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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同视角下校园欺凌行为成因及对策研究 
◆赵凤娟 

（江门市新会机电职业技术学校  529100） 

 
摘要：随着社会发展，校园欺凌的特点和方式也发生着惊人的变化，从

言语欺凌、行为欺凌到现在所谓的“心灵欺凌”上，其所产生的影响更

加的广泛、传播速度也更加的快速。现如今的校园欺凌事件的后果和代

价越来越大，从欺凌行为上升到刑事责任的犯罪。让更多的家庭无法承

受欺凌的后果，无论是欺凌者还是被欺凌者的家庭。本文对此问题进行

探究，以期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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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校园欺凌，即以强欺弱，以大压小。近年来，在某些校
园里个别学生以强欺弱，以大压小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校园欺
凌不仅对被欺凌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侵害，也极大地破坏了
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侵蚀了健康和谐的校园文化。如何防范和
有效制止学生欺凌，我就这一问题产生的成因进行了分析与思
考，并通过自己的实践总结了一些应对之策与大家共享。 

1.校园欺凌现象成因分析 
根据调查和研究，我认为产生校园欺凌的重要原因涉及到方

方面面，主要有以下几种因素: 
一是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缺失。在现实生活中，中职学生往

往会在交往需要与是非善恶之间产生迷惘，引起心理冲突;在人
生需要与人生目标之间产生矛盾引起心理压力；在升学压力与学
习能力之间产生矛盾，引起心理对抗。这些矛盾激化的结果，容
易导致中职学生的心理障碍与暴力倾向。 

二是学生文化营养的失衡。有些中职学依然盛行应试教育，
学校关心的只是考试成绩，所有德育美育都沦为次要，学生变成
读书考试的机器，教师很少有关怀学生品德的时间。当前，某些
影视片对欺凌、暴力场面的过度渲染，也强化了某些学生的欺凌
意识。 

三是教师关爱教育的欠缺。对于问题学生，有些教师不去主
动接近学生，满腔热情的关爱他们，而是用简单生硬的办法压服
他们，或者孤立歧视他们，或者向家长告状。表面上似乎有些效
果，其实学生口服心不服，在心灵深处种下仇恨的种子，有些学
生由惧怕、压抑过渡到对抗，最后导致学生发生暴力事件。 

四是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社会竞争十分激烈，家长们认为
“好汉不吃眼前亏”，胜者为王，只有处处占上风，才能更好地
立足于社会。这在思想意识上对子女的欺凌行为起怂恿和默许的
作用，从而间接导致欺凌现象的增多。社会上帮派的“哥们”义
气，初中学生由于年龄的特点，会产生盲目崇拜，从而产生欺凌
他人的现象。 

另外，就被欺凌的学生而言，也有在性格方面的明显弱点。
有些学生性格懦弱，逆来顺受，缺乏同学之间的灵活应对能力，
有些学生性格孤僻，不合群，又对同学的言行过分敏感，这是被
欺凌者主观方面的原因。 

2.校园欺凌现象的防范对策 
长期的教育经验告诉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息的多元化，

仅靠空洞的说教来应对学生欺凌是苍白无力的，它需要全社会的
共同努力，才能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下面，笔者结合自己的实
践来谈一些对策和方法。 

2.1 树立正确教育导向，营造健康的成长环境。 
学校要定期召开家长会、班主任会、教师会教育家长、老师

从现在做起，用自己的言行诠释“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
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规范，争做孩子们的榜样，努
力为学生营造一个积极、健康、向上的成长环境。充分利用主题
班会、黑板报广播等组织形式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学习，让学生懂
得相应的法律知识，学会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言行，为将来走上社
会打下良好的基础。对于被欺凌的学生，学校可以采取集中培训，
教育他们学会基本的防范本领，学会找老师帮忙，而不是以武力
来解决。 

2.2 培养学生健全心理，提高学生社会适应能力。 

一个人的健康成长，心理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摆正心态，
与人为善，接受他人，不孤立自己，自尊、自爱、自强，同时也
要宽容、体谅、理解，这些都是减少欺凌现象的心理基础。只有
在这个基础上，一个人才有可能更好地面对和适应纷繁复杂的社
会。因此，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健全学生完善的人格，已刻
不容缓。对于那些常遭欺凌的学生来说，心理上的弱势常常在遇
到挫折时，变得自卑自怜、排斥自我，心里常有“我不行”的感
觉，对于这种学生应教育他们不自暴自弃，不放纵自我，不践踏
自我，要坚韧、自信，面对挫折要越挫越奋。 

2.3 注重家校联合，有效防范学生欺凌现象。 
校园欺凌现象的防范不能只局限在校园内，而应是学校、家

庭、社会三位一体。家长要保持与教师的沟通联系，了解孩子近
期内的发展变化，注意孩子的情感波动，同时家长也要增强自身
素质的提高，在面对孩子的错误行为时，不能以暴制暴，要以理
性的态度去教导孩子，或与学校共同解决。教师要与班里的学生
家长保持经常性的全程联系，加强交流沟通。同时，也要培训家
长正确教育子女，当孩子们遭遇暴力行为，不要沉默，不要以暴
制暴，要迅速报告学校，共同解决。 

2.4 强化法制教育，打击不良文化。 
利用学生显而易见的方式宣传法律知识，如组织主题班会、

抵制欺凌征文活动等，让学生懂得欺凌行为的严重危害，增强法
律意识，学会运用恰当的法律知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不是
以暴力解决一切。同时社会也要打击不良文化，对宣传暴力、色
情的商业品进行查处、惩治，消除暴力文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
围。全社会行动起来，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消除暴力文化，黑
社会帮派对学生的影响，加强社会公德，中华美德教育，积极开
展公益活动，努力建设文明和谐社会。 

校园欺凌不仅仅是一个学校一个地方的教育问题，它是一个
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齐抓共管。只要我们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全
社会共同携手，关注校园欺凌现象，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就
能有效遏制学生之间的相互欺凌，我们的学生才会健康成长，我
们的校园才会更平安，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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