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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校园霸凌
家长、学校和社会该怎么做？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
人学校保护规定》对何为校园欺凌作了
进一步列举。如学生之间，在年龄、身
体或者人数等方面占优势的一方蓄意
或者恶意对另一方实施殴打、脚踢、掌
掴、抓咬、推撞、拉扯，以辱骂、讥讽、嘲
弄、挖苦、起侮辱性绰号等方式侵犯他
人人格尊严，抢夺、强拿硬要或者故意
毁坏他人财物，恶意排斥、孤立他人，通
过网络或者其他信息传播方式捏造事
实诽谤他人、散布谣言或者错误信息诋
毁他人、恶意传播他人隐私等，都可认
定为构成欺凌。

河南省知名教育工作室主持人、高
级教师侯瑞平指出：“这些人通常将施暴
地点选在宿舍、厕所等隐蔽的场所，还有
人负责放哨，他们会在老师到来之前提
前结束。有的看见老师来了，还会假惺
惺地对被欺凌的同学表示关心。被欺凌
对象往往是瘦弱胆小的同学，也不敢声
张，更不敢和老师说，怕被报复。”

而实施严重欺凌的学生，如果没有
得到有效教育和管控，也容易走上违法
犯罪的道路。郑州二七区检察院宋群检
察官介绍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
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1)》显示，
2017年至2021年，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校
园欺凌和暴力犯罪人数分别为4157人、
2785人、1667人、583人、581人。

面对孩子霸凌欺负他人
家长、学校和社会该怎么做？

“从不同年龄阶段来看，同学之间
的矛盾或冲突到底是不是恶性的，是不
是主观故意去欺辱别人？还是需要判
断一下。”侯瑞平指出，“不仅学校要进
行校园欺凌教育，从家庭教育的角度来
讲，家长是孩子的示范者，从根源上避
免的话，首先家庭里面不应该有暴力，
家长不要打骂孩子，遇到什么问题可以
跟孩子沟通、协商解决，不能以暴力的
方式解决问题。”

“校园霸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心理
事件，而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各方的
介入，比如学校的管理，老师对孩子的
关注与察觉，老师会不会在第一时间发
现霸凌的情况。”欧阳说，“预防校园霸
凌是一个系统工程，对于家长来说，首
先培养一个自信的、学会自我保护的孩
子。日常的家庭教育中，要注意价值观
引导，让孩子明白父母可以给其很好的
照顾，让孩子在一个有安全感的家庭中
长大。”

“从社会上来讲，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预防校园霸凌，比如立法的角度，要有一
定的社会制度，给大家提供一个规则，知
道怎么样应对这些问题。”张文华强调
说，“对于学校来说，首先要给孩子创造
一个安全的环境，这是学校的责任。”

侯瑞平说：“学校可实行老师全天
候值班制度，从制度上压缩校园欺凌
的空间。虽然教育很重要，但有些学
生出现问题的成因比较复杂，其背后
的家庭因素也要考虑到。此外，对于
一些学校难处理的严重情形，也需要
法律明确。”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樊无敌

校园欺凌为何屡禁不止校园欺凌为何屡禁不止？？
家长家长、、学校和社会该咋做学校和社会该咋做？？

近日，河北邯郸市肥乡区
“13岁初中生遭3名同学杀害”
的消息，引发公众对未成年人
犯罪和校园欺凌的关注。

什么是校园欺凌？什么是
校园暴力？会造成哪些伤害？
作为家长和老师可从哪些方面
引导帮助被欺凌的孩子？

3 月 25 日是第 29 个“全国
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近日，
郑州八中开展“预防校园欺凌，
保护少年的‘你’”安全教育主
题班会活动。管城区南关小学
也开展了以“拒绝欺凌，以善同
行”为内容的主题班课……

对于校园欺凌，社会并不
缺少关注度，相关政策也一直
在路上，却屡治不绝，治理难点
何在？如何才能有效制止类似
行为再次发生？

隐秘角落的“恶”
为何屡治不绝？

一天傍晚，放学回家的路
上，初二学生王琳打了一个大
大的喷嚏，走在前面的几个女
生斜着眼睛齐刷刷地扭过头
来……和所有校园欺凌事件一
样，就因为这样一件微不足道
的事情，王琳陷入了噩梦般的
境地。

她的作业本被涂抹得乱七
八糟，文具经常不见，被迫唱粗
俗的歌、跳奇怪的舞，还时不时
被揍、被羞辱、被孤立……她向
同学求助，可大家担心惹火烧
身，老师也没有察觉出她的异
常。慢慢地，王琳变得越来越
孤僻，最后患上了抑郁症。

