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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园欺凌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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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也是影响教育领域乃至全社会的'痼疾($基于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发

生的复杂性与多源性特征"笔者认为"当前中小学校园欺凌治理面临困境主要体现在欺凌发生的隐蔽特性+防治欺凌法律决

策的两难境地+传统观念对欺凌的偏颇认识和科技发展的'纵容(等几个方面$因此"树立正确的防欺凌观"建立以教师+校内

外安全监察员+家长和社会公民为一体的防欺凌'安全链(!净化网络环境+实行网络行为责任制!加强法制建设+健全制裁欺

凌法律法规"以及推广共赢文化+营造合作的社会风气则成为校园欺凌治理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校园欺凌!欺凌者!受害者!欺凌行为!校园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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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小学校园内部发生的学生之间的暴

力事件层出不穷"关于这一现象的报道也屡见报端"

中小学校园欺凌%

:L0((-P)--

<

2+

>

&越来越成为人们

关注的对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欺凌%

P)--

<

2+

>

&2 达

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被称为欺凌2 是什么原因诱发了

欺凌行为2 目前预防欺凌行为发生的困境在哪里2

社会各个部门针对欺凌应该怎么做2 本文主要针对

以上问题进行论述$

一$什么是校园欺凌*

要理解什么是校园欺凌"首先要理解什么是欺

凌$关于欺凌的界定"国外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争

议"以下笔者就欺凌几种比较典型的定义进行简要

梳理$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首先"各种定义是从不同角

度进行定义的#有的定义是从欺凌者%

P)--24:

&的角

度出发的%如
62LW4*:(+

等&!有的定义是从受害者

的视角来界定的%如
]-Q4):

和
T,3?

&!还有的定

义是将欺凌作为一种现象来描述的%如
/72;0

"

/0,*

J

&$其次"对欺凌定义的内涵和外延的程度是

不一样的#

]-Q4):

和
62LW4*:(+

等人的定义比较一

致"都表明了受害者承受的有目的的+持续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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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丽华给出的定义也属于这一类!相比而言"

/72;0

和
/0,*

J

的定义就比较宽泛了"将
]-Q4):

等人的

定义都包含了进去$根据形式逻辑的规定"概念的

内涵与外延是反比律关系"因此"

/72;0

和
/0,*

J

的

定义相较于
]-Q4):

"外延延伸的比较广泛"但其内

涵就相对模糊了"中国的研究者管晓静做出的定义

也属于这一类!

T,3?

则相反"将欺凌仅仅描述为对

身体的伤害"内涵很清晰"但相对是一个狭义的

概念$

表
#

!

"欺凌#的几种定义

研究者 定义

修饰定义

的形容词

或副词

]-Q4):

一个或多个学生被反复地

持续 施 加 负 面 影 响 的

行为,

#

-

Z4

J

4,;4M-

<

/72;0

"

/0,*

J

惯常的暴力,

!

-

/

<

:;47,;2L,-

62LW4*:(+

"

T4-4

"

G*2+L2(;;,

一种故意的+持续的伤害别

人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经

常会导致被伤害者在心理

和学业上的问题,

&

-

O+;4+;2(+,--

<

"

L(+;2+)():-

<

T,3?

身体的伤害,

B

-

G0

<

:2L,-

管晓静
发生 在 校 园 内 的 暴 力

行为,

D

-

000

佟丽华

发生在学校以及学校周边

地区"由老师+同学和校外

人员针对学生身体和精神

实施的达到某种程度的侵

害行为,

C

-

000

辩证的来看"定义不一致并不能说明他们之间

没有共同点"以上几个定义其实都隐含了共同的条

件#欺凌者+受害者以及欺凌行为造成的后果$有了

这几个必备要素"外加一些描述欺凌行为的限制性

条件"关于欺凌的定义"想必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

的界定$

二$中小学校园欺凌产生的原因

中小学校园欺凌是一种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存在

的问题$传统的看法经常把中小学校园欺凌看作是

强势的学生对弱小的学生施加的攻击性行为,

$

-

!然

而要是对欺凌者+受害者和旁观者等不同角色的仔

细考察"我们会发现有时候欺凌者的欺凌行为会被

及时制止"但有时候其行为除了不被周围人谴责和

加以制止"反而会被鼓励+崇拜+模仿,

%

-

$因此"校园

欺凌发生的原因要比表面上复杂得多$笔者认为"

