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校园欺凌题的现状、应对
困境及破解对策思考



前     言
        近年来，不断有学生欺凌事件经媒体曝光并在舆论中迅速发酵，校园欺凌问题不

断受到社会公众关注。媒体及大众除了对被欺凌学生深感同情与关切外，也对我国当下校

园欺凌的预防及处理机制提出质疑。我国目前并无专门应对校园欺凌的立法规则，《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中也仅对未成年人较为严重的不良行为予以惩戒，立法中并未对校园欺

凌乃至校园暴力行为予以特别关注，致使当发生此类相对轻微、并未达到刑法处罚标准的

校园欺凌事件时，在无章可循下会被人们选择性忽视，甚至对是否构成欺凌行为这一前提

性问题仍有争论。立法在这一领域的缺位加之社会各角色并不积极的态度，使得我国对校

园欺凌问题还仅仅停留在浅层讨论的层面。若立法对校园欺凌的概念、归责等基本问题始

终保持缄默，则校园欺凌的现状便很难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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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1月22日，教育部等十一部门联合制定的《加强中小学生欺凌
综合治理方案》出台，对校园欺凌进行了较为明确的界定： “校园欺凌，
不是指你和我因为什么矛盾打了一架，而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对他人实
施的肢体、言语或精神上的伤害和攻击。” “所以校园欺凌不只是肢体上
的暴力行为，有些非肢体的欺凌对孩子的伤害也很大。”心理学上将校园
欺凌分为直接欺凌和间接欺凌，其中直接欺凌包括肢体欺凌和言语欺凌，
间接欺凌则指通过散播谣言、利用人际关系、煽动他人恶意对待等方式，
将受欺凌者排除在某个团体之外。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将欺凌视频或受
欺凌人的行为公布在网络上为特征的网络欺凌也成为一种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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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欺凌不是我国的独有现象，而是一个在世界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普遍
存在的现象。1983年，挪威的全国性调查显示，7~16岁的学生中，15%

的人与欺凌行为有关。2011年，美国约瑟夫森青少年伦理品格研究所发
表了一份关于美国高中校园欺凌行为的研究报告，结果显示，50%的学
生承认在过去的一年里欺负过别人，47%的学生在过去一年里被以非常
令人难过的方式欺负、取笑或者嘲弄过，10%的学生在过去一年里至少
一次带武器到学校。2015年6月5日，日本政府公布的《儿童和青少年白
皮书》显示，日本校园欺凌现象普遍，在为期6年的追踪调查中，近九成

学生曾遭遇校园欺凌，形式包括集体孤立、无视、说人坏话等。调查显
示，从2007年小学四年级到2013年度初中三年级的6年间，只有13%的学
生表示从未遭受校园欺凌，从未欺负过他人的学生也只占12.7%。



第一部分：我国校园欺凌问题的现状分析

我国关
于校园
欺凌的
调查1

2025/1/14

据统计，近年来，在我国经媒体曝光的校园欺凌/暴力事件每年都有数十

起，发生地从大型城市北京、上海，到欠发达的陕西、云南，从东北辽
宁，到南端省份海南。例如：2014年每天曝光的中关村二小事件、2015

年媒体曝光的南京一名高年级学生强迫一名初中生吸食大便事件等，都
是典型的校园欺凌事件。今年4月27日18时10分许，米脂县第三中学学生
放学途中遭犯罪嫌疑人赵某某袭击，造成9死17伤的惊天惨案，经事后调

查，赵某某原来在陕西米脂县三中上过学，曾被同学欺负过，积怨已久，
长期压抑，不能排解，最终却把怨气撒在了母校无辜学生身上。 在我们
身边，校园欺凌事件也时有发生：黄阳司中学、六中、祁阳初中生杀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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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校园欺凌整体现象情况如何?中国尚没有专门针对校园欺凌的全国

