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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未成年人保护法视角下面对校园欺凌

中职教师的态度与应对研究

秦自成

曲靖技师学院 云南 曲靖 655000

【摘 要】：校园欺凌屡屡发生，关注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成长，研究以中职学校校园欺凌，结合曲靖高级技工学校相关真

实案例，利用调查数据，分析校园欺凌的成因、类型及影响因素，从校园欺凌现象入手，解读新修订的未成人年保护法，把

新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等职业学校校园欺凌有机结合，让新未成年人保护法成为反校园欺凌的一把利剑，重点研究中职教师

面对校园欺凌的态度和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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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越来越多，依然引起社会的关

注，随着校园欺凌事件愈演愈烈，受害者幼小心灵被灼伤，

充满疼痛的青春，一些施暴者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很多

案件触目惊心，令人痛心疾首，扼腕叹息之余，游荡在人间

的“小恶魔”谁来管。谁来保护少年的你，面对这样的问题，

我有了专门研究中职学校校园欺凌问题的初衷，中等职业学

校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刚刚面临中考失利，阵痛未消，

经历了人生的挫败，伤口未愈，之前形成的不良行为习惯，

学习成绩都不甚理想，心理问题较为严重，比如自卑、不自

信，可能会出现厌学自弃、逃学逃课的情况，打架斗殴的事

情时有发生，其中一部分因此辍学，踏入社会浪迹江湖，凡

此种种都可能成为校园欺凌的种子。

1 关于本课题的几点说明

本课题以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为研究对象，初中和高中学

生不在此研究范围，笔者以职教园区的 4 所中职学校、1所

技工学校、2 所高职院校为样本，重点研究中职学生这个群

体，关注中职教师对于校园欺凌的态度，以新未成年人保护

法为依托，重点探究中职教师面对校园欺凌的态度，寻求构

建中职学校校园欺凌的预防和应对体系。

本课题的经验材料来源有两类。第一类是课题组于

2020-2021 年对中职老师和学生的观察和访谈；第二类是课

题组于 2020-2021年对中职老师和学生的问卷调查和结果分

析；第三类是课题组于 2020-2021年收集的其他相关材料。

后文引用时，第一类材料编号为 F，第二类材料编号为 W，

第三类材料编号为 Q。在本次采样学生中，男生 120 名，女

生 180名；一年级 188 名，二年级 112 名，平均年龄在 14-20

岁，平均年龄 17岁。在本次采样教师中，男性教师有 57 人，

女性教师有 43人；初级职称有 38 人，中级职称有 41 人，

高级职称有 21 人，年龄在 24-54 岁，平均年龄在 39 岁。在

第一类材料中，针对中职教师的访谈录 12 份，针对中学生

的访谈录 16 份，召开教师座谈会 2次，学生座谈会 5 次，

在第二类材料中，发放学生调查问卷 300 份，收回 298 份，

回收率为 99.3％；发放老师调查问卷 100 份，收回 97 份，

回收率为 97％。在第三类材料中，收集案例材料两份：麒麟

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云 0302 民初 2584 号）一

份和麒麟区人民检察院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书（麒检未检刑不

诉〔2018〕11 号）一份，曲靖某技工学校德育量化考核表、

学生守则、中职学校学生公约和课题研讨会议记录。分析材

料时作者发现，学生校园欺凌的成因比较明确，被欺凌对象

的群体特征也很具体，教师对于校园欺凌的认知比较统一，

对于校园欺凌的关注度高，态度一致。详细的数据分析，中

职学校校园欺凌的类型和成因，中职教师对于校园欺凌的态

度与应对将在正文展开。

2 案例导入

2015年 12 月 22日晚上 9 点，曲靖某技工学校铁路客运

服务 1 班学生解某晚自习下课回到宿舍后，与同班同学柴某

因前两天关窗户问题发生口角，柴某便纠集何某、钱某和永

某将解某叫到宿舍里，之后关起宿舍门并强行搜走解某的手

机，柴某带头，四人轮番对柴某进行撕扯、羞辱、殴打，该

行为一直持续到凌晨 12 点多，让解某受尽了折磨和侮辱，

解某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从二楼 203 号宿舍窗户跳下。曲

靖某技工学校值周组长和辅导员发现后，及时联系车辆将解

某送往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并及时打电话通知了谢某

家长。后经医院诊断：解某左胫、腓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右

胫骨远端骨骺分离；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面部及左腕背部

刀伤并肌腱断裂。该案后经麒麟区人民法院审理，法院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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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造成

