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校园欺凌现象在我国青少年群体中频频发生，尤其是女生间的欺凌现象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校园欺凌既
会对被欺凌者的身心造成伤害，也对欺凌者的健康成长不利。通过分析青少年校园欺凌的特点及成因，探讨
可行的对策措施，为有效遏制校园欺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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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事件不断增多，

过程触目惊心，性质十分恶劣，一些女生间的校园

欺凌，施暴者采取的手段残忍恶劣，侮辱性极强，多

次引起了人们对青少年校园欺凌现象的广泛关注。
其实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中小学欺凌现象

在我国就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青少年校园欺凌

现象频发，一次又一次刺痛了公众的神经。原本应

该充满欢声笑语的菁菁校园，为何会欺凌事件频

发，是什么让青少年变得如此暴戾？

一、校园欺凌的相关概念

欺凌是指一种反复发生的、以大欺小或以多欺

少的恶意侵害行为，通过孤立、侮辱、威胁、打骂、勒
索等方式侵害他人身心。欺凌可分为直接欺凌和间

接欺凌，直接欺凌是对被欺者采取拳打脚踢等肢体

暴力或勒索钱财等行为；间接欺凌指对被欺者进行

排挤孤立或语言谩骂攻击等。[1]校园欺凌概括来说

是指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由一个或多个学生集中

持续地故意伤害或破坏某个或某些学生的财物、身
体和心理等，造成受欺凌学生肉体上和精神上痛苦

的行为。该问题最早被挪威学者奥维斯所关注，早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他就对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的

校园欺凌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近年来，校园欺凌

在我国频繁发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青少年欺凌是校园欺凌的一种，欺凌者个人或

伙同他人一起对受害人实施排斥孤立、言语侮辱、
肢体暴力、威胁勒索等行为，青少年欺凌的危害不

容小觑。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有的欺凌者还将欺凌

过程、欺凌照片发布到网上，对被欺凌者造成身心

上难以平复的伤害，甚至促使自杀行为的发生。[2]有

些被欺凌者会采取“以牙还牙”的方式来反抗欺压

行为或成为新的欺凌者，最终导致一种恶性循环。
而对于欺凌者来说，他们处事霸道、以自我为中心，

缺乏正义感和责任感，把欺负人当成家常便饭。如

果欺凌者始终无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其行为

也没有得到惩罚和矫正，其以后犯罪的可能性会增

大，对家庭和社会的健康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二、青少年校园欺凌的特点

1.手段多种多样

常见的手段不仅包括对被欺凌者直接的身体

暴力攻击，如推搡、掌掴、拳打脚踢等，还包括对被

欺凌者精神上造成的伤害，如嘲笑、侮辱、恐吓、勒
索等，除此之外，社交上的排斥、孤立、敌视以及心

理上的折磨也是欺凌行为的表现。
2.持续反复发生

由于欺凌者抓住了被欺凌者不敢将受欺凌情

况告诉家长或老师的心理，欺凌行为通常在一段时

间内反复发生，他们会肆无忌惮地多次反复欺凌受

害者，并以此为乐。
3.当前普遍存在

校园欺凌目前普遍存在于中小学校园。初中生

正处于青春期，心智与心理都还不成熟稳定，对自

己行为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再加上人们对此没有足

够的重视，常常把欺凌理解为同伴之间的小打小

闹，造成中学校园成为欺凌的高发地带。
4.力量的不平衡

欺凌者相比被欺凌者，一般年龄更大、身体更

强壮，或者实施欺凌的学生由多人组成，形成实力

或者势力上的优势，使被欺凌的学生在心理上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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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敢反抗，形成一种恃强凌弱、仗势欺人的不对

等局面。
5.行为隐蔽较难察觉

欺凌行为通常会发生在一些隐蔽的、不引人注

意的地方，家长和学校往往很难发现。而且间接欺

凌往往不明显，家长和老师短时间内无法察觉到孩

子的异常。当前网络欺凌逐渐兴起，突破了空间和

时间的限制，传播速度更广更快，隐蔽性强，危害性

大。一些青少年利用 QQ、微博、贴吧等发送恶意诋

毁、侮辱、威胁他人的文字与图片，对他人进行人身

攻击与精神伤害。[3]

