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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近年来'频频爆出的女生校园暴力视频让校园暴力再次成为关注热点'目前关于女生校园暴力的研究集中在概念界

定%特点%成因和预防四个方面'在研究对象的细化'研究视角的扩大'研究内容的拓展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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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女性一直被认为是温柔乖巧的象征'

但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借助于
DD

%微信%微博%网

页的披露'越来越多的女生暴力行为出现在人们的

视野)

!""G

年孙静对某中专学校的
E@%

名护理女

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总暴力行为发生率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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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庞淑兰等人对某职业高中
$B%

名

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女生校园暴力发生率为

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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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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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王萍等人对柳州市
%#$%

名中学

生进 行 调 查'发 现 女 生 校 园 暴 力 发 生 率 为

EG="![

-

%

.

!

!"#A

年张容等人对深圳市
!"

所小学

EG%A

名小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女生的施暴行为发生

率为
@G=EE[

-

A

.

44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我国的

女生校园暴力正在愈演愈烈'有效防止暴力行为的

发生是解决女生校园暴力问题的关键'

!"#$

年召开

的两会中各界代表%委员纷纷为解决$校园暴力&建

言献策'教育部长陈宝生也就$校园暴力&的预防做

了回应'本文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了解我国女生校

园暴力问题的现状'发现存在的问题'为今后进一步

研究该领域的课题提供新思路)

一"我国女生校园暴力的内涵与特点

#一$女生校园暴力概念分析

目前'针对$女生校园暴力&的概念尚不明确'有

学者从暴力行为的发出者和接受者进行界定'如(罗

建河%徐锋认为女生校园暴力行为表现为一群女生

"加害者#对某一个或某几个女生"受害者#的虐待%

折磨和凌辱'其时间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通宵达

旦'手段花样繁多'从谩骂到殴打再到性凌辱-

E

.

)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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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清认为未成年女生校园暴力行为应被界定为(未

成年女生"加害者#单个或结伙对其他女生"被施暴

者#所进行的踢踹%撕扯%性器官伤害或侮辱等暴力

行为-

@

.

)李欣然认为中学女生校园暴力行为应该被

界定为在校女学生"施暴者#个人单独或群体共同对

其他女学生"受害者#所施加的殴打%虐待%折磨和凌

辱等暴力行为-

$

.

)也有学者从暴力发生场所进行界

定'如(李文婷认为女生校园暴力是主要发生在校园

内部以女性学生为主体和客体的群体性暴力行为'

属于$校园暴力&的一种形式-

G

.

)贺国荣对女生校园

暴力的定义为发生在校园或主要发生在校园中'由

学校女学生通过暴力'针对其他女生的身体%精神%

财产等权利所实施的造成某种伤害的侵害行为-

B

.

)

可见'对女生校园暴力的概念界定还未形成一个统

一的认识'$女生校园暴力&中的女性是否必须是$在

校&女学生%暴力的发生地点是否必须在$学校及其

周边&%什么样的行为属于$暴力&行为'这些均没有

一个统一的标准'但罗建河%徐锋%袁翠清明确的将

$性暴力&纳入到$女生校园暴力&的定义中'这是值

得关注和赞同的)

#二$女生校园暴力行为的特点

关于$女生校园暴力&的特点'总结起来有以下

六点(第一'$团体性&)孙胜存%李奥%严红英等人均

认为女生的爱合群%胆子小等特点决定了其暴力行

为很少一对一'一般为$多对一'多对多&'暴力团体

通常不少于三人'同伙纠聚现象明显-

#"?#!

.

)李文婷

也提出女生校园暴力中的加害者在数量上比受害者

多得多'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暴力行为可分为由加

害者数人轮流攻击和加害者一人或少数人攻击其它

人放任或容忍两种形式-

G

.

)第二'$虐待性&)这是

女生暴力区别于男生暴力的主要特征'宋雁慧和邱

君提出女生并不像男生那样直接使用武力'而是以

折磨%戏谑为主'以看到受害者求情%告饶%挣扎的可

怜相而感到心理上的满足-

#%?#A

.

'袁翠清将$性虐待&

列为虐待性的重要表现'她提出扒光被害人衣物裸

露其下体%强制暴露或伤害被害人性器官%逼迫被害

人自行猥亵或性骚扰他人等均属于$性虐待&行

为-

@

.

'邱君认为直接逼迫受害者与男性发生性行为

也是性虐待的一种形式-

#A

.

)第三'$持久性&)罗建

河%徐锋%邱君等学者均发现女生校园暴力持续的时

间一般都很长'短则数小时'长则通宵达旦-

E

.-

#A

.