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本案中解某和柴某因关

窗户的琐事发生言语冲突，产生矛盾，两人未能正确处理，

演变为柴某纠集其他三位同学对解某实施侮辱、殴打，致使

解某从 203宿舍的窗户跳下受伤。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

度，由原告解某自负 10％责任即 9339 元，被告曲靖某技工

学校承担 30％责任即 28017.17 元，被告柴某承担 30％责任

28017.17 元，其余三被告何某、钱某和永某分别承担 10％责

任即 9339元。因事发时被告柴某、何某、钱某和永某尚不

满 18周岁，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所承担的侵权责任

应当由其法定代理人赔偿。

在此案件中，仅仅因为一点学习中的琐细之事，发展为

同学之间的拳脚相加，导致了解某的重伤住院，中等职业学

校校园欺凌现象可见一斑。如果细化到各地，在这些案件中，

中职学校的学生占到了非常大的比例，这个与我国的职业教

育现状和中职学生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密切相关，中职学校的

校园欺凌问题由此展开。

3 中职学校校园欺凌的成因和类型

3.1 中职学校校园欺凌的成因

3.1.1 中职学生群体的特征

有针对中职校园欺凌的现状研究表明，中职校园欺凌的

检出率较高，校园欺凌现象较为普遍。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心

理认知水平低，人际关系比较敏感，容易产生敌对心理。学

生在专业课学习和纪律性培养偏弱，刚刚经历了初中阶段的

挫败，处于自我评价低，日常行为偏激，孩子过分的要求，

家长非理性地给予满足，形成了孩子自私、易怒和脆弱的性

格。随着中考失利，孩子的日常生活、学习交友、人生价值

均出现偏颇，第一次人生的滑铁卢，堕入谷底一蹶不振，成

为世人眼中的另类。来到了中等职业院校后，心智不成熟，

盲目攀比，将自己的不满发泄到他人身上，通过哗众取宠、

反向人格等来掩饰自己的自卑。面对校园欺凌的时候，部分

同学胆小懦弱只能躲避退让，最终却只能成为无辜受害者，

软弱的人一旦发起狠来，可能不计后果，鱼死网破，以暴制

暴。因为“看对方不爽”“觉得对方太拽”和其他一些琐事

引发的校园欺凌，在 F 类材料中，有 25 名学生，在W 类材

料中占 75%；因为早恋或异性交往产生冲突引发的校园欺凌，

在 F 类材料中，有 28 名学生，在W 类材料中占 85%；因为

胆子小、内向而遭受欺凌，在 F 类材料中，有 22 名学生，

在 W类材料中占 77%。

3.1.2 职业院校教育的无奈

中等职业院校教学管理、学生培养都具有自身的特色，

除了完成文化基础课、专业课、实训课的学习后，学生个人

业余时间较多。随着智能手机的使用，学生中的低头一族，

极易出现厌学情绪，上演逃学威龙。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的

野蛮生长，方兴未艾，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有着根深蒂固的

偏见，还有对教师要求的“圣人”标准，卑微的教中职教师

“跪下了”，中职教师缺乏社会认同和尊重，丢失职业荣誉

感，伴有严重的职业倦怠，对班级里行为习惯较差的学生，

漠不关心，早点“送瘟神”，明哲保身的心态，反正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中等职业院校教师和学生相爱相杀、疏远对立，

师生关系势如水火，更加不利于学生的成长。

3.1.3家庭生活环境的影响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家庭的港湾是学生生活主要

场所，不和谐的家庭氛围和简单粗暴的教养方法都是滋生欺

凌和暴力的温床。中等职业院校的学生，大都是独生子女，

“中国 421”的家庭结构形式，过去的俗话说“穷人家的孩

子早当家”，现在的俗话说“穷汉养娇子”（此处并没有恶

意也没有阶层歧视），这样的家庭使得 1个孩子处于 6 个成

年人浓浓关爱的包围中，使得孩子被有意无意过度溺爱。根

据笔者的调研，中等职业院校问题学生的家庭有以下几类：

要么父母离异、或者父母关系紧张、父母与子女长期缺乏交

流、也有隔代抚养、大量留守儿童、父母对子女无法管教等。

中职学生这个群体中有的缺乏亲情和关爱，监护教育失位，

父母的放任不管，孩子自生自灭，一旦结交不良朋友，沾染

上不良的习气，养成不好的习惯，崇尚江湖义气，崇尚暴力，

在日常学习生活中稍有不顺就条件反射般热血上涌。

3.1.4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蚀

中职学生不经意间就被潜移默化，主流价值观被淡化，

三观崩塌，价值一些暴力文化的侵染，极易引起中职学生的

效仿，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未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

