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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校园欺凌行为呈现出欺凌场域从线下到线上、欺凌地点从公开到隐

蔽、欺凌主体从男生到女生的态势和特点。社会群体对欺凌行为存在的认知偏

差、网络不良信息的错误引导、法律制度对欺凌行为的过度包容、学校对欺凌行

为主体的教育缺失和家庭对欺凌行为主体的教育失能，是当前校园欺凌行为多

发的主要原因。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行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重视顶层

设计，推进与欺凌行为相关的制度建设；加强网络监管，打造健康清朗的网络媒

体环境；强化底线保障，确保法律法制权威；注重有效沟通，构建和谐教书育人

校园环境；培育微观支持，营造稳定健康的家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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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校园欺凌与暴力事件频发，颜
湘颖等［１］在２０１６年４～６月对全国１０４８２５名
中学学生的调查显示，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率达

到３３．３６％，经常被欺凌、偶尔被欺凌的比例分
别为４．７％和２８．６６％。

作为一种日益凸显的社会现象，校园欺凌

行为如何界定呢？２０１６年４月《国务院教育督
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校园欺凌行为

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

言与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行

为。［２］为解决校园欺凌行为问题，我国相继发布

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印发了《关于防治中小学欺凌和

暴力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制

定了《地方性校园欺凌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学

界也从校园欺凌的现状、原因、心理、对策等方

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从顶层设计、制度建设、社

会责任、媒体宣传、心理疏导等方面提出了相应

对策。但现有研究成果从控制视角探讨校园欺

凌行为的较少。鉴于此，本文拟从社会控制视

角，通过探讨校园欺凌行为的现状与特点，分析

校园欺凌行为产生的原因，提出有效预防校园

欺凌行为的措施，以推动和谐校园建设，促进学

生身心健康。

　　一、当前我国校园欺凌行为的现状

与特点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克姆指出，当社会规范
不得力、不存在，或者彼此相互矛盾时，个人和

社会所出现的混乱、不知所措状态，就形成了社

会失范［３］。受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媒体环境、

社会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学生群体的价

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与主流社会规范产生了不可

调和的矛盾，为达特定目的，该群体出现了针对

弱小、内向、残疾、发育晚等同龄群体的蓄意或

恶意的肢体、语言和网络等欺凌行为。总的来

看，当前我国校园欺凌行为呈现出复杂的发展

态势和特点。

１．校园欺凌场域：从线下到线上
传统的校园欺凌行为，主要包括被同龄群

体取恶意外号、讽刺挖苦、不友好嘲笑的言语欺

凌，被故意孤立、不让参加集体活动和游戏行为

的关系欺凌，被故意辱骂、人身攻击甚至威胁恐

吓的身体欺凌。２０１７年《中国校园欺凌调查报
告》显示，言语欺凌行为的发生率占 ２３．３％；
２０１６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
（ＮＳＲＣ）设计与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ＣＥＰＳ）显示，初中生遭受过言语欺凌的占
４９６％。近年来，伴随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手
机的普遍使用，欺凌事件也从线下开始向线上

