团体参与对
施暴学生和缺乏家庭关爱学生
的教育关怀当中。据新华社

4月~7月，重点在学校展开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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