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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维护在校学生的人权，创造安全的学习环境，瑞典通过立法确立了中小学校预防和

规制校园欺凌的责任，要求教育机构制订预防校园欺凌相关计划，并对计划的实施进行评估。 因校

园欺凌引发损害时，受害者可通过诉讼请求学校进行损害赔偿。 我国目前校园欺凌现象较为严重，

但缺乏立法和相关对策，因此，有必要借鉴瑞典的立法和经验建立我国的相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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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社会问题，因其严重

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以及家庭、学校和整个社会

的稳定而引起各国普遍关注，已成为国内外教育

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 [1]。 瑞典将

校园欺凌界定为学校的学生经常对其他同学实

施排挤、暴力、侮辱、歧视、谐戏、嫌弃、破坏持有

物品、诽谤、监禁等致使其身体或精神受到损害

的行为。 瑞典 1993 年修改《学校法》时，规定了教

师有预防校园欺凌的义务，以防止任何形态的欺

凌行为对学生造成侵害。 《学校法》规定，为确保

学生在学校获得知识以及健康成长，必须保障学

生拥有能够安全学习的环境。 学校的教育活动应

当秉承民主主义价值观、 人的生命不可侵犯、尊

重个人自由和尊严、所有人平等、相互协作等理

念。 2010 年瑞典全面修改《学校法》，进一步完善

校园欺凌预防和规制制度，规定了教师和校长对

欺凌行为有报告义务及法律责任，明确了国家学

校监督团在预防校园欺凌方面的作 用。 为落实

《学校法》， 瑞典教育部设立校园欺凌预防项目，
学校可全部或部分实施这些项目，教育部定期对

实施效果进行检查和评估。 瑞典校园欺凌立法和

实施项目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在预防和

规制校园欺凌方面，我国有必要借鉴瑞典的立法

和实务经验， 构筑我国校园欺凌预 防和规制制

度。

一、学校、教师 和有关机关 对校园欺凌 的法

定职责

《学校法》 的预防校园欺凌制度适用于从幼

儿园到高中阶段的所有学校。 该法规定，学校经

营者以及教职员工有义务防止学生遭受欺凌，学

校经营者必须每年制订详细的《禁止校园欺凌计

划》，规划第二年将着手实施的具体措施。 在新的

一年开始阶段，须对上一年度相关措施实施情况

进行评估，对实施效果进行说明。 同样的要求是，

教育部也必须定期对全国学校的校 园欺凌预防

和规制措施进行调查，评估实施效果，并分析各

种措施是否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学校法》特别

强化了教育机构的报告义务，规定教师以及其他

员工发现欺凌现象时，有义务向校长报告，校长

应当立即向学校经营者报告，收到报告的经营者

必须及时进行事实调查并采取有效措施制 止欺

凌行为并防止问题再次发生。 学校经营者防止和

规制校园欺凌行为属于法定责任，但他们往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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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获知欺凌行为的相关信息而难以采取措施，