)

第四'$传播的迅速性&)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网络

的发展'新时期的女生校园暴力出现了新的特

点***$传播的迅速性&'一旦暴力事件被曝光在网

络上'短短几小时该事件就会成为关注的焦点而被

大众转载和评论-

#E

.

)然而'广泛而快速的传播在揭

露了施暴者恶行的同时也对受害者造成了$二次伤

害&'被披露在网上的暴力事件曝光了受害者的容貌

和身份信息导致她们不敢面对现实而再次形成心灵

的创伤)第五'$低龄化&)女生校园暴力多见于中

小学阶段'据有关调查报告显示女生校园暴力施暴

者的年龄集中分布在
#E

岁至
#$

岁'受害人的年龄

集中分布在
#A

岁至
#@

岁'其中'最小的施暴女生仅

B

岁-

@

.

)最后'除了直接的身体暴虐外'在校园中还

存在着如孤立%言语伤害%起绰号等这样的另一种暴

力行为***$软暴力&'这种暴力事件因其隐蔽性和

伤害的非显性'常常被大众忽视-

#"

.-

#@

.

)笔者认为'

施暴者为惯犯也应属于女生校园暴力的特点之一'

在女生校园暴力案件中'施暴者往往不是第一次$犯

案&'更多的是$惯犯&'她们在年幼时期就有着$大姐

大&的头衔'形成了不良的行为习惯'有着丰富的暴

力行为$前史&'以至于在今后的成长过程中更易发

生暴力行为)

二"女生校园暴力行为的成因与对策

#一$女生校园暴力行为的原因分析

女生校园暴力行为的发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个体内部的生理和心理因素'也受到家庭%社

会%学校的影响)首先是个体因素)个体因素又分

为施暴者和受暴者两个个体'对施暴者而言'青春发

育时期的校园女生'其心理稳定性低'自控能力差'

情绪变化的幅度大%频率高'极易导致情绪失控和暴

力行为-

#$

.

)朱凤荣提出女生校园暴力形成的心理

基础是女生追求高度的关注'认为关注度是女生的

核心价值'趋于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使得一旦有其他

女生$抢了其风头&'就会引发其妒忌%怨恨的心理'

继而产生校园暴力行为-

#G

.

)罗建河%徐锋指出女生

的校园暴力'大多是出于嫉妒%报复的心理'其中'所

谓的$情感纠纷&更易引发暴力事件-

E

.

)以上三者均

从心理因素对女生校园暴力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

析'而李欣然从青春期女生的生理变化即月经期间

孕激素变化的角度提出月经期间女生的性情变得焦

虑%暴躁'对看不惯的事情比较容易发脾气-

$

.

)吴桂

翎'辛涛指出个体的生活方式与暴力行为有关'如吸

烟%酗酒者更容易发生暴力行为-

#B

.

)郝博%陈莎莎%

石晓晨等指出施暴者法律意识淡薄是导致校园暴力

的重要原因'施暴者往往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

经触犯了法律更不知道自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



!

总
%%

卷 田
!

影'王小红(国内女生校园暴力问题研究述评

任-

!"?!#

.

)对受暴者而言'严红英认为受暴者的过错

或被欺侮后隐忍的态度是暴力延续并升级的重要因

素-

#!

.

'金一斌'贺武华认为受暴者的屈辱迁就纵容

助长了暴力行为的扩大与蔓延'极易让更多的人模

仿'从而将$暴力&演变成一种普遍现象-

#@

.

)

其次是家庭因素)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家庭是青少年的首要课堂'家庭对个人的价值观%道

德观的形成'生活行为习惯的养成具有重要的意

义-

!!?!%

.

)家庭环境的恶化影响学生的暴力行为'胡

琨发现校园暴力行为严重的学生主要来自单亲%重

组和隔代家庭-

!A

.

)父母不科学的教养方式会导致

女生的校园暴力行为'如王琳%谭丙华指出父母经常

使用身体处罚手段的'孩子容易发生侵犯行为-

!E

.

'

郝博和严红英指出$母亲&行为粗暴%过于强势'女儿

更易表现出暴力倾向-

#!

.-

!"

.

'张永芬发现父母宠惯孩

子%放任自流%施行高压政策等教育方式容易导致孩

子暴力行为的产生-

!@

.

)父母文化水平与女生校园

暴力行为成反比'文化水平较高的父母更加懂得如

何教育孩子'如何与孩子沟通'权威型的家庭教养方

式使得这类父母可以给予处于青春期的子女正确合

理的处事方式'从而减少暴力行为的发生-

#A

.

)另

外'方亦指出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孩子越易成

为攻击对象'因为这类家庭的儿童容易自卑'面对欺

负时不敢反抗-

!$

.