引发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的原因总体上分两大类#

第一类是个体自身原因!第二类是社会原因$

%一&个体原因

从个体角度来讲"主要有这样几点原因#第一"

证明存在感$作为一个让自己变得'出名(和受人

'尊敬(的手段"欺凌者是想通过欺凌行为使他们自

己感觉到存在感和重要性,

F

-

$第二"克服恐惧感$

他们可能需要控制某事%或某人&来弥补他们生活的

孤独感或被遗弃的感觉$第三"转嫁挫败感$欺凌

者也可能同时就是受害者"他们想通过欺凌比他们

更加弱小的群体来发泄被欺凌的挫败感"让自己变

得快乐与满足$第四"摆脱危机感$主要表现为欺

凌者通过向被害者索要财物来摆脱生存危机$

%二&社会原因

有研究认为"中小学校园欺凌就是社会中文化

欺凌的反映,

#"

-

$从生态系统学的视角来看"学校就

是一个微型社会"学生都会对自身的经济状况和性

别进行评估"然后都去努力达到能被社会接受的程

度"而且这一行为是通过学生身边的父母+教师还有

他们所在的文化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他们看到

那些拥有较多权力和经济资本的成人能很好地处理

各种复杂问题"而那些没有获取足够资本的人不被

尊重时"潜在的对同伴的敌视在行为上就表现出攻

击性$其次"受家长和周围环境的影响"欺凌者对生

活总是表现出非输即赢的态度$他们认为只有别人

输了他们才会赢"只有别人跌倒了他们才会前进"这

种淘汰制的竞争观念形成了'欺凌行为的核心"也是

许多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

,

F

-

"这种关系可

以形象地用图
#

来表示$

图
#

!

社会欺凌文化与学生欺凌行为之间的关系

如图
#

所示"学校只是社会系统得以运行和发

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学校给学生传递的是经过

筛选的官方知识"但不可避免地"学校自身也会无意

识地分享了社会主流文化"具体体现在学校校长+教

师+管理人员+学校规章制度等方面$当整个社会鼓

励并实施零和游戏%

S4*(A:)7

>

,74

&行为时"学校

也会暗示学生发展出以损害他人为前提的进步与成

功"学生的欺凌行为正是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产生$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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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小学校园欺凌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

面对屡禁不止的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一些教

育工作者和专家提出了多种预防欺凌的方案"一些

方案的确起了作用"有效地降低了学生欺凌行为发

生的几率$但令人疑惑的是"同样的方案被用到其

他地方时"效果则大打折扣"以至于几乎没有什么效

果"有的方案在实施以后反而还会增加欺凌行为发

生的频率$笔者认为"目前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行

为主要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一&欺凌隐蔽的特性

首先"学生之间的欺凌行为一般都发生在比较

隐蔽的场所"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教师和其他教育

工作者无法看到欺凌行为发生的全过程"这就从很

大程度上降低了教师直接干预欺凌行为的可能性!

其次"即使有旁观者目睹了欺凌行为的全过程"也少

有人向成人报告"因为在未成年人之间"'告密者(并

不受欢迎"甚至会遭到包括教师在内的集体的排

斥!

,

#"

-再次"受害者一来在被欺凌者威胁后会保持

沉默"二来向成人报告后其自尊心会受到伤害"所以

受害者最不可能向成人报告被欺凌的状况$综合种

种原因"我们认为以上这些环节的缺失造成了对校

园欺凌行为监测的不力与教育工作者干预的滞后$

%二&法律决策的两难

法律是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一种

特殊行为规范"是维护公平与正义的有力手段$但

对于防欺凌法律制定者来说"至少有双重障碍摆在

他们面前$

#?

欺凌界定的模糊性加大法律制定的难度

欺凌内涵和外延界定的模糊加大了防欺凌法律

制定的清晰度"即如何认定学生之间的冲突为欺凌

行为+欺凌者对受害者的负面行为频率达到多高+后

果到多严重才能构成欺凌行为$另外"欺凌行为多

数情况下是发生在未成年人之间"本着教育为主的

原则"法律制定就要既考虑未成年人承担欺凌行为

责任的能力"又考虑欺凌行为所导致后果的严重程

度"由于这种不稳定性的存在"在实际情景中既增加

了法律执行的难度"又降低了法律预防欺凌行为的

威慑力$

!?