因此， 立法上赋予了教师、 校长等的通报义务。
《学校法》 还规定教师和学校经营者对协助事实

调查的学生，或者对教师和校长违反通报义务而

进行告发或提出申诉的学生不得实施报复行为。

教师、校长、学校经营者违 反报告以及 事实

调查义务， 致使欺凌行为给学生造成损害的，学

校经营者应当给予损害赔偿，损害赔偿额由法院

根据损害程度进行认定；违反立法上的其他义务

造成损害也应给予补偿，只有侵害是轻微的或者

并未实施报复行为的才免于赔偿。 在 此类诉讼

中，即使受害的学生败诉，只要当初起诉时有合

理的理由， 也可无需承担胜诉者的诉讼费用，甚

至法院还可以令学校经营者承担败诉 者的诉讼

费用。 立法上减轻起诉者的证明责任，起诉者只

需提出遭受了欺凌行为或者受到学校一方的报

复这些大致事实即可，学校经营者则必须对不存

在欺凌行为或报复行为负担举证责任。 从《学校

法》的规定来看，学校承担欺凌行为的损害赔偿

责任遵循无过错原则，只要学校未能防止欺凌现

象的发生就应承担责任，而不看是否采取了有关

措施，学校方面不能以尽到管理职责为由进行抗

辩。

《学校法》 对国家学校监督团在预防和规制

校园欺凌方面的作用也进行了规定。 国家学校监

督团是独立于教育部的机构，其任务是对学校经

营方面的效率以及教育质量进行管理和监督 并

进行评估，对小学至高中阶段的私立学校的建立

作出许可 [2]。 该机构有权基于评估结果对学校经

营者提出劝告和建议，令其修正有关问题。 当学

校经营者不按照要求修正错误时，该机构可以作

出罚款的决定，甚至可以对私立学校给予取消办

学资格的处罚。 国家学校监督团设置幼儿及学生

监 督 官（barn och elev ombudet），监 督 官 主 要 职

责是保护幼儿及学生的人权。 监督官有权对学校

发出防止校园欺凌的劝告， 当发生欺凌事件时，

可以提出应对欺凌行为的措施。 监督官还与地方

自治团体进行合作， 预防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

此外， 监督官还有权受理关于校园欺凌的申告，

并对此进行调查。 在征得被欺凌者同意后，幼儿

及学生监督官可以以学校经营者为被 告代替学

生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如果被欺凌者不满 16 岁，
诉讼应征得其父母的同意。

二、对欺凌行为实施者的规诫措施

《学校法》规定，教师和校长在发生校园欺凌

事件时，为了规制相关行为可采取符合法律规定

的各种规诫措施，但无论采取何种措施，均应制

作书面记录。 对实施欺凌行为的学生给予处罚并

不是最终目的，规诫措施是为了发挥更好的教育

作用。 从有效的对策角度来看，与其把对学生的

处罚作为主要手段，倒不如强化学校和地方政府

的责任，基于这一理念，瑞典对欺凌行为实施者

的规诫措施更为人性化。

基础学校、萨米人学校、基础养护学校、特殊

学校、高中学校、高等养护学校可以令在班级实

施欺凌行为的学生退出教室，直至授课结束。 上

述学校对实施欺凌行为的学生，可以在学校监督

下，令其放学后留在学校最长一个小时，或者提

前一小时到校。 经调查后确认存在欺凌行为的学

生，校长可以提出书面警告，警告书中必须写明

如果不停止欺凌行为将采取的措施，该警告内容

必须告知学生的监护人。

对于 6 岁生的学前班、萨米 人学校、基础 学

校、基础养护学校、特殊学校、高中学校以及高等

养护学校的学生， 在学校采取有关措施未见 效

果、 或者出于保护其他学生安全学习的需要，校

长可以对其采取调换班级或者在该校其他场 所

授课之措施，并通知监护人。 不过，这一措施实施

的时间最长不超过 4 周。 在前一措施无效或者无

法实施前一措施时，校长可令实施欺凌行为的学

生暂时转学，但必须与转入学校的校长进行商议

并通知监护人，暂时转学措施最长不超过 4 周。

在实施义务教育的基础学校、特殊学校以及

萨米人学校，对于实施欺凌行为的学生，在符合

以下条件时， 校长可以作出暂时停学的决定：第

一，出于保护其他学生安全学习的需要有必要给

予停学处分；第二，学校在采取有关措施后仍然

无法制止欺凌行为；第三，对停学的学生耽误的

课程能够进行补课。 停学处分的目的主要是在停

学 期 间 考 虑 要 采 取 其 他 何 种 措 施 更 为 有 效 ，因

此，停学处分不得随意适用，并且一次不得超过 1
周，半年内不得实施 2 次以上。 在作出停学决定

前， 必须为学生的监护人提供陈述意见的机会，

若学生不满 18 岁， 必须将决定通知社会福利委

员会。 停学期间学生的监护责任归于父母，不过，

学校必须对停学学生的补课进行合理安排，不得

耽误学生的学习。

在非义务教育的高中学校、高等养护学校以

及以移民为教育对象的瑞典语教育学校，对于实

施欺凌行为的学生，校长也可令其停学（停学决

定应当立即生效）， 停学措施原则上不得超过 2
周，只有在停学时间短无法达到规制欺凌行为的

目的，或出于其他需要应当延长的，才可延长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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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间，不过半年内停学不得超过 3 次。 同样，这