转移，网络成为校园欺凌的新场域，在网上故意

散步谣言、发布照片甚至进行人身攻击的网络

欺凌愈演愈烈。中国教育追踪调查（ＣＥＰＳ）显
示，初中生手机收到过嘲笑或难听语言的占

１０６％，互联网上受到过辱骂或欺负的占
８３％，个人隐私被发到互联网上的占６％。

２．校园欺凌地点：从公开到隐蔽
传统的校园欺凌行为多发生在教室、回家

的路上等显性公共场所，随着学校和社会对学

生安全越来越重视，相关部门在这些场所加强

了监控设备的安装，相关工作人员也对这些区

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发现欺凌行为时可随时

介入和制止。由此，欺凌主体也更加注意避开

公共场所、避开家长老师视线范围，转而在隐蔽

场所实施欺凌行为。对发生在陕西省 ２４起中
小学校园欺凌案例的欺凌地点分析显示，

７０９％的校园欺凌发生地点是厕所、宿舍和校
外［４］，其中主要发生地点就是厕所、学生宿舍内

部等监控器检测不到的地方，校外多发生在上

学和放学的路上、偏僻和隐蔽的场所。

３．校园欺凌主体：从男生到女生
传统观念上，人们通常认为男生的攻击倾

向较女生多，男生自我情绪管控能力较差，更容

易卷入欺凌行为事件中。以往数据和报道也显

示，校园欺凌行为主体多为男生。而近几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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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相关调查和研究显示，女生欺凌行为的比例

逐渐上升。陕西省 ２４起中小学校园欺凌案例
的数据显示，欺凌主体为男生的占３５．９６％，欺
凌主体为女生的占６４．０４％，女生欺凌行为呈
现多对少、多对一的特点，除肢体暴力外，更多

的是女生间小团体的排挤。在欺凌数量上升的

同时，女生欺凌行为的恶劣程度也呈现深入发

展态势。比如，延安吴起县中学６名高二女生
宿舍内持刀威胁５名学妹脱光衣服拍裸照，在
意图强迫“卖处”未果时对其中３名女生殴打
和猥亵，最终导致几人耳膜穿孔、下身出血；北

京市西城区某职业学院女学生朱某等５人在女
生宿舍楼内无缘无故殴打、辱骂２名女学生长
达６个小时，脱光１名女同学衣服予以羞辱，用
手机拍摄了羞辱、殴打视频，并在微信群进行传

播，等等。这些欺凌行为已经严重超出了道德

和法律底线，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二、当前我国校园欺凌行为多发的

原因

　　近期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通
报，２０１８年以来，我国检察机关共批准调查校园
欺凌犯罪案件３４０７起，起诉５７５０人；２０１６年同
期受理提请批捕涉嫌欺凌和暴力犯罪嫌疑人的

案件１８８１起，起诉３６９７人。［５］对比数字可以发
现，校园欺凌行为在数量上呈现递增的趋势，给

社会稳定带来很大的冲击。校园欺凌行为不仅

对被欺凌者身心和社会认知造成严重伤害，而且

使得欺凌主体被同学、熟人打上负面烙印，被同

龄群体、学校、社会所排斥，进而形成更为极端的

认知，严重者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校园欺凌

行为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社会群体对欺凌行为存在认知偏差
校园欺凌行为得不到有效控制和解决，与