关于反欺凌法案的分歧加大法律的执行难度

关于欺凌行为"不同的人和群体有着不同的看

法$比如"有的宗教团体或特殊的文化群体对同性

恋行为表现出坚决的排斥"但当国家通过法律来维

护同性恋的合法性时"宗教团体或特殊文化群体则

表现出的是对法律红线的挑战或逾越$当然"这种

情况只是极个别的情况"但只要存在"法律制定者制

定法律时就应该将其纳入考虑范围$

%三&传统认识的忽视

一直以来"校园欺凌行为从来都不是一个新事

物"可以说"人们对此已经斯通见惯"但对校园欺凌

的关注才是
!"

世纪
$"

年代的事$那么"为什么人

们都对校园欺凌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2 笔者

认为"除了以上受社会大环境中欺凌文化影响以外"

还有以下成人对校园欺凌行为的错误认识$

#?

%孩子毕竟是孩子&

绝大多数成人会认为"孩子之间的冲突只是一

时的"他们认为"学生正处于身体和心理的发展时

期"学生之间的冲突也就理所当然成为学生成长时

对外部环境的适应的必要阶段"所以"发生欺凌行为

时"家长+教师或其他社会成员都会认为'孩子毕竟

是孩子嘛("不管是谁先引起的"孩子之间的冲突总

是可以被原谅的$很多人甚至认为欺凌是'成长过

程中必须要经历的仪式"是儿童阶段到成人阶段必

须要克服和忍受的行为("

,

#"

-只有这样"他们在进入

社会以后才更有竞争力+更加能适应社会生活$因

此"会草草了事"并不会深入探查$此时"学生的身

份也会理所当然成为其规避惩罚的'保护色("学生

也会继续以'弱势群体(的身份继续对他人施加欺凌

行为$

!?

%只要身体不受伤害!其他无所谓&

'许多教育工作者和专业人员对欺凌现象缺乏

足够的认识和阻止+干预欺凌行为的正确的方

法($

,

##

-成人语境中另一种关于欺凌的误区就是'只

要身体不受伤害"其他都无所谓($这种观点认为"

只有身体受到伤害的行为才算是欺凌"像言语攻击+

网络攻击等都不属于欺凌的范围$有研究者也发

现"学生普遍认为只要自己没有对别人进行身体上

的攻击+挑衅"就不算欺凌$

,

#!

-正如平时我们身边经

常听到的"'他%她&们骂你+说你"你又不会少一根头

发("正因为很多人持这种不理会+无反应的消极态

度"多种形式的欺凌行为才日益猖獗$

%四&科技发展的"纵容#

进入新世纪以后"科技发展和信息交流技术的

进步已经为人们的生活和沟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由纸笔和信件社会跨入互联网世界的人们成为'数

字移民("而新生一代则与网络技术共生共长"成为

典型的'数字原住民($作为交流的载体"信息技术

本身是'中性(的!但是"当欺凌者将它作为实施欺凌

行为的工具时"先进的技术和工具就变成了欺凌发

生的助推器"

,

#&

-这种新型的欺凌形式被称之为网络

欺凌%

U

<

P4*P)--

<

2+

>

&或电子欺凌%

Y-4L;*(+2LP)--a

<

2+

>

&"具体来讲"网络欺凌主要有四个特点#第一"

$&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欺凌实施的手段更加隐蔽!第二"欺凌传播的速度更

加迅速!第三"欺凌产生的影响更加广泛!第四"欺凌

导致的后果更加严重$网络欺凌会给受害者造成巨

大的心理压力"给受害者造成欺凌无处不在+自己无

处可逃的错觉"而这种感觉的持续加深会导致受害

者的高自杀率$

,

#B

-总而言之"网络欺凌成为新世纪

除了身体欺凌以外的主要欺凌形式"且对被害者的

负面影响巨大$

四$中小学校园欺凌治理的路径选择

由于校园欺凌行为发生原因的复杂性+对象的

特殊性"关于欺凌行为的研究一直是教育学领域和

心理学领域的热点话题"也是全社会一直要面临的

'痼疾($笔者通过对以上解决欺凌问题困境的分

析"就校园欺凌治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一&动员全民力量'建立防欺凌"安全链#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欺凌行为并不仅仅是欺凌

者和受害者之间的事情"而是关乎社会每一位成员

的事情!欺凌行为发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大的欺

凌文化影响下社会各个部门和团体的缺位"因此"治

理校园欺凌就不能仅局限于教育工作者"而是需要

全面参与"建立以教师+校内安全监察员+校外安全

监察员+家长等为一体的防欺凌'安全链(见图
!

