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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霸凌问题引发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思考 
李佳璐 

( 哈尔滨师范大学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150025 ) 

摘要：本文以分析校园霸凌的内涵、形成原因和分类为切入点，首先对校园霸凌问题进行概述。其次，结合马克思主义人学理

论中关于人的价值观念的理论，阐述校园霸凌中体现出的人的个性的丧失、人的权利缺失和人的异化的现象。 

在探究上述问题时，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兼顾霸凌者与受害者的研究，将研究对象分别放在学校社会和市民社会这两个社

会中去探究其所形成的两种社会关系。一方面，在分析研究对象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关系时，易发现霸凌行为和被霸凌事件的动因；

另一方面，可以在人学理论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分析霸凌行为对研究对象造成的价值观和行为上的影响。 

最后，通过分析和反思得出，我们不但要推进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学习，让学生以人道主义的立场去理解人学，还要任

课教师对学生加以引导，鼓励学生进行关于人的反思，进而使学生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角色，增强对他人的共情能力和同理心，

以减少校园霸凌事件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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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园霸凌问题概述 

（一）校园霸凌的界定 

在研究校园霸凌问题时，我们首先要弄清楚霸凌、欺凌和暴力

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便于对校园霸凌问题进行更细致的研究。 

首先，霸凌、欺凌和暴力的内涵不同。 

霸凌，是英文“bully”一词的音译，指恃强欺弱者、恶霸。霸

凌是一种有意图或无意图单纯习惯性的攻击性行为，通常会发生在

生理力量、社交力量不对等的学生间。国际上较常接受的是挪威学

者丹奥维斯对霸凌的定义：一个学生长时间并重复地暴露于一个或

多个学生主导的负面行为之下。 

2017 年 11 月 22 日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印发的《加强中小学生欺

凌综合治理方案》中明确了学生欺凌的界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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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此可知，学生之间偶尔的、冲动之下的行为并不能被归类到