三、青少年校园欺凌的原因

1.青春期独特的心理特征

青春期的中学生身体处于快速发育阶段，精力

和体力都比较旺盛，有时需要对外发泄自己多余的

能量，但心理上还不成熟，有时为了“面子”将自己

所遇到的挫折和不满发泄到他人身上。此外，有些

学生本来就较为懦弱胆小，受欺负了也不敢吭声；

还有些学生性格孤僻、不合群，这些人很容易成为

被欺凌的对象。
跟男生顽皮好动、处理问题的方式简单直接相

比，女生往往会不自觉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习

惯用自己的方式发泄情绪或达到某种目的。青春期

的女生敏感多疑，嫉妒心理强，情绪变化大，可能会

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或一个眼神而心烦意乱乃至情

绪失控，通过欺凌等方式将不满发泄到他人身上。
2.家庭的教育方式

家庭是个人社会化的最早场所，家庭环境和家

长的教育方式对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形成有重要影

响。有些家长本身素质有限又忙于生计，无法在孩

子的成长过程中给予正确指导，更有甚者，通过打

骂孩子的方式宣泄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压力，致使

青少年在早期家庭教育中没有养成正确的价值观

念与行为方式。对青少年而言，父母过分严厉的教

育方式，容易造成孩子缺乏安全感、攻击性强、野蛮

粗暴。而对于父母离异、单亲家庭的孩子来说，他们

往往得不到该有的关爱和教育，容易产生心理问

题，当自身无法调节时，可能会通过欺凌的方式将

这种情绪转移到他人身上。[4]

3.同伴团体的影响

人都有合群性，对于青春期的青少年而言，在

团体里的归属感非常重要，在团体里他们能建立自

信、加强身份认同，也能对抗来自其他群体的排斥

和欺凌。但这种归属感并不稳定，当意识到自己在

小团体中的地位受到威胁或明显感到自己地位较

低时，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安感。为了改善自己

的境地，青少年可能会通过欺凌他人的方式来向团

体宣示自己的存在。
4.大众传媒的不良示范

处于青春期的学生还没有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影视、图书、网络等大众传媒对暴力行为的大肆渲

染，会增强他们的攻击性。再加上他们本身可能没

有意识到这样做的危害性，还会对欺凌行为进行炫

耀，再次引起他人的效仿。
5.学校道德教育缺失

当前我国的学校教育仍然没有摆脱应试教育

的樊篱，把分数、排名作为衡量学生好坏的标准，忽

视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心理教育和法制教育。老

师很少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学生之间缺乏交流

与沟通，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的

异常行为。

四、国外解决校园欺凌的做法

为了解决青少年校园欺凌问题，从 2007 年 3

月开始，韩国教育部就向中小学提供免费“警卫服

务”，只要学生提出求助申请，政府就会安排警卫在

校园周边或特定地点暗中保护他们。[5]今年年初，韩

国政府还颁布了《人性教育振兴法》，规定把人性教

育放在重要位置，将相关课程设为必修学科，全国

中小学校必须提交人性教育计划，并加强教师的学

习培训。日本为了应对频繁发生的校园欺凌行为，

特别加强了学校教育和咨询服务，不仅对教师进行

相关培训，增加了学校辅导员和护理员的数量，还

扩充校园社会工作者队伍和学校咨询机构的规模，

设置 24 小时不间断服务咨询电话，以帮助学生处

理各种问题。澳大利亚的一些学校采用“同伴调解”
的方法，挑选若干性格开朗、责任心强的学生担任

调解员，一旦发现有同学被孤立，就会特意多和该

同学接近，尽量消除他们的寂寞与孤独；还会找不

团结的同学谈话，努力使他们消除偏见和分歧，重

归于好。
前不久在美国发生的中国留学生欺负同伴事

件，涉事学生面临着美国司法部门的绑架、虐待等

指控，可能会被处以终身监禁或驱逐出境，相比之

下，我国对未成年校园欺凌行为的惩戒力度还有待

商榷。有关专家分析指出青少年对事物的认知能力

不强，极易受外界影响，身心发展还不健全，如果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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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过重可能会让其自暴自弃毁其一生，太轻的话又

