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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校园欺凌的预防和处置机制

郭开元
（ 中 国 青少年研究 中心 ，

北京 １０００ ８９ ）

摘要 ：
校 园欺凌是发生在学校

，
针对学 生恶 意 实施的

，
造成受 害者 身心伤 害的行为 。 我 国现行

法律关 于校园欺凌的预防和处置机制 的规范不足 ， 未形成统一 的预防机制 和处置机制
，

也未形成严格

的 责任追究机制 。 为有效治理校园欺凌 ， 要从对学生 的教育 、 教师 的培训 、
校园 警察的设置 、 技术预

防等 角度构建校园欺凌预防机制 ； 要从危机应４

等维度构建 多 元化的校园欺凌处置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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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校园欺凌的概念和危害

近年来 ， 我国校园欺凌事件多发 ，
已经成

为社会公众和理论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 。 在

理论研究中 ， 随着欺凌方式的变化以及对社会

认知的多元化 ，
校园欺凌的内涵和边界的厘定

的难度不断增大 ， 从社会学 、 教育学等不同理

论视角界定校 园欺凌概念 ， 致使概念众说纷

纭 。 有学者认为 ， 校园欺凌是在学校管控范围

内 ， 发生在力量不均衡的学生之间 ， 以直接或

间接的形式对他人进行故意的 、 持续的侵害 ，

对受害者造成身体 、 心理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

行为 。

？
有学者从狭义的概念审视 ， 认为校园

欺凌是指在幼儿园 、 中小学及其合理辐射区域

内发生的教师或者学生针对学生的持续性的心

信息通报机制 、 施暴学生的 惩罚 、
被害学 生 的安抚

理性或者物理性攻击行为 ， 这些行为会使受害

者感受到精神上的痛苦 。

？
在实务工作中 ， 长

期未界定校园欺凌的概念 ，
２０１ ７ 年教育部 、 中

央综治办等十一部门印发的 《加强中小学生欺

凌综合治理方案 》 ， 界定了学生欺凌的概念
？

。

纵观校园欺凌的概念界定 ， 场域的特定性 、 行

为主体和行为对象的特定性 、 行为人主观方面

的蓄意或者恶 意 、 欺凌手段的侮辱性 、 侵害

的重复性等方面是校园欺凌概念必然蕴含的要

素 。 基于此 ， 笔者认为 ， 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

中小学的校园及其周边 ， 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

通过肢体 、 语言或者网络实施的 ， 造成受害者

身心伤害的侮辱 、 欺负等行为 。

校园欺凌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 ，
会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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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学生欺凌是发 生在校 园 （

包括 中 小 学校和 中等职业 学校 ） 内 外 、 学生之间
，

一方 （ 个体或群体 ） 单次或 多次蓄 意或 恶意通

过肢体 、 语言及 网络等手段 实施欺 负 、 侮辱 ，
造成 另

一方 （ 个体或群体 ） 身体伤害 、 财产损失或精神桢害等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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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身心造成双重伤害 ， 诱发违法犯罪行 为 。

首先
，
校园欺凌行为侵害了青少年的生命权和

健康权 ， 使受害者产生恐惧 、
焦虑

、 沮丧等负

面情绪 ， 出现成绩下滑 、 厌学或者逃学等行为 ，

甚至发生 自 残 、 自杀行为 。 其次 ， 校园欺凌事

件严重影响学校的教学管理秩序 ，
造成学校管

理混乱的负面印象 ， 引发家长的不信任 ， 影响

学校的教学质量 。 再次
， 有些被欺凌的学生担

心再次受到欺凌 ， 就会加入欺凌团伙 ，
成为其

中
一员 ， 由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 。

二 、 我国有关校园欺凌预防和处置机制存

在的问题

１ ． 现行法律法规对校 园欺凌的规范不 足

在现行的法律法规体系 中 ， 没有专门针对

校园欺凌的法律 ， 只是将部分校 园欺凌行为纳

入
“

未成年人不 良行为
”

、

“

学生伤害事故
”

等

概念中予以规范 ， 不仅法律条款过于分散 ， 也

弱化了对校园欺凌的惩治力度 。 《 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 》 将校园欺凌行为稀释于
“