上述三种行为中。 

其次，霸凌、欺凌和暴力的程度不同。 

暴力行为通常都是偶发性的，极少是长期、频繁的，且通常规

模较大、受害学生常伴有明显外伤，因此便于区分，所以我们在此

处主要说明欺凌和霸凌之间的程度区别。 

欺凌和霸凌行为的严重程度是逐渐递进的，霸凌行为中，霸凌

者的社会力量和生理力量、霸凌者的行为意图上较欺凌行为都更为

强大、强烈，受害学生通常是一人，在霸凌行为下难以反抗甚至不

敢反抗，因此相较于欺凌行为来讲更难被发现。 

综上所述，校园霸凌是长期性且多发性的事件，且有较强隐蔽

性。 

最后，霸凌、欺凌和暴力之间的联系。 

霸凌、欺凌与暴力之间存在交集，在欺凌与霸凌行为发生频繁

或情节严重时，则可以划分到暴力范畴内，例如欺凌与霸凌所涉及

到的肢体暴力、言语暴力或冷暴力等都是暴力行为的表现形式，且

实施欺凌、霸凌与暴力行为的意图都是给对方造成不同程度的伤

害，这是三者之间的联系。 

（二）校园霸凌的类型 

霸凌行为是多种多样的，产生霸凌行为的主观原因也是多样

的，因此只大致归类是不恰当的。所以本节将从上述两个角度出发

进行分别的归类和分析。 

首先，按照霸凌行为产生的后果是否明显，可以分为直接霸凌

和间接霸凌。 

第一，直接霸凌。这种霸凌行为通常会导致明显的身体或精神

伤害，如对受害学生进行直接的踢、打、骂、拿走别人的东西、推、

挤、吼叫、诅咒、威胁等。2 

第二，间接霸凌。这种霸凌行为不易被人发觉，有较强的隐蔽

性。霸凌学生通常采用编排和散播受害学生不实信息、鼓动其他同

学孤立和排挤受害学生等方式，破坏受害学生的人际关系网，使之

陷入到孤立无援的境地，造成严重的心灵创伤，甚至抑郁。 

其次，从霸凌者的主观原因出发，可以分为征服性霸凌、报复

性霸凌以及早恋型霸凌。 

第一，征服性霸凌。此类霸凌行为的出发点在于霸凌者想通过

这种行为来证明自己在学校或者班级中的地位，它分为以下三种情

况：首先表现在高年级同学对低年级同学的霸凌上，他们通过勒索

财物、恐吓等手段在低年级同学面前树立威信，在恃强凌弱中获得

某种优越感。其次表现在对于成绩优异学生的霸凌，这种霸凌行为

主要来源于霸凌者心中存在的嫉妒与羡慕，认为自己不能拥有的东

西别人拥有了就是错的。最后表现在霸凌者因为家庭原因而形成了

错误的心理认知，导致霸凌行为发生。 

第二，报复性霸凌。其特点是：通常由曾经的被霸凌方发起，

在自身某方面条件发生巨大变化后去反攻击曾经伤害过自己的学

生，这种行为属于霸凌行为的恶性循环。3 

有些学生只报复霸凌过他们的人；而有些学生为了今后不再被

霸凌开始对所有人进行无差别攻击，成为新的霸凌者；还有些学生

因为报复失败而遭受到更为恶劣的霸凌。 

第三，早恋型霸凌。初中时期是学生情感发展的关键阶段，也

是对两性之间开始有了朦胧认知的阶段，许多学生分不清情感之间

的界限而容易早恋。这种霸凌行为顺势滋生，比如某人与自己心仪

的男孩或女孩说话、玩笑，让自己吃了醋，那么自己就应当对那人

进行恐吓、教训，这种类型的霸凌通常是男生霸凌男生、女生霸凌

女生，而且早恋型霸凌在霸凌行为中也十分常见。 

二、校园霸凌问题引起的人的异化 

（一）受害者的异化 

上文提及的霸凌类型中，可以看出校园霸凌的受害者在身体力

量、家庭条件、外貌或性取向上，较欺凌者或其他同学来说均处于

“弱势地位”。学生若因此被其他同学视为异类而遭受霸凌，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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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违背了受害者长期以来接受的有关人道主义的教育，易使受害者

产生一种与原本认知的割裂感，导致自我认同感和个人主体性的丧

失，最终导致自身的异化。 

自我认知扭曲。马克思对作为特定社会群体成员的个人所具有

的某种特殊社会特征的个性做过具体阐述。即把人作为社会人放在

其所属的社会关系中去评价个人的主体性。其中包括个人特殊的心

理特征、社会关系特征和道德精神面貌特征。受害者因上述各类原

因被定为成异类，不被其所处的社会关系所接受，在被霸凌的过程

中会产生对自我认知的扭曲，不再认同群体间人与人在社会特征上

可以存在不同，甚至默认受害者有罪论。若被霸凌学生无法接受及

时的心理疏导或产生自我怀疑而拒绝与人沟通，这种扭曲的认知会

导致学生产生报复心理甚至自杀倾向。 

产生报复心理。作为个人对外部世界独特的主体倾向性的个

性，主要包括个人心理倾向性、社会倾向性和个人对这种倾向性的

追求。报复性心理的产生受被霸凌学生主观意愿的影响，学生先是

对于个人能力、独立自主性、自由自觉性和创造性都无法做出正确

的评估，在处理与他人和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也失去了积极的能动

性。由此产生的自我否定感和怨恨感使部分受害学生将报复心理转

化为报复行动，即又将自己变为新一轮的霸凌者。这不仅形成了霸

凌与被霸凌的恶性循环，而且对社会也具有难以估计的危害。 

（二）霸凌者的异化 

霸凌者可分为实施者和旁观者。实施者为了满足内心扭曲的优

越感，蓄意在校园中建立等级制度，主动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进

行直接或间接的霸凌，剥夺了人人平等的权利，侵害了同学们的人

权。而旁观者出于同侪压力，不敢为被霸凌者申张正义，害怕自己

成为下一个被霸凌的对象，这体现出了旁观者对于社会规则和人权

的漠视。 

崇拜暴力。对霸凌实施者来说，马克思主义人学所提倡的尊重

与自由无法唤起他们的同理心。从人的本质来看，人之所以为人，

是因为人的本质是从根本上区别于动物的，动物会遵循本能去争夺

与厮杀，而人是在实践与反思中生存下去的。人本该凭借自己的主

观能动性去创造一个属人的美好的世界，现今却反过来被原始暴力

带来的感官刺激支配。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利己主义。对于旁观者而言，不参与霸凌行为就等同于没有对