社会群体对于欺凌行为存在认知偏差有着重要

关系。目前社会群体对于校园欺凌行为的态度

主要有三种：一是较为宽容，认为青少年打打闹

闹属于其正常成长的一部分，是一种正常的活

动形式，没必要斤斤计较；二是保持中立，认为

欺凌行为是青少年的个体不良行为，在一定程

度上对欺凌双方都造成伤害，对被欺凌者持同

情心理，对欺凌者也不做过多的批评和要求；三

是较为严厉，认为欺凌行为是一种严重的道德

歪曲与社会问题，甚至是青少年犯罪的重要诱

因，对严重的欺凌行为必须重责重罚，以儆效

尤。［６］在校园欺凌行为的处理方面，也往往是在

欺凌行为发生后才介入，处理方式也以传统的

批评教育为主，并未对欺凌行为产生的具体原

因进行深入分析，对欺凌行为造成的后果与严

重性认识不足。正是由于这种认知偏差，社会

群体对于校园欺凌行为大多持较为宽容和中立

的态度。对欺凌行为认识不足、处理不当、矫正

不及时，其实是变相纵容欺凌行为，加重了被欺

凌者的心理压力和负担，使得欺凌行为变成了

社会生活的一种伴生现象。

２．网络不良信息的错误引导
百度搜索“西安某学院１７岁女生遭同宿舍

５名女孩群殴”结果达１７．１万条、搜索“北京中
关村二小校园欺凌事件”结果达１２．２万条、搜
索“安徽怀远火星小学副班长逼同学喝尿事

件”结果达２７１万条。诸如此类的欺凌事件一
旦经过媒体传播，很容易形成热点新闻并引起

社会关注。大众媒体迅速融入大众生活并被最

大程度地接受和使用，给青少年的学习生活带

来了极大便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青少

年群体尚未完全具备较高的认知力、辨别力，无

法甄别网络信息的真实性和参考价值，不良的

文字信息、血腥暴力的视频，对缺乏判断力的青

少年群体产生了巨大冲击。在这种网络亚文化

的不良影响下，部分天真的青少年无比认同和

膜拜这种欺凌人的“英雄”行为，并尝试在自己

的生活中进行模仿，甚至形成“炫暴”风潮，于

是校园欺凌行为便以他们为中心发酵、发生和

扩散。为了追求时尚，扩大个人账号影响力，有

的青少年会将欺凌事件配上不当的文字信息，

将事件无限放大甚至歪曲，使校园欺凌行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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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和虚拟生活中不断扩散和传播，带来

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３．法律制度对欺凌行为的过度包容
在２０１６年江苏省昆山市某中专的校园欺

凌事件中，对于女同学被殴打抢钱、拍裸照侮辱

的恶性行为，当地法院最终只是以寻衅滋事罪

判处杨某、李某各有期徒刑６个月，以寻衅滋事
罪判处丁某、顾某各拘役４个月。相比此前美
国洛杉矶中国留学生绑架凌虐案，３名主犯翟
某、章某、杨某则被判处６到１３年的监禁，并被
驱逐出境。通过以上对比可见，我国法律对欺

凌行为相对宽容，这给校园欺凌行为的处理带

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作为处罚恶性校园欺凌行

为的最后保障，法律权威不可或缺，但在实际情

况中，作为欺凌行为主体的青少年群体，其年龄

相对较小，难以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例如，我国

《民法通则》就规定十至十八周岁的人为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如造成他人伤害的，监护人承