性调查，现有调查多是学者或相关机构在特定区域内进行的，其目的多
是为了针对一个项目和课题收集数据。一个范围相对较大的调查发生在
2002年，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张文新等人针对山东省9205名城乡中

小学生作了校园欺凌现象的专门调查。调查显示，近五分之一的被调查
者有欺凌或被欺凌问题，1371(14.9%)名学生自认为受欺凌者，227(2.4%)

名学生自认为是欺凌者。研究还发现，在小学和初中阶段，直接言语欺
负的发生率最高，其次是直接身体欺负，间接欺负的发生率最低;小学和

初中男生受直接身体欺负的比例显著高于女生，直接言语欺负没有显著
的性别差异。随着年级的增长，欺凌行为会有所变化。年级越高，采取
语言欺凌的人数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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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海珠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平台——“青年地带”，曾在2014年对海珠
区三所初中的初一新生展开过校园欺凌的现状调查。在1447名受访者中，有23.7%

的学生表示，在过去的一个月内曾受同学的欺凌，有192名同学受到一次以上的欺
凌。2015年上半年，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曾宝怡在广东东

莞市某中学实地调研，针对校园欺凌做了专门的问卷调查和个别深入访谈。根据
她的调查结果，在随机抽取的300名学生问卷调查中，有57人被同学指认为或自认
为是欺凌者，其中，欺凌他人次数一周一次的占 43.8%，有23.4%的人达到一个月
两三次。曾宝怡自述，在初中时，她也曾为校园欺凌所困扰。“初二下学期，我脸
上突然长了很多青春痘，班里同学给我起各种外号，比如叫我‘猪扒’。”她回忆说，
一个男生带领其他男生，在她面前像遇到瘟疫一样故意逃走，女生则在旁边偷笑，
“那几个月我觉得上学好痛苦”。曾宝怡将此事告诉了家人，并得到了安慰和鼓励，
后来，欺凌者也转了学，事情渐渐平息。上大学时，曾宝怡选择了社会工作专业，
并将初中生的校园欺凌行为现状研究作为本科毕业论文的主题。她说：“没有做欺
凌课题的时候，我觉得过去的那段经历是很难堪的，无论如何都不想提起。现在
我已经走出来了，我也想帮助其他人摆脱校园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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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隐蔽性。从上述调查分析可以看出，媒体所曝光的欺凌事件，通常不是突然发
生的，而是长期隐秘进行的，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进入公众视野。“隐秘性是
校园欺凌的一个突出特点。”校园欺凌多发生在楼梯拐角、厕所、寝室或上下学路
上，这类环境几乎没有外力控制，青少年很容易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做出非理性
行为。
 2、帮派现象。校园欺凌还呈现出校园帮派现象。一些帮派仅由在校学生构成，
他们出于对社会帮派的好奇和自我保护的需要，自成一派;还有一些帮派则极为复

杂，不仅有不同年级的学生，还有成人势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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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帮派调查：广州海珠区“青年地带”的调研结果显示，在初一新生中，有4.9%

