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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制初中校园软暴力欺凌案例与心理干预策略 
郭定芳 

（湖北华一寄宿学校  湖北省武汉  430205） 

摘要：初中生处于身体发育、心理发展的关键期，欺凌现象会让寄宿制初中校园蒙上紧张不安的氛围，学生在遭受、实施、围

观校园欺凌后产生应激反应，对置身其中学生的未成熟心灵造成消极、恶劣的影响。及时发现软暴力欺凌，家校联合迅速处理细微

欺凌行为，形成顺畅的校园暴力处置流程，能有效预防校园欺凌事件并遏制校园欺凌行为的发展。本文主要探讨中学校园欺凌的概

念、案例、心理特征，并提出相关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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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园欺凌的相关概念界定 
当一个人或一些人对待某个人的言行是出于恶意、故意（看到

对方尴尬、难受就觉得好玩、 心，甚至想让对方痛不欲生），而且

占据着某种优势（可能是出于家庭背景、身材、成绩、年龄、人际

关系、权力地位、心理等等），致使双方不能处于对等关系，令对方

不能反抗、不能得到支持，受到肉体上或心灵上的伤害，这些言行

可能是反复发生也可能是一次就令对方感受到威胁，这就是校园欺

凌。（挪威心理学家丹·欧维斯于 1991 年第 1 个提出校园欺凌） 

在校学生中发生的有违他人意愿的攻击行为，这种行为往往伴

随着实际或认知上的权力不平衡，会在一段时间内反复发生或有反

复发生的可能性。（2018 年 11 月联合国教科文《学校暴力和欺凌：

全球现状和趋势，驱动因素和后果》） 

教育部出台的《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明确定义为

“中小学生欺凌是发生在校园（包括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内

外、学生之间，一方（个体或 群体）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

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个体或群体）

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事件。”（2017 年 11 月 22 日教

育部等十一部门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 

本文讨论的软暴力校园欺凌，指的是刚刚 始、程度轻微的欺

凌行为，看似无害、容易被忽视的、隐蔽的、蓄意的、重复的、特

殊的孩子之间的嬉戏言行。 

二、软暴力欺凌的表现形式及典型案例 
（一）表现形式 

校园软暴力欺凌的欺凌者行为容易被当作是同学之间无意中的

打闹或人际交往摩擦而被忽略。欺凌者利用自身优势对受害者无意

中撞一下、拍一下、捉 一下，用语言进行一些恶意嘲讽或攻击，

但表面上不易分辨，由此产生的生理或心理上的伤害。正因为“软”，

所以受害者找不到任何途径去解决，甚至连求助的机会都没有，反

而会被老师、家长认为过于小题大做，被同学认为没有解决问题的

能力。海恩法则告诉我们“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 29 次轻

微事故，和 300 起未遂先兆，以及 1 000 起事故隐患。”校园欺凌事

件也不是毫无征兆地突如其来，每个校园欺凌事件的背后都积累着

无数的、被忽视的软暴力欺凌， 后显而易见的、既成事实的校园

欺凌也就这样顺其自然地如期而至。 

（二）校园软暴力欺凌事件的典型案例 

案例一：A 同学，八年级女生。七年级下学期某天在宿舍，被

同寝室一同学从裙子底下拍照，疫情居家在线学习期间，显露出内

裤的照片被拍照的室友传至男生 QQ 群，A 同学感受到极大的侮辱，

感觉这是性骚扰行为。而拍照的同学轻描淡写地认为此举属于同学

之间的恶作剧而已，只是想为单调的疫情居家学习带来一丝乐趣。

随着疫情得以有效控制，A 同学回到学校，两个同学关系修复，后

因天气炎热 A 同学借了拍照同学的短袖上衣穿，后因衣服被汤汁

脏，A 同学被要求赔偿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给对方。借衣服的同学

某天在 QQ 动态里表达了对这件事的看法，提到“自己心软，愿意

饶恕某人把自己衣服 脏的举动。”此条动态有同学留言评论，被 A

同学看到。A 同学原本性格 朗，与室友相处的过程中，类似的一

些人际互动，使得 A 同学有一种压迫感，睡觉时满脑子都是该室友

的影子，产生睡眠障碍。 

案例二：B 同学，七年级男生。因为平时比较注重外表，皮肤

白皙，天生自然卷的头发，因洗脸使用洗面奶、照镜子等举动被同

学嘲笑，加之性格温和，情感细腻贴心，因而被全班同学称呼为“小

兰姐姐”。B 同学学习努力，积极参加各类活动，某次在心理课堂上，

心理老师组织主题辩论“早恋有错吗”，B 同学作为主辩手，十分踊

跃。辩论过程中，讨论到择偶标准及靠谱的 性等话题时，有部分

同学公 表达对 B 同学的性别气质的不认同，指责他“兰花指、娘