"将

欺凌者隔离在'安全链(之外"将受害者损失降到

最小$

图
!

!

防欺凌"安全链#

当然"防欺凌'安全链(起作用的前提源自于全

面对欺凌行为的正确认识和有效甄别"只有将全民

动员起来"才能让防欺凌'安全链(的作用发挥到最

大"也让欺凌行为无机可乘$因此"如何树立全民正

确的防欺凌观念就成为防欺凌专家和教育工作者必

须要考虑的问题"这是防欺凌工作的重点"但也是

难点$

%二&开发防欺凌课程'树立正确的防欺凌观

开发防欺凌课程"从小培养学生和谐+彼此尊重

与团结的人际交往观念"树立正确的防欺凌意识+应

对欺凌行为的积极措施和对欺凌行为的零容忍态

度$通过防欺凌课程的学习"让学生了解欺凌行为

的违法性和尊重他人的重要性$在防欺凌课程的开

发中"还要考虑到对于正在发生的欺凌行为"学生和

社会其他社会成员应该怎么办的问题$

对于并不能阻止正在发生欺凌行为的学生"最

好向家长或教育工作者报告欺凌事件%见表
!

&$美

国阿姆斯特丹学区工作人员针对.为了每个人的尊

严/%

H2

>

+2;

<

.(*=--/;)M4+;:=L;

"

H=/=

&防欺凌法

案"专门为学生目击者制作了一份'欺凌事件报告

单(

,

#D

-

"这既有利于学生认识和鉴别欺凌行为"又有

利于为欺凌判定提供证据"还可以作为学习案例向

更多学生传播"使他们免受欺凌伤害"值得我们学习

和借鉴$

%三&净化网络环境'实行信息传播责任制

对于网络欺凌行为治理"首要的问题就是社会

各个部门对网络欺凌的定义有共同的看法$因此"

制定出适用于所有人的网络欺凌行为鉴定标准就很

有必要!其次"利用先进的科技"开发新型的学生专

用防欺凌绿色交流平台"自动过滤欺凌信息"让学生

在用电子设备进行交流和沟通时既能享受新技术的

方便"又能远离欺凌信息!第三"实行网上信息传播

责任制"锁定欺凌信息传播源头"这样在网络欺凌行

为认定时可以做到有据可依$因为要承担连带的法

律责任"这种策略可以增强对网上欺凌行为的威慑

力"减少欺凌行为$

%四&加强法制建设'健全防欺凌法律法规

出台防欺凌法律法规是治理欺凌行为最为高效

和直接的方法$纵观全球的防欺凌措施"也少有国

家建立适用于全国范围的防欺凌法案$在美国"也

只有以州为单位的反欺凌法"而且各个州的防欺凌

法案并不完全相同"有的甚至还在某些条目上相互

冲突!而我国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只是分

别在
!""!

年和
!""C

年发布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

办法/+.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将校园暴力

欺凌纳入'突发安全事故(的范围"目前还没有出台

一部具体的防欺凌法案$虽然会因为文化的差异+

对欺凌界定的不一+立场的不同等原因"在建立防欺

凌法上面表现出分歧$但正是因为这样"人们才需

要对欺凌行为有一致的认识"也才对防欺凌法案颁

布的需求更加迫切"只有将防欺凌上升到法律层面"

欺凌行为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和社会的警觉$

%五&推广共赢文化'营造合作的社会风气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依附于它所影响的人而存在

的"没有文化中的人"就没有人的文化"也就是说社

会文化是依靠社会中每一个小'我(的合力共同创造

的$因此"对于学生和其他社会成员来讲"创造一种

共赢的文化和团结的风气并不是一句空话"同样是

可以凭借每一个人切实的行动来实现的$

%&



!

总
&&

卷 朱彦蓉#中小学校园欺凌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具体来说"首先"每个人只要将自己当作社会的

一份子"认识到欺凌行为并不仅仅是欺凌者和受害

者之间的事"而是应该像其他犯罪行为一样"不能为

人们所容忍"每个人只有将解决欺凌当作自己的责

任"才不至于有一天自己成为欺凌的受害者!其次"

每个人都要有团结的意识$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社

会"个体的力量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而获得发展的

往往都是那些懂得合作和建立合理分配机制的组织

和团体!所以只有抛弃零和游戏的竞争理念"以互利

共赢取而代之"营造合作的社会风气"才能在未来的

社会中利于不败之地$

表
!

