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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是学生学习的殿堂，是青少年成长必经之站，然而校
园暴力却在侵蚀校园。据统计，2017 年，我国检察机关统计的
校园暴力事件高达2486起，2018年被媒体报道的校园暴力事件
有 4 8 起。据此，我国青少年校园暴力的整治刻不容缓，本文
将对校园暴力产生的原因进行综合分析，提出相应治理对策，
以期早日归还学生无忧校园。

1  青少年校园暴力定义
校园暴力问题的研究已有一段时间，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对

校园暴力都有定义。佟丽华认为校园暴力是发生在学校和学校周
边地区，由教师、同学以及校外人员对学生身体、心理等进行
某种的侵犯行为。西方国家的校园暴力定义以美国预防校园暴力
中心为例—“任何破坏了教育的使命、教学的氛围以及危害到
校方的预防人身、财产毒品、枪械犯罪，破坏学校秩序的行
为。”在笔者看来，校园暴力是发生在校园及校园周边的师生
之间、学生之间、校外人员之间的暴力冲突。

2  青少年校园暴力的成因
2.1青少年自身认知缺陷
首先，青少年自身处在青春期阶段，尚未形成健全独立的

人格，对外界事物缺乏正确的认识和判断，缺乏法制社会意识
和法律知识，无法做到三思而后行，自控能力较差，性格大多
带有冲动易怒、敏感自闭等特征，生活中小的摩擦就容易滋生
暴力行为，从而衍生校园暴力事件。

2.2缺乏优良家庭教育
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主要场所之一，家庭氛围和父母的教育

对青少年的成长至关重要，家庭成员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和塑造
青少年的性格。据调查显示，有过校园暴力行为的青少年大都生
活在环境较差的家庭中，如：留守儿童、离异家庭等，这也就表
明：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不可或缺的。

2.3学校教学理念及管理不当
学校是青少年接受教育，学习知识最主要的场所。
首先，在应试教育环境里，大部分学校一味追求升学率，重

点培养学生智力，忽视对学生道德品质，身心健康的关注，学生
的心理健康进入亚健康状态。老师更是以成绩为评判学生的标准，
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也只会埋头学习，缺乏对自己道德，心理不
断完善的自觉性。其次，学校在处理校园暴力事件时为了维护学
校的形象，推卸责任，缺乏透明处理机制。学校对校园暴力的松
懈态度以及不当处理会导致学生忽视学校规章制度，滋生更多、
更严重的校园暴力事件。

2.4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尚待完善
经过调研发现，我国未成年人校园暴力预防以及处置的相关

法律法规目前并不完善，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来预防处理此类事
件。当校园暴力事件爆发后，有关监管职能部门例如教育部，对
此类事件的处理态度虽坚决但缺乏对事后处置过程和结果的监督，
缺乏完整的监督体系。

2.5社会媒体及娱乐场所的不良诱导
“眼球经济”日渐兴起，部分社会媒体片面追求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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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冲击着社会繁荣向好的秩序。青少年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因此对青少年校园暴力产生的原因以及防治对策的研究十分必要，本
文主要是从青少年的自身特点、家庭、学校以及法律法规、社会媒体等各个角度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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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中善的恶的一并披露，恶的部分被不良青少年模仿，从而
使青少年校园暴力事件恶劣程度升级。

3  青少年校园暴力的防治对策
3.1青少年应不断增加自己的法律知识
青少年应多增加点法律知识，被施暴者在面对校园暴力时能

够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施暴者在施暴之前就了解到自
己即将做出的暴力行为会使自己承担怎样严重的法律后果从而减
少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

3.2纳入亲职教育
父母的素质影响家庭教育，父母应不断学习如何教育孩子，

为孩子成长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亲职教育”是指将父母对
孩子的教育作为一项专业要求极高的职业来看待。给未婚青年与
已为人父母者提供子女成长、适应与发展有关的知识，增强教
养子女的技能，使之成为有效能父母。

3.3学校不断完善校园暴力相关的体系
学校应该建立校园暴力处置体系，完善校园暴力管理规章条

例，设置专岗专人负责处理此类事件，建立校园暴力统计系
统，利用现代大数据制定科学的预防、处置、善后方案，充
分联合专业心理老师矫治校园暴力事件中青少年的不良心理，让
校园暴力施暴者和被施暴者都得到妥善安置。

3.4建立校园暴力处置互相监督机制
建立良好的监督机制，完善监督举报渠道。社会媒体、学校、

相关职能部门相互监督；人民群众对三者进行监督。设立电话热
线、举报邮箱、网络其他监督举报渠道，做到举报一起校园暴力
事件就处理一起，让施暴者受到处罚，不再存有侥幸心理。

3.5加强司法干预以及设立专项法律
设立专项法律法规，让校园暴力事件处置有法可依，增强校

园警务力量，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专项法律法规的设立和警务力
量的完善，有利于增强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增加青少年的心理安
全感，对施暴者形成心理震慑，降低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

4  结语
青少年是祖国之希望，民族之栋梁，青少年校园暴力就像

一颗毒瘤，深深侵蚀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整治青少年校园暴力
任重而道远，且势在必行，是社会各界应该主动承担的社会责任，
相信在社会各界联动整治下，终还校园净土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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