担责任或者说可以适当减轻其责任；《治安管

理处罚法》规定，十四至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

安管理的从轻或减轻处罚，不满十四周岁的不

予处罚；《刑法》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不负刑事

责任，十四至十六周岁涉及故意杀人、投毒等８
类犯罪时才承担刑事责任。依据这些规定，造

成身体伤害程度不深但是影响恶劣的校园欺凌

事件的行为主体往往因年龄因素免于处罚，从

而使其对法律的权威无感，造成越来越多的社

会问题。

４．学校对欺凌行为主体的教育缺失
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外部影响因素很多，把

欺凌行为的责任全部归于学校并不恰当。然

而，学校毕竟是教育机构，在预防和处理校园欺

凌行为的过程中应承担主要责任。面对敏感的

校园欺凌行为，在应试主导的教育模式下，学校

对待欺凌行为往往持逃避、躲让的态度，具体表

现为：一是日常教育中轻视学生道德教育、法制

教育，学生群体道德缺位，法律意识淡薄；二是学

校处理欺凌事件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思

想普遍存在，担心欺凌者承受不了压力而不敢进

行严厉的批评和处理；三是教师群体教书育人的

方法存在问题，有的甚至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解

决欺凌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成了欺凌的主体；四

是对于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管理者因怕负面信

息影响学校声誉和严厉惩罚对学生造成伤害，往

往把“皮球”推给家长，自己则置身其外。［７］在这

样的学校教育管理环境下，欺凌主体常因没有正

确的价值认知而没把欺凌看成多么严重的事，致

使校园欺凌事件难以有效遏制。

５．家庭对欺凌行为主体的教育失能
校园欺凌事件调查显示，欺凌行为主体成

长过程中家庭教育失能者占７０％以上，其中又
以离异家庭、隔代抚养家庭、暴力家庭最为显

著，这说明不健康的家庭环境为欺凌行为主体

获取消极信息提供了温床。“近朱者赤，近墨

者黑”，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其一言一行

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的认知和行为。总的

来看，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放纵的教养方式。放纵导致部分青少年形

成不健康的自我认知：过于逆来顺受和依赖父母

的青少年，往往成为被欺凌对象；而形成极端自

我认知的青少年，则容易产生欺凌行为，甚至违

法犯罪。二是暴力的教养方式。研究发现，校园

欺凌主体的家庭多充斥着暴力和敌对氛围，特别

是单亲家庭、隔代抚养家庭、贫困家庭，在教育子

女时往往以粗暴惩罚为主。不敢正确面对家长

的青少年易于成为被欺凌对象，而耳濡目染了家

长采用暴力解决问题的青少年则会通过仿效将

其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方式，往往成为欺凌行为的

实施者。由此可见，不健康的家庭环境对青少年

校园欺凌行为具有很大的助推作用。

　　三、我国校园欺凌行为的预防与

治理

　　美国犯罪学家特拉维斯·赫希，以“人为
什么不犯罪”为研究起点，分析犯罪与社会联

系之间的关系，发现：如果社会联系对人的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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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弱化，个人便会随意产生越轨行为甚至犯

罪。［８］社会控制是个体内在情感对角色扮演的

调节过程，身份的肯定与否定所带来的积极与

消极情感，都会极大地影响这种调节过程［９］。

校园欺凌行为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预

防和治理的措施也应该是多方面的，而有效进

行社会控制，强化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可从

源头上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行为。

１．重视顶层设计，推进欺凌行为相关制度
建设

２０１６年４月的《通知》和《指导意见》等国
家级层面的解决校园欺凌问题的文件的发布，

为遏制校园欺凌行为的制度建设提供了顶层设

计和思想指导。其中，《通知》直面校园欺凌问

题的治理，强调通过专项治理，加强法制教育，

严肃校纪校规，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建设平安校

园、和谐校园；《指导意见》从切实加强中小学

生思想道德教育等４个方面，具体地指导如何
积极有效地预防学生欺凌和暴力，从保护遭受

欺凌和暴力、学生身心安全等３个方面指导怎
样依法依规处置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从加强