第二学期，王琳转学了，可
关于她的传闻依然不少：“和几
个男生从厕所里走了出来”

“和××去游戏厅玩了一个通
宵”……想起彼时遭遇，如今已
成年的她仍然会打寒噤。“心灵
的伤害可能用一生的时间都无
法愈合。”王琳对记者如是说。

和王琳有着相似遭遇的人
并不鲜见。每隔一段时间，就
会有各种各样的校园欺凌事件
见诸报端，成为社会关注的焦
点。关于校园欺凌，多位受访
专家称，其不同于发生在学校
里的短暂暴力行为，而是一种

“长期的、持续的、隐秘的、难以
直接察觉的”精神伤害。

正因为如此，面对欺凌，一
方面那些被逼入绝境的孩子往
往无法与同学、老师、父母等正
常交流；另一方面，一些被欺负
的孩子成了新的施暴者。

校园欺凌，一直在某个成
年人看不见的角落隐秘地发
生。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
发展，传统校园欺凌以更激
烈的图片或视频形式暴露在
人们面前，新兴的网络欺凌
充斥社交平台或网络贴吧，这
些发生在隐秘角落里的“恶”
令人愤慨。

校园欺凌行为的认定应有明晰标准

早在 2016年 4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就曾印发
《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对各地各校(含中职学校、
民办学校)进行为期9个月的学生欺凌专项治理。

近年来，对校园欺凌的整治也在不断加码。
2017年 12月，教育部联合公安部等 11部门印发《加强中小

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明确了学生欺凌的判定标准、预防、惩
戒措施等，建立了培训、考评、问责处理等长效机制。

2018年4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
中小学生欺凌防治落实年行动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明确学生
欺凌防治工作机构、办公电话和实施方案，细化实施学生欺凌防
治各项措施。

2020年10月，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通过，其中明确规定学校
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

一直以来，相关部门及社会舆论对校园欺凌现象保持高度
关注，可为何校园欺凌仍然屡屡发生？其治理难点何在？受访
的业内人士和专家分析，认定难、发现难、举证难是主要原因。

根据 2018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欺凌是校
园内最常见的暴力形式之一，全世界13岁至15岁的学生中有三
分之一以上遭到欺凌，其中近30%的学生不会反抗。

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近年来，关于校园欺凌的新闻层出
不穷，涉事学生的年纪也越来越小。如贵州省遵义市某小学发
生一起欺凌事件，网络视频显示，施暴的两名女生将受害女孩堵
在楼梯口和角落处不断扇受害者耳光，还击打她的头部，嘴里不
断骂着脏话。

“低龄化、隐蔽性是近年来校园欺凌呈现的新特征。”郑州仁
和心理咨询中心首席心理咨询师欧阳分析说，“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因抢钱而打人骂人的现象逐渐减少，关系欺凌、语言欺凌、网
络欺凌日益增加，比如几个同学联合起来孤立某一个同学，或者
对其辱骂、讥讽，而网络欺凌因网络传播带来的破坏力更大。”

校园欺凌带来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欧阳指出：“那些童
年时期曾被欺凌过的孩子，长大后会遇到更大的心理困扰，存在
抑郁、焦虑、认知障碍甚至自杀风险。”

“欺凌对受害者所造成的压力‘写入’潜意识中，启动心理或
生理应激，引发对情绪和环境的敏感性，甚至导致迁延不愈的心
身疾病。这些早年出现在生活中的痛苦征兆若是没有被治疗，
长大后也可能会成为心理问题的重要来源。”河南海智蓝青少年
咨询中心负责人苏杭强调，“一个人一开始遭受到欺凌，若未得
到有效遏制，可能会带来更多来自同伴或成人的伤害，严重的欺
凌行为很可能会制造一个持续一生的受害循环，对于他人和自
我认知的‘变形定位’也可能影响到生活的更多领域。”

“‘校园欺凌’或者‘校园暴力’不是法律用语。”河南善德律
师事务所律师张文华介绍指出，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印发的《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表述为“发生在学
生之间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
侮辱造成伤害的校园欺凌事件，损害了学生身心健康”的行为，
为我们认定校园欺凌和暴力行为提供了重要参考。

张文华指出：“目前我国缺乏针对校园欺凌的专门立法，校园
欺凌的法律概念模糊，界定不清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