种停学需将有关决定通知监护人和 社会福利委

员会。

三、学校实施的欺凌行为预防项目

对校园暴力进行事先预防， 将其制止于萌芽

状态， 远比事态发生后采取临时救济措施更为重

要，这已被国外学者所公认[3]。 1993 年的校园欺凌

立法要求教育行政机构制订欺凌预防对策， 以使

校园欺凌法制得到有效落实。 从 1993 年开始，瑞

典逐渐在全国的学校实施教育部的 “校园欺凌预

防项目”。该项目的实践性目标是：第一，提高欺凌

行为的问题意识，积累应对知识；第二，构建学生

的父母与教师之间积极且真挚的协作关系；第三，

创制明确的欺凌行为预防规则；第四，强化对被害

人的保护。基于上述目标，教育部要求学校从学校

层面、班级层面、个人层面实施综合的对策。
在学校层面，召开由校长、教师、心理学 家、

社会福祉学家、学生家长和学生代表参加的全校

会议，研讨校园欺凌问题，制订长期预防计划。 学

校完善课间和午休时的监督方法，教师与学生共

同度过休息时间，与学生一起参加活动，发现欺

凌现象立即采取措施。 设置校园欺凌热线电话，

为遭受欺凌的学生提供咨询服务， 进 行心理治

疗，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定期召开家长会，由家

长、学生和教师共同研讨如何预防校园欺凌。 教

师之间结成预防和应对小组，小组成员之间进行

信息交流，介绍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探索有效的

工作方法。

在班级层面，由学生制订 班级规则，约 定不

实施欺凌行为，对遭受欺凌者提供帮助，关照容

易被排挤的同学。 班级每周召开一次班会，讨论

如何维持学生之间、 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良好 关

系，并对校园欺凌问题进行讨论。 学生之间结成

学习小组，在共同学习过程中建立友好关系。 定

期组织班级学生开展室内外活动， 通过旅游、夏

令营、舞会等各种活动，培养学生的团体意识与

合作意识。 召开由学生和家长以及老师参加的会

议，讨论校园欺凌问题，让学生认识到校园欺凌

的危害。

在个人层面，教师一旦发 现欺凌现象，立即

与行为实施者和被欺凌者进行谈话，命令欺凌者

不得实施欺凌行为，对被欺凌者进行保护。 如果

欺凌事态比较严重，应邀请双方家长共同商讨对

策，制订解决方案。 借助有影响力学生的力量化

解学生之间的矛盾，解决欺凌问题，选任个别学

生作为监视员，及时向教师报告欺凌行为。 邀请

欺凌行为实施者和被欺凌者的家长 参加咨询会

议，倾听专家的意见。
瑞典教育部 2011 年 1 月 28 日公布了《校园

欺凌方法的评价》报告书，这是在对全国部分学

校实施的校园欺凌预防项目实施效果 进行调查

后形成的报告。 报告书认为，学校导入的预防对

策绝大部分发挥着有效作用，但是也有个别措施

效果并不明显甚至出现逆效果，比如，选任学生

作为监视者、 经常召开全校的欺凌问题会议、强

化教师和学生间的关系、教师与加害者和受害者

个别谈话等一些对策效果并不明显。 此次评估活

动，还进一步明确了导入欺凌行为预防项目时学

校方面存在的问题。 比如，一些学校的准备工作

不充分，缺乏对教师的培训以及明确的愿景和计

划；学校选择项目以及评估实施效果时，缺乏从

学生的视角考虑问题。 项目的导入由校长和学校

经营者单方面决定，缺乏听取教师的意见，因此，

一些预防项目的内容不符合教师的要求以及学

校的实际状况。

四、对我国的启示意义

瑞典通过立法强化校园欺凌的预防和规制，

学校制订预防和规制计划， 教育部定期检查各学

校的实施计划，公开检查结果。对欺凌行为人尽管

可以实施规诫措施，但目的并不是处罚学生，而是

为了发挥教育作用，创造安全学习的环境。我国同

样存在校园欺凌现象，且近几年来愈加严重，但目

前尚未对预防和规制校园欺凌问题从国家层面构

筑相关制度。我国有必要借鉴瑞典的经验，从以下

几个方面建立起真正有效的预防机制。

1.提高学校对预防校园欺凌意义的认识

我国教育机 构一直以来 忽视校园欺 凌行为

的预防和规制，只有当学生之间发生明显的暴力

行为时，学校才有可能介入，对其他类型的欺凌

行为几乎疏于管理。 学校和教师非常缺乏校园欺

凌预防方面的意识，认为学校只要做好学科知识

传授即可。 学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还应

当发挥保护学生基本人权、通过创造安全的学习

环境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作用。 基于此，我国有

必要通过完善教育立法，强化学校保护学生身心

健康、促进其人格健全发展的理念，深刻理解新

形势下学校的社会性作用。

2.将预防校园欺凌纳入经常性学校教育

瑞典各学校 根据立法规 定实施校园 欺凌预

防项目，并对实施效果进行定期检验。 我国可借

鉴瑞典的经验，将预防工作作为学校教育内容的

一部分，编制通识性校园欺凌预防教材，并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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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dish Campus Bullying Law and Enlightenment for China