打架斗殴 、

旷课 、 夜不归宿
”

等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之

中
；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 将校园欺凌行为

稀释于校园安全事故之中 ， 未体现出校园欺凌

处置的特殊性 ， 不利于对校园欺凌受害者的特

殊保护 ；
２０ １ ２年修订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 》 中 ，

也未出现
“

校园欺凌
”

概念 。

２ ． 未形成统
一标准的校园欺凌预防机制

校园欺凌预防机制包括进门登记 、 身份识

别 、 监控安置 、 安全教育培训 、 法制教育以及

安保队伍配备等方面 。 校园欺凌应急机制包括

成熟的危机现场应急队伍和完善的危机现场应

急措施两方面 。 目前 ， 我国的法律法规中并未

形成
一套标准的校园欺凌预防和处置机制 ， 导

致部分学校疏于防范 ， 部分学校缺乏校园欺凌

事件的应急处置措施 。

１ ４

３ ． 未形成严格的 责任追 究机制

法律的惩戒和威慑功能 ， 需要通过严格的

责任追究机制落到实处 。 校园欺凌事件中的责

任追究 ， 需通过民事 、 行政 以及刑事法律责任

得到落实 。 但是现行的法律法规对校园欺凌的

惩戒措施和责任追究机制不足 。

（ １ ） 惩戒措施不足 。 我 国 《 刑法 》 规定 ，

不满 １ ４ 周 岁 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

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 ；
已满 １ ４ 周岁不满 １ ６ 周

岁 的人 ，
实施故意杀人 、 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

者死亡 、 强奸 、 抢劫 、 贩卖毒品 、 放火 、 爆炸 、

投放危险物质行为 的 ， 负刑事责任 。 由上述规

定可 知 ，
我国 《刑法 》 对不满 １４ 周 岁 的人实

施的校园欺凌行为以及 １ ４周 岁 以上不满 １ ６ 周

岁 的未成年人实施的未致重伤 、 死亡的校园欺

凌行为 ， 不承担 刑 事责任 。 根据 《 刑法 》 规

定 ， 对于未满 １ ６ 周 岁不予刑事处罚 的未成年

人
， 责令家长或者监护人严加管教 ， 必要的时

候可以 由政府收容教养 ， 但是此项规定缺乏可

操作性 ， 约束力有限 ， 难 以起到惩戒的作用 。

另外 ， 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 ，
对未成年学生的

伤害行为 只是规定 了监护人的赔偿责任 ， 学校

对于施暴学生的惩戒手段也只是
“

可以给予相

应的纪律处分
”

。

（ ２ ） 对相关责任人 的追责力度不足 。 首

先 ， 家长的放任对 于未成年人暴力行为的 发

生有着直接的 因果关系 ， 多数施暴学生的 背

后都有一个有缺陷的 家庭或者家庭教育方式 。

在我 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 ， 对于父母责任的

追究主要是限于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时

的赔偿责任 ， 该赔偿责任对于贫困 家庭来说

也难 以落实 ； 而父母不履行监护职责 ， 放任

未成年子女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 ，
由公安机

关予 以训诫 ， 这些措施无法起到实质 的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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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 有关学校的