)

再次是社会因素)学校中的学生是一个独立的

社会人'他们是学校的一员也是社会的一份子'李文

婷指出中国当前的社会环境缺乏人文关怀'对于物

质和个人利益的追求导致了个体可以为了一己私利

而不折手段'一旦有人触犯了自己的利益则会加以

阻止和报复-

G

.

)处于这种社会背景下的学生自然会

受到影响'在学校中一旦他人触犯了自己的利益'她

们就会采用各种手段进行报复'暴力行为则是报复

的一种'严红英指出当前人们的社会责任感退化'不

好管闲事'对学校及周围发生的暴力行为抱着$事不

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放纵了加害者的暴力行

为-

#!

.

)

!#

世纪的中国社会受暴力文化的影响'学

生更容易发生暴力行为'有研究显示青少年暴露在

暴力媒体之下其攻击行为周期会缩短'因为在影视

作品%电脑游戏%书刊%出版物%网络等媒体中充斥着

暴力血腥的场面和情节'青少年出于好奇会对这些

行为进行模仿'在现实中$上演&电视中的情

节-

##

.-

!G

.-

!B

.

)王琳等人指出同辈群体也是影响校园

暴力的重要因素'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青

少年结交一些不良的社会$朋友&后'她们的行为也

会趋于$不良&'从而导致暴力行为的发生-

!E

.

)

最后是学校因素)教师作为学校教育的主力

军'教师的任务不仅是$教书&更要$育人&'王娟和陈

倩指出在当前$应试教育&背景下教师仅关心学生成

绩而忽视学生的生活和心理动态'所以当学生有了

异常倾向时并不能得到及时的矫正和教育继而引发

了校园暴力事件-

%"?%#

.

)学校管理不当与暴力行为

的发生有着密切联系'王超%季叶成等人提到暴力事

件发生前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法制教育做的不到

位'学生不能对不稳定情绪进行自我调节且意识不

到自己需要为自己的不当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暴力

事件发生后学校为了避免麻烦尽量$大事化小'小事

化了&'对施暴学生的教育不到位'对受害学生的心

理安慰欠缺'对全体学生的警告不够'从而导致暴力

事件一再发生-

!!

.-

%!

.

)

纵观当前关于女生校园暴力的成因'看似全面

但仔细思考我们发现很少有学者从$旁观者&角度进

行原因分析'旁观者作为暴力发生的重要见证者'对

暴力行为的进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积极作为的

旁观者可能会阻止暴力行为的发生'不作为或消极

作为的旁观者会纵容暴力行为的发生甚至会助长施

暴者的嚣张气焰)

#二$防止女生校园暴力的对策研究

关于女生校园暴力的预防与控制'总结起来有

五个方面(学校层面%国家层面%社区层面%家庭层面

和多方联动层面)

学校层面)于珍和季成叶等人从学校方面阐述

了三级预防系统'即学校要建立初级%二级%三级预

防系统分别从暴力事件发生前%暴力事件发生时%暴

力事件发生后对全校学生%施暴学生%受暴学生进行

预防%控制和教育的防御系统-

%!?%%

.

)易良春等人提

出学校应对全体女生进行心理建档工作'让每个女

生都拥有心理成长档案'以便心理教师通过该档案

对心理有疾患有障碍的学生采取一一跟进的方法进

行疏导和矫治-

%A

.

)学校还可设立$女生救助中心&'

该组织主要对学校的女生进行青春期知识的普及和

受害女生的心理救助-

#!

.

)然而这个组织不应该只

针对受害女生进行了救助同时也要对施暴女生进行

心理矫正)王娟提出学校应加强教师教育'提高教

师素质'形成一支拥有$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师资

队伍'构建一种师生互爱的校园环境-

%"

.

)

国家层面)郝博从国家法律层面提出'我国不

仅要针对校园暴力采取立法工作更要加大普法宣传

力度'还要增强执法规范'让校园暴力行为有法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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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让学生知法懂法-

!"

.

)袁翠清从旁观者角度提出

国家应完善对旁观者救助义务的法律规范和追责制

度)首先要预见旁观者的行为'其次要明确旁观者

的权利义务'最后可区分旁观者的行为类型'对推波

助澜的旁观者施行$共犯连带&的刑法原则'与直接

施暴者同罪同罚-

@

.

)李婧针对教育行政诉讼严重缺

位的现象'提出应完善校园暴力的教育行政法律救

济制度'制定有关校园暴力的教育行政申诉制度的

程序性法律规范'充分发挥教育行政复议制度在处

理校园暴力中的作用-

%E

.