中职学生不光早熟，甚至于过早踏入夜总会、高端会所等社

交场所，物欲横流，过早的放逐自己，沉沦堕落，不在意公

序良俗，违背良心，最后可能触犯法律，滑向犯罪的深渊。

笔者在一次幼教专业的德育课上，对全班女生做了一个粗略

的统计，大多数同学理想的职业就是成为一名网红，这样一

群处在拔节孕穗期的小女生，眼睛里写满了对金钱名利的憧

憬，追求物质没有错但是她们急功近利的心态让人堪忧，这

是一个充斥着浮躁和娱乐的年代，她们娇美青春的容颜之下

暗潮涌动，毒树之果已经在一个豆蔻年华里潜滋暗长。

3.2中职学校校园欺凌的类型

3.2.1言语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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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言语欺凌呢？语言暴力的杀伤力在当今社会表

现的尤为突出，言语欺凌，主要运用语言的方式对他人进行

侮辱、谩骂或嘲笑，有很多的表现形式，一类基本形式是戏

谑性取绰号、脏话辱骂、狠话恐吓、粗言秽语；另外一类是

通过虚构事实、流言蜚语，手机网络散播谣言、集中跟帖网

络谩骂、恶语相向暴力威胁等。言语欺凌的危害是隐性的，

言语欺凌是当前校园欺凌的常见形式，以让人产生负面情绪

为开始，日积月累，让受害者不堪重负，演化为心理畸变进

而产生精神类疾病，在这个漫长的潜伏期，情绪小感冒发生

癌变，据笔者研究表明，遭受过言语欺凌，长期处于语言暴

力的受害者，伴随出现内向自卑、敏感多疑、逃学厌世、自

残自杀等倾向。言语欺凌虽然肉眼看不到，一旦爆发会如蝴

蝶效应般产生连锁反应，一个学生是学校的千分之一，却是

一个家庭的全部，言语欺凌的危害如同吹绉一池出水的风，

如同击破水中一轮明月的石头，并且这样的伤害还会如涟漪

一般晕印扩散。

3.2.2 身体欺凌

什么是身体欺凌呢？以肢体接触和肢体侵犯为主，它是

一种显性欺凌，很容易察觉和发现，应该作为重点预防的欺

凌形态，变现形式比较单一，具体包括但不限于肢体挑衅、

刻意推搡、制造摩擦，拳脚相加、借助棍棒和管制刀具等。

因为身体欺凌的重要危害，成为目前校园欺凌类型中最为严

重的欺凌形态，造成轻伤乃至重大人身伤害，更为严重的触

犯刑法构成犯罪，故意毁坏财物，故意致人重伤或者致人死

亡等。在校园欺凌的类型中，尤其以身体欺凌为甚，欺凌者

不以为意，炫耀之情溢于言表，不知法而犯法，丝毫没有意

识到错误，毫无悔改之意。在 F 类材料中，有 21 名受访的

学生不会告诉老师和家长，选择沉默或者自己解决，在 W 类

材料中，有 69%的学生选择不会告诉老师和家长，愿意沉默

或者自己解决。校园欺凌具有反复性，校园欺凌行为长期存

在，多发于隐蔽之处，在 F 类材料中，大多数的受访者都认

为，在 W类材料中，有近 90%的学生认为，在厕所、楼道、

天台等学校的监控盲区，是校园欺凌的高发场所。校园欺凌

的伤害持续性和并发性，如果学校不能及时发现遭受欺凌的

学生并及时介入，那么被欺凌的学生伤口会持续撕裂、突变，

可能出现创伤后应激反应和人格障碍，抑郁厌世、自残自杀，

或者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愤怒厌世、报复社会，这群小大人

越来越早熟，我国的教育、政府、法律和社会需要及时做出

反应和统筹，因为我们的孩子偶尔为让我们猝不及防。

3.2.3 关系欺凌

什么是关系欺凌呢？青春期的女生之间的关系比较暧

昧，也更为复杂，往往伴随言语欺凌，具体表现为女生之间

的失恋而造谣诽谤，因为嫉妒而含沙射影，小团体意识较重，

孤立他人，总之三个女生一台戏，这种关系欺凌就是一部微

缩版的宫斗剧，关系欺凌往往是校园欺凌的源头，可能逐渐

升级为其他形态的欺凌。

3.2.4网络欺凌

随着互联网发展和自媒体的到来，笔者认为网络喷子、

键盘侠、杠精和精日分子等也可能会涉及网络欺凌，网络欺

凌大有滋生蔓延之势，因为网络本身具有的隐蔽性和监管的

难度，使得网络欺凌无处不在，事前预防困难，追责和收集

证据环节的专业性要求高，维权成本高，预防网络欺凌显得

举步维艰，网络欺凌是校园欺凌中一个崭新的命题。

4 新未成年人保护法视角下面对校园欺凌中职教师

的态度与应对

课程思政，做一个反校园欺凌的先行者。面对校园欺凌，

中职教师要敢为天下先、功成不必在我，树立课程思政理念，

坚持“三全育人”，提升学生思想道德水平，因为道德价值