娘腔”。辩论会结束后，B 同学委屈地掉泪，表示自己不被尊重，自

信心受到打击。 

案例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设计与实

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言语欺凌发生率 高，

将近一半（49.6%）的初中生遭受过言语欺凌；2017 年 5 月 20 日，

《中国校园欺凌调查报告》指出，言语欺凌是校园欺凌的主要形式，

占所有校园欺凌发生类型的 23.3％。C 同学是九年级女生，因寝室

里某同学被室友有意针对，身为寝室长的她挺身而出，帮助受孤立

排挤的同学。自此，部分室友 始针对寝室长的语言攻击，虽然不

是直接谩骂，但是冷嘲热讽的语言欺凌让 C 同学不堪其扰，经常性

因此感觉头皮发麻，上课发呆。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又找不到固

定的欺凌者，所以这样的处境很难求助改善。 

案例四：D 同学，七年级女生，在班上没有朋友，有几个专门

针对她的女生经常故意挑唆与 D 同学靠近的同学。在 D 同学与其他

同学交流时，会有意插话，或者将其他同学拉走。只是因为 D 同学

比较耿直，曾经因为检查作业没有顾及一些同学的面子，进而在接

下来的学习生活中被处处针对。D 同学非常苦恼，自己想交朋友，

但是只要有人靠近自己，该同学就会被拉走或同样受到孤立，这样

的遭遇并不能很好地被班主任察觉而进行干预。 

三、软暴力欺凌的行为表现及当事学生心理特征 
（一）软暴力欺凌的行为表现 

粗言秽语、喝骂，叫受害者侮辱性绰号、指责受害者无用。对

受欺凌者重复物理攻击，身体或物件。拍打、推撞、绊倒、拉扯头

发。干涉受害者的个人财产、教科书、衣裳等，损坏，或通过这些

嘲笑受害者。传播关于受欺凌者的消极谣言和闲话。恐吓、威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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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者做他或她不想要做的事，威胁受欺凌者听从命令。让受欺凌者

遭遇麻烦，或令受欺凌者招致处分。中伤、讥讽、贬抑评论受欺凌

者的体貌、穿着、性取向、性别气质、学习、爱好、家人或其他。

结成小团体，孤立或排挤受欺凌者。日常敲诈、强索饮食或小物品。

画侮辱画或借题发挥，含沙射影取笑受欺凌者。网上欺凌，在朋友

圈或 QQ 空间上发表具有人身攻击成分的言论。 

（二）软暴力欺凌呈现出的心理特征 

被欺凌同学通常有比较共同的特征，他们性格内向、心地善良，

大多身材比较瘦小，外貌体态上易于成为被欺凌的对象，特别是人

际关系不佳的同学，一旦被欺负，得不到支持和帮助，往往会成为

受欺负的对象。被欺凌者的性格养成与原生家庭关系密切。部分家

庭家长脾气暴躁，稍不顺心便吼骂孩子，导致孩子经常处于紧张恐

惧之中，慢慢发展出很多心理问题，如性格懦弱、胆小怕事，被欺

凌后不知所措，也不敢告知他人，从而加重其心理问题，形成心理

创伤；另一部分家长有爱占便宜、急功近利等行为，导致孩子在学

校受同学厌恶，自然成为被欺凌的对象。 

软暴力欺凌产生的危害不仅是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无奈无助，而

是校园欺凌留下的一系列心理阴影，可能需要长久的时间去治愈。

被欺凌者虽然存在一定的自身小缺陷，但绝大部分受害者也会在被

欺凌后向老师和家长求助，可软暴力欺凌行为因肉眼难以觉察出明

显的实质性后果，无法引起成年人足够重视。被欺凌者内心充满了

恐惧和矛盾，来自欺凌者的伤害是他们在校园内生活不愉快的源头

和主要因素，严重者甚至会自我怀疑，使其越来越自卑和过度自我

保护。如果学生之间的每一次恶言相向、推搡碰撞都被忽视，都受

不到应有的告诫和惩罚，欺凌者的微欺凌行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没有得到及时的制止，旁观者都漠视这一切，欺凌者就会更加肆无

忌惮，被欺凌者的内心充满悲伤和无助，从 初的失落到绝望，从

原本的害怕、焦虑发展成疏远、冷漠、无所谓、心灰意冷，与学校、

社会渐行渐远， 终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 

四、对校园软暴力欺凌的心理干预 
（一）大力普法 

2016 年 4 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发布了《关于 展校园欺

凌专项治理的通知》，11 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布了《关于防止中

小学欺凌与暴力的指导意见》，强调了司法机关的介入。2018 年 12

月，教育部等十一部门联合发布《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

新修订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未成年人保护法》2021 年

6 月 1 日实施后，《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于 2021 年 9 月 1 日执