TAO Jian-guo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maintain students' human rights for a safe learning environment, Sweden
has establish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school by the legislative way, trying to ban school bullying
phenomenon. Therefor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hould make plans and evalu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s. If students are bullied and damaged by others, they have the right to request the school to
compensate by way of lawsuit. In present China, bullying phenomenon is not uncommon, but we are
lacking in corresponding laws and countermeasures. Thus, we might draw lessons from the Swedish
legislation and experience to establish China's relevant systems.

Key words: Sweden; school bullying phenomenon; legislation

视频宣传资料，以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向学生经

常性地宣讲校园欺凌的危害及预防的意义，培养

学生正确的社会观和价值观。 还可以根据教材编

写一些情境表演剧本，让学生在扮演不同角色过

程中体验遭受欺凌者的心灵痛苦以及加害者 的

自责感。 预防校园欺凌教育应当成为课堂教学内

容的一部分，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学生日常行

为，提高学生自觉地不实施欺凌行为的意识。

3.强化学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关系

瑞典在实施校园欺凌预防项目时， 注重利用

灵活多样的方式加强学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促

成学生之间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我国的学校过

于注重学习成绩或特别技能的培养， 而对学生的

人格教育、社会关系教育、合作与交流能力教育不

足。我国中小学校应当改革教育内容与方法，利用

灵活多样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 认识遵守

规则的重要意义，学会与他人相处，正确处理发生

的问题，掌握融入社会的基本常识和手段。

4.提升教师预防和应对校园欺凌的能力

瑞典各学校 在实施校园 欺凌预防项 目过程

中，注重通过培训提升教师的相关能力。 我国亦

有必要利用适当方式对教师进行培训，使其提升

发现和处理欺凌行为的能力。 教师的素养不仅仅

在于具有良好的知识传授技巧，还在于能够处理

学生之间的矛盾， 为班级或学校创造和谐环境，

促进学生之间关系的良性发展。 若教师缺乏此能

力，可能会造成学生间的矛盾激化、学生与教师

情绪对立、学生厌学等现象，因此，提升教师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

5.建立社会合力预防校园欺凌机制

瑞典注重借助社会力量预防校园欺凌问题，

甚至在制订校园欺凌预防对策时邀请心理学家、

社会学家和学生家长参加， 共同商讨对策方案。

在我国，杜绝或减少校园欺凌问题仅依赖学校是

无法实现的，同样需要借助社会的各种力量。 我

国有必要研究如何建构一套学校与政府、 社会、

家长顺畅合作的机制，优化预防校园欺凌的大环

境。

6.研究校园欺凌的立法问题

从瑞典经验 来看， 如果缺 乏校园欺凌 的立

法，很难减少或杜绝校园欺凌现象。 我国应当尽

快启动校园欺凌立法工作，对立法模式和内容进

行深入研究，通过制订符合我国社会传统、经济

发展情况的法律， 保护我国青少年健康成长，避

免青少年因遭受校园欺凌形成消极的人 生观和

社会观， 确保学校的教育能够培养积极向上、开

拓进取的国家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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