观、内疚感的缺失对网络欺凌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在中职

德育课堂上开设身体欺凌、言语欺凌、网络欺凌和关系欺凌

相关的主题模块，让中职学生了解校园欺凌的危害，不做施

暴者，能自保也能保护他人，培养价值认同感，践行社会主

义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中国精神，遵守法律法

规。教师要加强宣传，充分引导学生利用黑板报、橱窗、校

园广播等主阵地宣传园欺凌行为的危害和自我保护，让学生

不做欺凌之事，不当欺凌之人。

润物无声，做一个言语欺凌的话事人。道德经里有云：

美言可以市尊，美言可以加行。语言是一门说话的艺术，是

人们沟通情感、表达情绪和传递信息的桥梁，优美的语言艺

术可以化解尴尬，消除隔阂，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充满

善意，增进爱和信任。在本次课题研究中，发现言语欺凌中

职学校最普遍的欺凌形态，关注同学之间的嬉戏打闹、飚段

子的戏谑之言，应及时干预和制止爆粗口、恶意辱骂的情况，

消除同学间的小口角，净化校园语言环境。正所谓随风潜入

夜，润物细无声，提升教师语言素养，在公共课程的教学中，

重视加强学生口语表达能力，情景对话模拟，训练说话技巧，

净化语言环境。利用主题班会开展“文明用语，规范用语”，

培养反言语欺凌意识，充分利用好学生会和社团，加强对言

语欺凌的宣传，传递真善美的正能量，规范课堂语言环境，

抵制假丑恶的负能量，关心爱护学生，多使用正性语言，不

使用负性语言，杜绝歧视、拒绝侮辱，不要讽刺挖苦学生。

据本次调查，在 F 类材料中，有 3 名受访的学生表示受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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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语言暴力，在 W类材料中，有 5%的学生表示遇到过

教师过激的话语，且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心理伤害。

网海无边，做一个网络欺凌的摆渡人。本次调查在 F 类

材料中，有 4名受访的学生表示受到过网络欺凌，在 W 类材

料中，有 10%的学生表示受到过网络欺凌，网络欺凌辐射范

围广且较为隐蔽，难以预防，中职学校网络欺凌需防微杜渐，

追本溯源，坚持依法治校，遵守法律法规，打造智慧校园建

立网络安全制度，加强对校园网络的监管，培养学生网络道

德。保护学生个人隐私，文明上网安全上网，保护个人信息

安全，净化网络空间。以曲靖某技师学院为例，建立手机暂

管制度，未经学校允许，在周一至周五学生不得将手机带入

课堂，凡带入学校的由班主任会同学生科统一管理。

授业解惑，做一个反校园欺凌的主持人。中职教师在反

校园欺凌中应扮演好主持人，主是一种能力，持是一种技巧，

人是一种情怀。人需要有信仰，信仰需要有人捍卫，中职教

师不应该只做一个程序正确明哲保身的旁观者，也不能两手

一摊做一个貌似已经尽力的无辜者，中职教师就应该冲在反

校园欺凌的第一线，身先士卒、敢作为、能作为，做一个反

校园欺凌的传道者、殉道者，守住教育的道。不让自己成为

下一个受害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更不要让自己被旁观，

做一个反校园欺凌的斗士。

中职学校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校园欺凌的

防治重点，反校园欺凌中职教师要敢于亮剑，避免校园欺凌

的悲剧上演，为中职学生这一特殊群体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在他们艰难的拔节孕穗期也能有阳光雨露。在大力发展

职业教育的背景下，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部崭新的未成年

人保护法，一部新时代的法律就是一剂预防药，也是一服镇

痛药。呵护每一个少年，让青春充满阳光，国家已经回应，

教师正在行动，社会也有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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