可能达不到教育效果，如何合理有效量刑需要进一

步研究。

五、遏制校园欺凌的对策建议

1.政府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就制定实施了《校园安全

法》，时至今日，共有 48 个州实施了反欺凌法，大部

分州更是明文禁止网络欺凌或电子骚扰。加拿大、
日本、韩国等国也有专门针对校园欺凌的法律，而

我国的《校园安全法》至今尚未正式出台。我国应该

尽快加强校园安全立法工作，从法律的高度保护青

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同时，还要健全惩戒机制，让

欺凌者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代价，对欺凌者实施应有

的惩罚和处置，才能鼓励那些受到欺凌的孩子起来

反抗。
2.学校

目前学校教育一味追求学生成绩的提高，忽视

了对学生的德育教育，导致学生伦理道德的缺失。
在学生成长的过程中，健康人格的培养、良好道德

教育的熏陶与分数的提高、升学一样不可或缺。学

校教育应两手齐抓，从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开

始，增强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注重团结友爱、社会

公德、爱护弱小等教育。学校应积极创设良好的教

育氛围，培养融洽的师生同学关系，改善校园环境，

使学生能够在和谐、健康、文明的校园环境中快乐

成长。
为保证学生安全，学校应当在校园内一些偏

僻、不易察觉的地带建全监控网络，当发现校园欺

凌行为时，应当立即采取制止措施，避免伤害的发

生。[6]聘请专门的心理老师，及时给予青少年科学有

效的帮助。同时，学校还应加强学生的法制教育，通

过法律常识宣传栏、法制教育栏目、案例探讨等形

式让学生懂法、知法、守法，教给他们基本的防范知

识，学会找老师帮忙，而不是以武力解决问题。
教师在处理学生的欺凌行为时，不要武断批评

或者当众训斥，应采取合理的方法，了解学生这么

做的原因，引导他们正确处理矛盾，让他们认识到

欺凌的后果和严重性。教师还应该培养积极的师生

关系，增进学生对班级和学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减少暴力行为的发生。教师可以针对校园欺凌问题

开展主题班会，组织学生进行讨论，从而提高学生

对欺凌问题的认识，也可以学到应对欺凌的技巧。

3.家庭

在平时的家庭教育中，家长应尊重孩子，加强

与孩子的交流沟通，既不过分溺爱孩子，也不过分

专制。平时处理事情时，家长要以身作则，用文明的

方式解决问题，向孩子展示良好的修养。作为家长，

要及时发现子女的异常，捕捉子女可能欺凌他人或

被欺凌的迹象。当得知孩子欺凌别人时，不要一味

过分指责孩子，要耐心开导孩子，让孩子明白欺凌

别人的行为要承担责任。若孩子被欺凌时，多给孩

子爱、包容与理解，让孩子不要恐惧，切忌不要“以

暴制暴”。家长与学校要保持联络，加强合作，一起

出谋划策，制止和预防校园欺凌的发生。
4.青少年学生

面对校园欺凌，青少年学生要加强防范意识，

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打破沉默，及时与父母或老师

沟通，取得帮助和支持。青少年学生要学会与人为

善，接受他人的缺点，不孤立他人，学会宽容、体谅、
理解他人。提高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多学习如何

在日常生活中与人交往，学会控制情绪。同时，提高

自己的抗挫能力，面对考试的不如意、老师的批评、
遭同学欺凌等，不应自卑退缩、自暴自弃，应当多给

自己积极的暗示，自信地去面对解决问题。
总之，校园欺凌的防治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

力，政府、学校、社会、家长和学生必须协调行动，形

成合力，一起关注欺凌现象，共同探讨避免和解决

的方法，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有效减少校园欺凌

的发生，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

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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