追责条款中 ，
针对学校 由 于其安全管理制度

欠缺而导致校 园欺凌的结果扩大的情形 ， 没

有规定应如何追究学校的责任 。

三 、 完善校园欺凌的预防机制

根据 《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 》

的规定 ，
校园欺凌的治理要坚持教育为先和预

防为主 ， 健全预防校园欺凌的工作机制 。 在校

园欺凌的预防机制建设方面 ， 要着重做好预防

校园欺凌的教育 、 评估等制度建设 。 预防校园

欺凌的教育包括对学生 的教育和对教师的教

育 。 对学生的教育主要是使学生形成 良好的思

想道德意识 、 法治意识和健康的心理状态 ， 教

育学生掌握危机事件中的 自护知识 。 对教师的

教育主要是使教师掌握基本的安防技能以及危

机应急处理技能 ， 使教师在面对校园欺凌时懂

得如何应对 。

１ ． 针对学生开展的教育

（ １ ） 传统文化教育 。 在价值多元的文化环

境中 ，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
可以培养

学生的 民族 自豪感 ， 教育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

观 、 人生观和价值观 ， 塑造学生良好的守法品

格和髙 尚 的道德情怀 ， 尊重生命 ， 尊重他人 ，

自觉抵制暴力 ， 从根本上预防校园欺凌行为的

发生 。

（ ２
） 生命教育 。 生命教育 ，

是直面生命和

生死问题的教育 ， 目标是使学生理解生命的意

义
， 学会对生命的呵护 、 感恩和分享 ， 从而实

现自 我生命的最大价值。 近年来 ，
校园欺凌事

件 的多发反映了学生对于生命的漠视和不尊

重 ， 敲响了生命教育的警钟 。 因此
， 尊重生命

的教育应纳人中小学学生的教育课程中 ， 通过

系统 的生命教育 ， 使未成年学生懂得珍惜生

命 、 呵护生命 ， 自觉远离校园欺凌行为 。

（ ３ ） 法治教育 。 对学生进行法治教育 ，
目

的是使学生了解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 ， 明确什

么是合法行为 ， 什么是违法犯罪行为 ， 从而形

成权利义务的观念 ， 养成遵纪守法的行为习

惯 。 近年来 ，
校园欺凌事件多发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欺凌者 的法治观念淡薄 ， 没有意识到

欺凌行为的法律后果 ， 以致于触犯了刑事法

律还不 以为然 。 因 此 ， 学校要加强法治教育

内容的针对性 ， 让学生 明确行为的底线 ， 树

立守法意识 。

（
４ ） 安全 自 护教育 。 安全 自 护教育 ， 是

指在安全事件中 ， 采取有效的 自 我救助 的措

施 以避免 自 己或他人遭受到不法侵害的教育 。

学生具备
一定 的 自 护能力 ， 有利于 明确在暴

力事件中应采取何种措施 ， 可 以将损害减小

到最低程度 。 因此 ， 要加强未成年学生的 自

护教育 ，
教育学生面对校园欺凌等危险时应

当采取的方式方法 ， 传授给学生必要 的防身

技能 ，
以便学生在 紧急时刻能够从智力和体

力两个层面进行 自救 。

（ ５ ） 心理健康教育 。 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

育是预防校园欺凌的重要内容 。 在校园欺凌的

动机因素方面 ，
施暴者实施欺凌行为往往是基

于小事冲突而产生嫉妒 、 报复心理。 未成年学

生心理发育不成熟 ，
不会调节 自 己 的情绪 ， 容

易 冲动 ， 在受到
“

不尊重
”

时就会产生教训对

方的念头 ， 加之未成年人年龄尚小 ， 行为不懂

得分寸 ， 容易造成严重后果 。 因此 ，
要加强学

校的心理健康教育 ， 根据未成年学生的心理特

点和发展规律 ， 运用心理教育的方法 ， 培养学

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和 自我调节能力 。

２ ． 针对教师开展的教育培训

（ １） 校园安全防范技能培训

根据学校安防工作的需要 ， 教师的校园安

预防靑少年犯罪研究 Ｉ２
０ １ ７

｜ ６

Ｊ ＵＶＥＮ ＩＬ Ｅ ＤＥ Ｌ ＩＮＱＵＥＮ Ｃ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ＩＯＮ Ｒ ＥＳＥＡＲ ＣＨ

