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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现象及干预治理研究 
◆陈  思 

（云南省工会共青团妇联干部学校  650032） 

 
摘要：虽然我国目前整体的教育环境呈现出健康良性发展的态势，但仍

然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因素。校园欺凌现象在中小学校园内时有发生，

这不仅会给事件双方的学生都造成不利影响，更会影响校方形象，甚至

威胁到社会风气的构建。因此，本文就围绕着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现象

及其相应的干预治理措施进行相关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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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越发频繁的校园欺凌事件已严重影响
到我国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与人际关系处理，并由此成为了受到
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为了有效改善这种情况，我国接连出
台了多项通知、意见与治理方案，以不断严格规范对中小学校园
欺凌管理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并促使各校方依据自身具体状
况来构建出校园欺凌监管与治理的系统，以尽可能地避免校园欺
凌现象的产生。教育工作者应该正确认知到校园欺凌的危害以及
成因，并以此来建立起更为完备的预防机制，给学生的健康成长
提供安全舒适的教育环境。 

一、校园欺凌现象的危害 
1.对被欺凌者的危害 
校园欺凌对被欺凌者造成的危害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

面是身体损伤。依据欺凌者所使用手段的差异，被欺凌者所面对
的身体伤害也从四肢淤肿、牙齿断裂、失明、甚至于到下身永久
性瘫痪等程度不等。另外就是心理伤害。被欺凌者会在欺凌现象
发生后对融入人群感到恐惧，出现极强的排他感，并长久性的处
于消极、紧张与恐惧的心理状态，甚至于被诱发出自残自杀倾向
[1]。在极端的心灵冲击下，他们的精神状况也会由此出现不安定
因素。有些受害者会产生报复心理，并对其他人造成伤害。 

2.对欺凌者的危害 
在欺凌现象产生后，欺凌者需要根据自己所造成伤害的严重

程度来承担相应的学校处罚或者刑事责任。但多数欺凌者并未因
为接受处分而转变思想态度，反而容易走上极端，甚至于直接加
入社会上的暴力组织，以通过暴力行为来发泄自身的狂躁与不
满。这一部分人难以进行正常的人际交往，只能游走于社会道德
法律的边界。 

3.对学校和社会的危害 
校园欺凌现象所产生的危害是极为长久的，当一所学校内部

产生欺凌行为，学生就会对身边的人群产生恐惧心理，并加深对
校方以及他人的不信任感。而另一方面，部分学生容易因为追求
刺激而模仿欺凌者的言行，甚至于直接造成更多欺凌现象的产
生。 

二、校园欺凌现象的成因 
1.家庭教育的缺失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家长的言行会直接影响到学生思

维方式以及行为模式的形成。然而当下的部分家长过于追求物质
生活水平的提升而忽视了对孩子的陪伴和关爱，并且采用不当的
教育方式来管理自己的孩子。父母要求孩子必须按照自己的引导
与心意行事，一旦孩子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部分家长就会采取
极端的暴力行为来迫使孩子遵从自己的意见。在这样的家庭氛围
中，学生身体里的暴力因子也会随之被诱发出来，甚至于直接反
馈到其他人身上。另一方面，部分家长由于缺失陪伴而产生愧疚
的心理，孩子无论提出什么要求他们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进行满
足，而当孩子出现错误行为，他们也由于过于溺爱而不及时进行
修正。长此以往，学生就会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分享与相
处的意义。 

2.学校法律道德和心理教育环节薄弱 
在当下，部分学校仍然遵循着应试性的教育理念，将一切精

力与教学资源都投入到提升学生的考试成绩上，却忽视了对学生
法制观念的培养以及心理健康的教育疏导。校方领导更加重视文
化类课程的教学安排，也并未 设相应的法律以及心理课程。致

使整个学校环境中并未形成相应的教学氛围。 
3.司法的缺位 
在目前的刑法领域，判定犯罪行为危害性的依据仍主要是生

理损害程度。而实质上，某些欺凌行为给被欺凌者造成的心理伤
害已经远远超越了身体损伤，甚至于直接影响到学生一生的成长
发展。 

三、中小学校园欺凌现象的干预治理策略 
1.重视家庭教育 
在日常生活中，家长需要重视家庭教育的关键作用，并主动

构建起和谐的家庭氛围。家长需要给予孩子充分的关注与照料，
定期与孩子进行沟通，以及时了解孩子的 新观念与想法，并根
据子女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引导。当欺凌现象已经产生时，家长需
要让孩子明白伤害别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处罚。而当孩子面对欺
凌，家长需要以足够的耐心和关爱来引导学生走出恐惧，并积极
与校方、教师联系，商讨处理措施，以帮助孩子走出困境。 

2.增强法制教育与心理疏导 
学校教育对学生的成长发展也同样具有着关键的引领作用。

校方需要重视法制道德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积极作用，并适当
设相关课程、讲座，以帮助学生掌握法律法规常识，对国家法

律系统形成一个较为明确的认知，并以正确的态度来面对生活当
中的各种问题。校方需要通过各种形式来构建起法制与心理教育
的文化氛围，比如举办法律常识问答比赛，法制社会演讲比赛，
邀请社会法制专家进行专业讲座，在校园内 设专门的心理辅导
课程等等。除此之外，校方还应设置专门的后勤部门在学校内部
进行巡视，一旦出现欺凌现象便第一时间采取治理措施，以防止
事态扩大。 

3.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确认刑事责任的唯一标准不能只是被欺凌者的鉴定伤残等

级，更要参考欺凌者的主观恶性[2]。司法部门还应根据我国的具
体情况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保障学生的人权与人身安全。 

总而言之，针对校园欺凌现象，家长与校方都需要提高警惕，
在日常生活学习中渗透合理的教育理念，以尽可能地避免此种情
况的发生与拓展。国家也应该不断完善法制建设，以为学生的健
康成长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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