行。这是教育部在众多围绕校园欺凌的部委通知和专项行动后，首

个反欺凌部委规章。该规定系统阐述了校园欺凌，从预防到处置都

提出了细致的规定，例如建立学校欺凌处理委员会、购买第三方专

业力量的服务和介入，对学生心理健康、校园欺凌和性侵害事件非

常重视，并提出社会力量和学校融合，明确追责措施，全方位为校

园安全提供法律护航。 

（二）家校合作 

积极与家长沟通，主动掌握和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对于需要

重点关注的学生家长保持密切联系。在发现孩子出现欺凌行为或被

欺凌时，提醒家长引起注意并及时与孩子进行沟通，重建与孩子间

的沟通方式，敞 心扉，接纳孩子的情感，同时要引导孩子正视问

题，指出错误的认知和不良的行为，同孩子一起讨论、处理欺凌和

被欺凌的问题，给予孩子足够的爱和支持，取得孩子的信任，重建

健康的家庭环境。 

学校定期组织家校讲堂，面向不同需求的家长，经常性 展各

类家校沟通主题活动，将校园欺凌的特点、征兆、预防及干预策略

进行全方位普及，对于已经出现的苗头和现象及时进行通报沟通，

争取家长的认同和协作，杜绝欺凌行为的发生，妥善处置已发生的

软暴力事件，并且对欺凌者、煽风点火者、围观者、保护者及受欺

凌者进行相应的心理疏导。 

（三）学校重视 

校园出现暴力苗头的时候，学校应对这些“软欺凌”行为及时

干预，对被欺凌者进行重点帮教，对欺凌者进行惩戒，鼓励心理教

师和德育主任，对欺凌者和被欺凌者进行心理辅导。学校层面重视，

加强宣传，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校园欺凌，营造反欺凌氛围，可对欺

凌者起到强力震慑作用。鼓励心理老师组织团体辅导，展 认知训

练、人际交往、应对方式和情绪管理等专题讲座，可以增强班级凝

聚力，有效预防青少年的攻击行为，显著降低学生住校期间校园软

暴力欺凌行为的发生率。校园欺凌事件的形成有复杂、深刻的原因，

涉及社会风气、家庭环境、学校教育及学生自身等诸多因素。预防

和治理校园欺凌事件任重而道远，学校需要形成制度，整合教师、

学校、家长和社会多方资源，形成教育合力，群策群力，维护学生

生命安全和心理健康。 

（四）教师引导 

寄宿制学校的班主任和生活老师在处置校园欺凌事件的态度和

方法尤为重要，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个同学，不使师生关系因一些细

节产生隔阂，给欺凌者可乘之机。因此，在警惕同学间校园软暴力

欺凌的同时，教师还应注意自身言行，关注学生学习的同时，不能

歧视、疏远成绩不好的同学，要发现每个学生的闪光点，真诚地对

待每个学生，尊重学生，成为学生信赖的人，尽早发现学生的问题，

及时处理软暴力欺凌事件，防患于未然。 

班主任应利用班会、集体活动等机会，密切关注学生的日常学

习生活，提高防范意识，重视起那些被忽视的“同学之间的小摩擦”，

扼杀微小欺凌，把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现象在集体活动中予以提示

和公 讨论，启发学生觉察当前自身可能正在实施或遭受到软暴力

欺凌，避免事态发展。如果在寝室存在较为明显的欺凌事件，生活

老师要及时对欺凌者和被欺凌者进行行为干预，对欺凌者要坚决处

理，予以警示；对被欺凌者进行心理安抚，打消其报复心理，帮助

其走出心理阴影。同时通知双方家长，要引起家长足够的重视，家

校合力及时解决校园欺凌问题。 

 

参考文献： 

[1]杨巧洋.中学校园欺凌行为之个案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

学，2017 

[2]林董怡.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D].杭州：

浙江大学，2018. 

[3]王华强，姚真.初中生校园欺凌：现状、成因及对策——以临

汾市尧都区为例[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8，38（35）：28-30. 

[4]樊鑫.青少年攻击性调查及心理干预研究[D].太原：山西医科

大学，2013. 

[5]曾欣然，汪玥，丁俊浩等.班级欺凌规范与欺凌行为：群体害

怕与同辈压力的中介作用[J].心理学报，2019（8）：935-944. 

[6]郭俊俏，赵必华 .教师支持对 4-9 年级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

影响：学校归属感的中介作用[J].中国特殊教育，2019（1）：74-78. 

[7]周心怡，中学生集体自尊与校园欺凌：集体效能与未来取向

的中介作用[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019. 

作者简介：郭定芳，1982 年 5 月，女，汉族，湖北黄冈人，湖

北华一寄宿学校心理健康成长中心，讲师，硕士研究生，教育心理

学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