部门统筹协调等４个方面指导如何形成防治学
生欺凌和暴力的工作合力。［１０］浙江等地和部分

学校参照《指导意见》，从“加强教育，注重预

防”“完善制度，明确责任”“加强合作，齐抓共

管”“强化综合治理，科学追踪辅导”等方面制

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防

治校园欺凌行为的长效机制建设。在社会有效

控制发挥最大作用的前提下，国家应尽快制定

《反校园欺凌法》，通过法制途径界定校园欺凌

相关行为、构建预防机制，并在落实上下大功

夫，强化社会、学校、家庭、个体的责任，有效预

防、依法处理、形成合力，打造良好有效的控制

环境，促使青少年群体知法律、懂敬畏、控行为。

２．加强网络监管，打造健康清朗的网络媒
体环境

在人人有手机的当下，辱骂、殴打、脱衣拍

照、持刀威胁等校园欺凌字眼频频显现，屡屡发

生的不良行为让“互联网 ＋”校园欺凌现象以
更快的速度传播，网络媒体给校园欺凌主体提

供了一种新的展示和模仿可能。面对铺天盖地

的网络报道和冲击，需要我们发挥制度、社会、

教育、管理等多方面的合力作用，加强网络监

管，构建健康清朗的网络媒体环境。首先，应有

效保障各类媒体平台发布信息的真实性，通过

网络媒体监管相关制度的制定和有效执行，合

理引导网络媒体平台尊重客观事实，不能以营

利为目的肆意发布、传播不健康信息，不夸大、

不渲染欺凌行为；其次，应规范青少年网络行

为，合理监控青少年上网环境、上网时间、网络

使用范围，网络后台应做好信息监控，家长对学

生应做好家庭上网指导，学校对学生应做好网

络使用教育，同时应强制规定各类网咖、网吧远

离校园周边并真正做到禁止未成年人进入；再

次，应严控网络游戏、影音视频等游戏影视的发

行，加强监管，切实杜绝暴力、色情、低俗信息，

严格落实网络游戏用户实名注册制，从源头、市

场等环节坚决打击暴力影音资料。

３．强化底线保障，确保法律法制权威
在现行校园欺凌行为的法律惩处上，经常

会出现“一罚了之”的弊端，国家关于未成年免

于刑事责任的规定、“教育、感化、挽救”的方

针，被扭曲成对校园欺凌的一种庇护，难以很好

地处理一些严重的校园欺凌行为，严重影响了

法律公信力。因此，首先，应严肃法律权威，不

仅要推进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执行，更要加强

和赋予地方政府、学校根据实际制定相关教育惩

戒与纪律处分的权力，以有效及时处理校园欺凌

事件。结合《指导意见》，在面对校园欺凌行为

时，对构成违法犯罪的学生，应根据《刑法》《治

安管理处罚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

法规予以处置，对欺凌行为情节恶劣、手段残忍、

后果严重的，必须依法从重处罚；其次，应树立法

治精神，坚决改变对校园欺凌行为态度暧昧、息

事宁人、“打太极拳”的现象，加强法律法规教

育，强化法律法规权威，通过案例教育等直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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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让青少年群体学法懂法知法护法，身体力行，

让法律权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源头上最大

程度地杜绝和预防欺凌行为的发生。

４．注重有效沟通，构建和谐教书育人校园
环境

作为教书育人场所，学校应做好各环节沟

通工作，完善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行为的各项

措施。首先，应完善和加强校园制度和道德教

育机制建设，让惩治校园欺凌行为的相关制度

进课堂，强化青少年群体思想道德建设，建立德

才兼备育人模式；其次，应加强家校沟通，及时

主动掌握学生家庭生活等情况，把握学生思想

情绪变化和学生关系变化，做好因家庭变故、思

想变故而出现的特殊学生群体的教育管理工

作，对有可能发生的欺凌行为有预判、早发现、

重协调、强预防；再次，应正确定位学校在解决

欺凌行为中的立场，发挥道德和法制教育双重

功能，及时掌握和处理欺凌事件，对于行为后果

严重的事件绝不姑息，及时协调家长、沟通警

方；最后，应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注重用专业的

方式对受害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让学生爱老

师、敬老师、信老师，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引导和

帮助受害方积极面对和有效处置欺凌行为。

５．培育微观支持，营造稳定健康家庭环境
从社会生态学理论角度来看，家庭作为青

少年成长的微环境也是其最重要的认知环境，

对青少年的行为影响极大，很多恶劣校园欺凌

行为主体往往出自失能家庭，这是因为不健康

的家庭环境会造成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错位，暴力和专制的教养方式会塑造出子

女崇尚暴力解决问题的方式，过于溺爱保护的

教养方式使子女没有形成解决问题的正确认

知。应营造稳定健康家庭环境，让青少年在和

谐友爱的微环境中成长，有助于其有效认知校

园欺凌行为。首先，家长应做好榜样，通过良性

教育把有效解决人际冲突的方式潜移默化地传

授给子女；其次，应充分认识沟通在认知教育中

的重要作用，通过让子女把心理情结表达出来、

有效释放其不合理情绪而让其心灵宁静下来；

再次，应教育子女注重规则意识，合理表达诉

求，在面对冲突时沉着冷静、不盲目行动，在发

生冲突时避免伤害他人，养成健康向上的积极

心态；最后，应主动与社会形成合力，配合学校

对子女做好引导教育，加强子女与同龄群体之

间的交流和沟通，规范子女上网行为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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