的同学表示，在过去的一个月内，有同学仗着黑社会的势力欺压自己;中国青少年
研究中心2006年针对西部某地级市进行的全市抽样调查发现，学校里“大同学欺负
小同学”现象的占51.3%，“有拉帮结派打架斗殴现象的”占36.3%，有“勒索钱财现
象”的占22.5%;《中国青年报》200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中学生有25%的男生
有意加入帮派，还有4%的女生有意加入感兴趣的“组织”。帮派的作用：帮派的存
在，为青少年欺凌行为提供了客观条件：帮派成员被欺负，帮派会团结一致，为
其“报仇”;帮派成员欺负别人时，其他成员也会尾随。帮派的经费来源：帮派中通
常有个带头人，帮派成员集体活动时需要吃喝玩乐的经费，无法从家长那获得，
他们便通过勒索同学，或要求帮派新人交纳“会费”的方式获取。有的帮派要求成
员如果退会，也要交纳“退会费”。在我们办理的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一名
李姓男生被同学拉入帮派组织，每个月从家里偷钱上缴会费，缴纳“会费”后帮派
便保护其不受欺负，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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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四川省某重点中学的刘某回忆了他十年前在中学时代经历的校园欺凌事件。
初一下学期开始，刘某和班里6名比较叛逆的男生结成帮派，“当时古惑仔一类电
影看得多，学校里看起来比较‘大哥大’‘大姐大’的人就会拉帮结派。”刘某所在的初
中和高中都是重点中学，但仍然存在很多帮派，帮派间还有矛盾，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帮派中某位成员单独遇见另一个帮派中的多位成员，便会沦为被欺凌者。刘
某就曾在一次午休时被另一帮派围殴，后来，刘某所在的帮派又为他报了仇。但
十年后的今天，这些互相打架的人都成了朋友。回想中学时期的经历，刘某的评
价是“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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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方面的。 “最直接的原因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没人教他们如何应对、处
理孩子之间的冲突，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自己情绪的宣泄，最终选择了暴力这
种方式。”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寇彧看来，家庭中专制、放任的教养方式
最有可能造成学生的不良行为，孩子既模仿父母的攻击行为，偶尔做出越轨行为
也得不到有效纠正，久而久之，欺凌者习惯了攻击和伤害行为，被欺凌者习惯了
逆来顺受的应对方式。上面说的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曾宝
怡为毕业论文进行的深入访谈证明了寇彧的观点。她在与被指认或自认为是校园
欺凌者的对话中发现，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有对孩子的打骂行为。一位来自单亲家
庭的男生对她说，“我爸常跟我说不要让人觉得我好欺负，要做男子汉啊!”因此，
即使别人只是不小心碰到他，他也会展开长达一个月的语言欺凌;另一位欺凌者和

哥哥就读于同一所学校，在哥哥的包庇下，这名男生肆无忌惮地辱骂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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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校园欺凌的成因时，我们还应当注意一个群体，那就是介于欺凌者与受欺
凌者之间的旁观者。这个群体庞大而不受注意，却是校园欺凌行为中不可或缺的
因素。如果旁观者对欺凌行为默不作声，或者叫好，就会助长欺凌者的行为，导
致欺凌现象越来越多，旁观者本身也可能转变成受欺凌者。如果旁观者能够给予
受欺凌的同学以支持，欺凌行为再次发生的概率就会减少。此外，有的孩子既是
欺凌者又是受欺凌者，而在这种转换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旁观者的无动于衷，使
欺凌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曾宝怡在调查中问及一名初三男生为何欺负别人时，
男生忿忿不平：“我欺负那些人算什么，你不知道我以前被欺负成什么样。”他说，
初一时，他几乎每个星期都会被高年级的同学拉到厕所里脱裤子，有时候被高年
级学生勒索要钱，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同学给予帮助，甚至有人围观起哄。升入
初三后，他便将自己的遭遇应用到别人身上，转变成一个欺凌者。（上面说的陕
西米脂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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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怎样才能尽早发现校园欺凌苗头呢？其实，无论是校园欺凌者，还是受欺凌
者，多少都有些显性特征。欺负者通常在同龄人中身材较强壮，也更成熟，而受
欺凌者则相对弱小，比同龄人略显幼稚。最容易成为受欺凌者的，是班级里“被拒
绝的学生”，他们通常课间时也一个人待着，明显缺乏必要的社交能力，或内心有
些自卑。事例1：上面提到过的那个重点中学毕业的刘某自述，他曾长期欺凌一个
男生，就是因为其身材矮胖，同学们都叫他“小胖墩”。刘某常在午休时把“小胖墩
”拉到楼梯拐角，先是骂，接着打，一般持续5至10分钟。此外，他们也会故意扔
他的书包，往他课桌上洒水。最终，“小胖墩”转学离开了这所学校。不过刘某说，
外貌、成绩等不是他欺负别人最直接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被欺负者的性格不太
合群，或者自己不认同。“一般学生没人欺负，容易被欺负的是那些让我们感觉有
点‘假’的人。”但他对“假”并没有明确定义，仅仅是“说话方式让我不喜欢”，或“看
起来很不顺眼，很欠扁”。事例2：另一个曾参与过口头欺凌行为的女生也表达了