)还有学者提出国家应加

强媒体监管'严厉打击制造暴力垃圾的不法分子'减

少暴 力 文 化 的 不 良 影 响'消 除 文 化 污 染 的

源头-

E

.-

%#

.

)

社区层面)社区环境对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至

关重要'良好和谐的生活环境使青少年更容易模仿

社会可接受的行为'这种环境下成长的青少年遭遇

校园暴力的可能性更小'反之在恶劣的社区环境中

生活的青少年更容易发生校园暴力行为-

!E

.

)季成

叶提出社区应做到加强违禁药物管理'清理学校周

边环境'形成社区之间的合力'推广积极向上的社区

活动'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社区氛围-

%!

.

)曹余曦提

出社区帮教也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有效途径'社区

帮教即社区志愿者对青少年开展心理矫治%行为矫

治%生活指导%人格矫治%技能矫治等教育活

指导-

%@

.

)

家庭层面)张孟琳从提高家长素质和家校及时

沟通两方面提出了对策'她指出家长应关心子女生

活'注重言传身教'学会与孩子交朋友'与时俱进地

更新自己的观念)

-

%$

.胡琨提出父母的教养方式应从

惩罚严厉%过度保护%过度干涉%拒绝否认转向理解

民主型-

!A

.

)

多方联合层面)赵银祥提出建立$家*校&联系

制度使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形成合力-

!G

.

)梅志罡'

汤志超提出实施家长的社区培训制'即社区利用节

假日和工余时间邀请社会工作者%教育专家%法制专

家到社区向家长们传授科学健康的教育知识'营造

健康科学的教育观-

%G

.

)罗建河等人强调家庭%学

校%社区三位一体的干预策略-

E

.

)袁振堂'李慧提出

要构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四

位一体的教育体系-

%B

.

)

女生校园暴力的预防单靠某一方的努力是难以

实现的'当前对女生校园暴力的对策正在从单方面

的预防逐渐转变为多方协调联动干预'同时我们也

应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丰富和完善我国的校园

暴力干预机制)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一$研究对象需进一步细化

女生校园暴力中的$女生&是指哪个年龄阶段的

女生'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而目前的研究多以处于青

春期的中小学女生为研究对象'部分以职业高中%护

理卫校%大专学校的女生为研究对象'有的以农村的

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可以总结出当前的研究对象

年龄分布大致在
@?!A

岁'缺乏以
@

岁以下的$幼

儿&为对象的研究'

@

岁以下幼儿的攻击行为与长大

后的暴力行为是否有关系'则可通过追踪研究进行

探讨'由于大众持有女生校园暴力多发生于技校%职

高等学校'普遍认为$普通高中&的学生是$乖乖女&

而使研究者忽视了对$普通高中女生&的调查'今后

的研究不仅可针对指定年龄阶段的校园女生做深入

探讨'也可做不同年龄层次的对比研究'不同学校层

次的女生校园暴力是否存在差异也是值得我们关注

的'如可做普高女生与职高女生%城市校园女生与农

村校园女生%公立学校女生与非公立学校女生在校

园暴力上的差异调查)

#二$研究视角需进一步扩大

我国对女生校园暴力的研究集中在发生现状%

产生原因%危险因素%预防机制方面'研究视角多为

心理学%犯罪学%社会学和医学'关注重点为施暴者

和受暴者'旁观者作为女生校园暴力事件的见证者

其态度和行为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暴力事件的走向'

但当前对旁观者的研究多集中于社会性事件'以旁

观者为切入点专门针对校园暴力的研究较少'将旁

观者作为研究视角是今后预防和应对女生暴力的重

要方向'把不同领域综合起来进行跨界研究是全面

控制校园暴力的最终归宿'以个案分析进行深入调

查'从个案中总结出共性'也将为校园暴力的解决提

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三$研究内容需进一步拓展

校园暴力的外延及具体表现应包括言语暴力%

肢体暴力%器械暴力%沉默暴力和强迫暴力'由于语

言暴力%肢体暴力%器械暴力在女生校园暴力中占比

最大'故研究者多集中在这三种看得见的$显性&暴

力上'关于看不见的网络暴力%沉默暴力等$隐性&暴

力的研究较少'近年来性暴力在女生校园暴力中的

占比逐年递增'将女生$性暴力&作为专题进行研究

也是必要和必须的'对女生校园暴力的干预'各界学

者提出了丰富的意见'但策略的执行是否到位%效果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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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王小红(国内女生校园暴力问题研究述评

如何并没有进行追踪和复查'今后的研究可将干预

前与干预后的女生校园暴力发生情况进行对比'从

而建立起有效的校园暴力干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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