他人进行霸凌，这是一种典型的自我欺骗机制。理想的人性与现实

世界的非人性的外表，是一切人道主义的隐蔽的本源。4 从人的本性

来说，人虽然受肉体组织以及各种原初类条件的制约，但人的意志

永远是自由的，我们不提倡以暴制暴，但旁观者可以采取其他方式

去帮助被霸凌的同学，懦弱或许才是恶的源头。这种冷漠的无动于

衷，是人的本性的异化。 

三、校园霸凌问题引发的关于人的价值观的反思 

（一）校园霸凌中人的个性的丧失 

人类特性向动物类特性趋近。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从人的一般类

特性或类本质上进行规定的。人的类本质使人类能够进行自由自觉

的活动，人可以依照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

也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同时，这也体现出了人的必然性，即必

须追求和实现这种主体性，否则，人将沦为动物。在校园霸凌问题

中，霸凌者违背了作为人的主体性，他们依靠暴力手段刺激自己头

脑中的奖赏回路以获取满足感，将美好的属人的世界改造为消极的

属人的世界。这种依靠动物本能愉悦自己的方式体现出的是人性在

向动物性趋近；被霸凌者丧失了主体性，他的思想和行为都受到了

不公正的限制，因此无法进行自由自觉的活动，遑论成为建立自己

的理想世界的主体。 

人的个性被暴力抹杀。从个人和他人、社会的区别来理解，人

的个性是指人的特殊性，指的是单个人的本质。人的个性体现在唯

一性、不可重复性、独特性和不可取代性、自我性。它表明每个人

都是不可被取代的、独一无二的人。而在霸凌事件中，他们所表现

出的个性和独特性被打压、作为人的尊严被践踏，被霸凌者不再被

看作是值得尊重的人，作为人的独特性也随之丧失。 

（二）校园霸凌中人的权利的缺失 

从人的类本质来看，人权应该包含人作为人类所拥有的一般权

利。这是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强调人人都有作为人的尊严

和价值，都有实现人性的自由。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好恶

去霸凌他人，霸凌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违背公平与尊严的违法行为，

它侵害的是人作为人应有的一般权利，会使人模糊自己作为人的独

立意识，进一步沦为霸凌者的猎物。 

从人和社会的关系来看，马克思认为，人不仅是类存在物，更

是社会存在物，人是什么样的，是与社会关系的状况一致的，人的

社会权利是什么样的，是与他所处的社会关系的状况是一致的。5

校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学生之间的关系就表现为特殊的社会关

系。而霸凌问题的发生，正是霸凌者意图在校园社会中建立起等级

秩序，学生之间就会形成不平等的等级社会关系。被霸凌者在这种

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制约下，自身的权利也会相应的被削减，更有

甚者会被剥夺生命权。 

从作为有个性的个人来看，人权还包括每个人作为个人应该享

有的个别权利，如独立自主权。学生一旦成为被霸凌的对象，他们

就成为了霸凌者的附属品，他们的一切实践活动都需要遵守霸凌者

的喜好，即在被霸凌的阶段中，学生的现实生活都被人支配、受人

约束。这样一来，被霸凌者无法按照自己的规划独立自主的发展自

己，因此作为人的个别权利也难以实现。 

四、结语 

校园霸凌问题背后，映射出的是物质条件日益丰富的情况下人

的经济水平与精神层次不对等的现象。精神层面的匮乏与空虚，使

人的异化与人的价值观扭曲的情况更为明显。在霸凌事件中，霸凌

者与被霸凌者倾向于遵从动物性本能来支配自身的行为，即不同程

度的失去了自己作为有能动性的人的权利和价值追求，迷失了自己

的类本质。因此，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人学教育时，不仅要重视理论

学习，还要重视对同学们的引导，让学生自觉地在学习中对人与他

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行思考。这样既可以更好的认识

到实践着的人在世界中所处的地位，又可以培养学生的共情能力与

同理心，减少校园霸凌事件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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