同样的观点。她上小学时，班里一位女生学习成绩很好，很受老师喜欢，但在同
学间人缘很差，大家认为她很“假”。于是班里多数女生结成一派，对其孤立。“我
们故意不带她玩，比如大家一起聊天时，她一过来我们就不说了，或者她经过的
时候故意说些不好听的嘲讽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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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校园欺凌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一大批专业人员，同时需要开拓孩子们交
流的渠道。在这方面我国基本处于空白，但也有些民间机构，开始自发地在中国
校园进行校园欺凌行为的干预。国际计划是一个以儿童为工作对象的人道主义国
际组织。2011年开始，国际计划(中国)在陕西省4个县域16所学校中，开展“无忧校
园”项目，以减轻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行为。该组织应对校园欺凌包括三方面：预
防、早期干预和欺凌个案应对，国际计划的项目主要侧重于预防和早期干预，所
采取的办法是在校园里开展反校园欺凌的宣传，告诉孩子们自我保护的办法，以
及鼓励学生拥有更多的自信。每个暑假，项目组还会抽取某个班级的一些学生，
举办10天左右的夏令营，通过心理干预法，引导学生认识自我、发现自我，教会

他们怎样交朋友，怎样与他人有效沟通，以及出现暴力冲突时该如何解决。在夏
令营里，往往可以通过观察发现有欺凌或受欺凌倾向的学生，事后通过家访等方
式进行早期干预。该项目还针对老师做应对校园欺凌的专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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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海珠区“青年地带”也于2012年启动了第一期反校园欺凌服务项目。他们与政府合作，
对海珠区12所学校每校派驻两名社工。 “青年地带”十分强调驻校社工与学校老师的不同。他
们强调社工和老师是两个专业、两种职业。他们会让学生叫他们Miss或阿sir，而不是老师。

但项目最初开展时，校方对于社工能起到的作用仍有疑虑。被拉入帮派组织的学生李某成为
打开工作的钥匙。帮派成员借口“带他去见老大”，逼他回家“拿”钱，被家长发现。李某陈述了
原由，家长立即报警，在社区警察的协调下，双方家长共同讨论解决方案。“青年地带”社工
主动参与到家长会议中。社工了解到，李某父母工作繁忙，经常不在家，忽视了孩子的成长。
社工将李某带入到戏剧表演活动中，经过一段时间磨合，李某主动要求在戏剧中扮演欺凌者，
并且参与度越来越高，也对欺凌行为有了新的认识。之后，李某结识了新的朋友，并利用周
末一起去做志愿服务，和以前的帮派彻底脱离了关系。目前，这12所学校都提供了专门的社
工服务场所——社工站。社工站以绿、黄等清亮颜色为主，设置有图书阁、桌游区等，吸引
学生在课余时间前来。驻校社工说，午休和放学后是社工站最热闹的时候，孩子们有的下棋，
有的玩桌游，更多人在聊天。“很多是他们在班里不方便讲的话，社工陪他们聊天，也陪他们
玩。”驻校社工的工作还包括帮助召开主题班会，个案辅导，召集由欺凌行为双方参与的会议
以了解其背后的根源，以小组形式培养孩子们处理压力、应对矛盾的社交技巧，培养自尊感
等。 “青年地带”正在筹备开发一个名为“校园零欺凌”的APP，希望能通过新媒体平台，实现

青少年、家长和教师的互动，普及预防及应对校园欺凌的信息，实现对校园欺凌真实情况的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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