!

欺凌事件报告表

欺凌者 报告填写学校

时间)日期 报告完成人

一+基本信息

欺凌发生时间%单选&

&

在正常的上课时间
&

课前或课后

!

欺凌发生地点%单选&#

&

礼堂
&

公交车
&

女卫生间
&

走廊
&

操场
&

教室

&

男卫生间
&

游泳池
&

女更衣室
&

停车场
&

餐厅
&

网上

&

男更衣室
&

体育馆
&

运动场
&

其他4444

欺凌事件与444相关#

&

黑社会)帮派
&

偏见

二+

H=/=

事件描述#%请写出尽可能多的细节"如涉及谁"如何发生的"是否造成伤害&#4444444444444

引发欺凌事件的偏见%多选&#

&

肤色
!&

残疾
!&

人种
!&

种族
!&

性取向
!&

体重
!&

国籍
!&

宗教
!&

宗教习俗
!&

性别
!&

性
!&

其他44

三+措施

采取的措施
!

%如果停学"请注明停学的天数&#

&

辅导或治疗计划
!&

惩罚
!&

午餐拘留
!&

从课堂或活动中暂停
!&

少年司法管教

&

暂时停学
!&

去其他部门
!&

见家长
!&

与家长电话沟通
!&

取消假期
!&

其他4444

结果判定人)部门#

!!

受害人#444444444

!

目击者#

附录#

五$结语

!"#C

年
D

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向

各地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

,

#C

-

"

要求各地各中小学校针对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

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

造成伤害的校园欺凌进行专项治理$几乎在同时"

李克强总理就频发的校园欺凌事件专门作出批示"

'校园应是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校园暴力频发"

不仅伤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也冲击社会道德底线$

教育部要会同相关方面多措并举"特别是要完善法

律法规+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育"坚决遏制漠视人的

尊严与生命的行为,

#$

-

$(以此为契机"我国对校园欺

凌治理的关注程度首次从学校和地方层面上升到国

家层面$

和其他所有政策法规文件一样"上述专项.通

知/表明了国家对消除校园欺凌的决心和态度"国家

的重视和防欺凌法的威慑+制裁的确会降低欺凌行

为发生的概率"也是治理欺凌快捷+有效的手段!但

另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政策法规文件甚至

法律更多的是对已经发生的欺凌行为的惩罚"属于

'治标不治本("并不能从根源上消除校园欺凌行为$

因此"校园欺凌治理将提倡尊重个体差异与人人平

等的精神+弘扬合作与团结的社会风气+推广和平竞

争的社会文化来培养学生健康积极的心理品质与政

策法规+法律制度相结合"双管齐下"才能有效地遏

制校园欺凌行为+建设和谐发展的美丽校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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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儿歌中
M44

J

,+M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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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44P-2+M72L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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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儿歌中的
P-2+M72L4

也构成了腹韵$

!?

腹韵#

,::(+,+L4

$的教学方法

腹韵是英语儿歌中特有的修辞格"老师可以用

问答的方法"让学生了解英语中的腹韵鲜明特征"并

细致地讲解腹韵的特征和朗读要求"然后带领学生

朗读带有腹韵的句子以及整个诗歌"可以用不同的

语调和情感朗读带有腹韵的诗行"以便让学生准确

体会英语中的腹韵$

三$结语

音韵修辞格是英语利用词语的语音特点创造出

来的修辞手法$音韵修辞格使英语妙趣横生"韵律

和谐"意味深长$老师在教授英语儿歌时"可以通过

巧妙的讲解"让学生赏析音韵修辞格"从而更好地了

解+学习英语体现的韵味$

英语儿歌中的修辞种类繁多"一首儿歌中经常

同时出现多种音韵修辞格"这为儿歌的节奏+内容+

形态增加了很多色彩$教师可以通过认真地研究+

分析不同修辞的特征"并采用不同的+有针对性的教

学方法教授英语儿歌$这样有利于学生对不同英语

儿歌中不同的音韵修辞格留下较深刻的印象"提高

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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