１ ５



特 丨

别
Ｉ 策 Ｉ 划

ＳＰ ＥＣ Ｉ ＡＬＰＲＯＧ ＲＡＭ

全防范技能培训应 当包括基本 的安全常识培

训 、 危险识别知识培训 、 暴力 应对知识培训 、

防暴器械使用培训并开展校园欺凌预防演练活

动 。 通过对教师 的校 园安全防范技能培训 ， 能

够使教师做好校 园欺凌的防范和应对 ｒ．作 ， 并

将防欺凌知识传授给学生 ， 从而有效预防校园

欺凌的发生 ， 即使在发生校园欺凌的情况下 ，

也可 以将损害降低到最小程度 。

（ ２ ） 教育方法培训

教师的教育方法培训 主要包括教师素养培

训
、
教学方法培训 、 沟通技巧培训等方面 。 学

校应重视对教师 的教育方法培训 ， 目 的在 于使

教师 掌握科学的 教育方式 ， 注重与学生 的沟

通
， 善于聆听学生的意见和心声 ， 防止强制性

地灌输 自 己 的理念而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 ， 避

免师生矛盾的出现 。

３ ． 校 园警察的设置

校园警察是维护校 园安全秩序 ， 有效应对

校园欺凌的重要措施 。 针对部分治安薄弱的学

校出现校园欺凌丛生的现象 ，
应当在校园欺凌

丛生 的学校设置校园警察予以预防控制 。 根据

校园安全的状况 ， 分层确定是否需要配置校园

警察 。 对于近五年来未发生校园欺凌的学校 ，

认定为绿色安全学校 ， 可 以不设立校园警察 ；

对于发生过校园欺凌的学校 ， 依照校园欺凌发

生的频率以及危害程度 ， 分别认定为校园欺凌

黄色 、 橙色以及红色预警学校 ， 并配备不同数

量的校园警察 ， 进行宽严不同的管理。

校园警察是由学校聘任的 ，
承担保障校园

安全和应对校园欺凌的职责 ， 主要任务是在校

园 内部巡逻 ， 防止校园欺凌的发生 ； 维护校园

内部秩序 ；
及时制止正在发生 的校园欺 凌行

为 。 由 于校园警察具有惩戒权 ， 并且在
一

定情

形下可以使用警械 ， 容易在未成年学生 中形成

威慑力 ， 预防校园欺凌的发生 。 另外 ，
校园警

察具备
一定 的格斗技 能以及应急事件处理知

识 ， 在校园欺凌发生时能够有效控制局面 ，
维

护教师和学生的人身安全 。

４ ． 问题未成年人干预组织的设置

学校应 当专门成立 由学生管理教师 、 班主

任 、 专职心理教师构成的问题未成年人干预组

织
，
该组织对经过人身危险性评估的未成年人

分类后 ， 制定 、 商讨和落实有针对性的预防措

施 。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 ，
可 以吸纳 同伴群体 、

学生家长参与 ， 做好针对有暴力倾向的青少年

的校园欺凌预防 Ｔ．作 。

５ ． 矛盾应对机制 的设置

调查研究发现 ，
多数校园欺凌的发生是基

于矛盾和误会未得到及时化解 ， 造成事态的扩

大化 。 因此
，
及时发现并化解矛盾 ， 是预防校

园欺凌的重要内容 。

（ １） 建立学生之间矛盾的及时发现和化解

机制

首先 ，
及时发现学生之间矛盾 ， 这主要有

两个渠道 ： 其
一

是学生信息员的设置 ，
这是学

生矛盾信息来源的 主要渠道 。 通过在学生中间

设置信息 员 ，
及时了解学生的 日 常生活状况 、

学生之间的矛盾等 内容 ，
以便能够及时采取措

施应对 ， 从源头预防校园欺凌 。 其二是班主任

的观察了解 。 班主任及时与学生家长沟通 ， 掌

握学生在家的 表现 ， 观察学生在校的 言行举

止 ， 从而全面了解学生的个性特点 、 存在的问

题以及与其他同学之间是否存在着矛盾 。

其次 ， 教师组织学生个别谈话和教育 。 未

成年学生 由 于 自 尊心比较强 ， 容易冲动 ， 发生

矛盾后往往难以心平气和地沟通交流 。 因此 ，

教师要在事先组织学生分别谈话教育 。 通过教

师的教育和开导 ， 抚平学生的躁动情绪 ， 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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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化解。

再次 ，
教师组织学生矛盾和解 。 在做好个

别谈话教育的工作后 ， 教师可以搭建沟通交流

平台 ， 使双方都能真诚相待 ， 促使过错方真诚

道歉并获得对方的谅解 ， 从而化解纠纷 ， 避免

矛盾的激化或者恶化 。

（ ２ ） 建立教师与学生之间矛盾的预防和化

解机制

首先 ， 畅通学生反映问题的渠道 。 在校园

中设立负责德育工作副校长的投诉信箱 。 通过

设立投诉信箱 ，
学生可以反映教师 日 常教育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 、 自 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 自

己对教师的不满以及师生矛盾的表现等等 。 投

诉信箱可以设置为网络信箱 以及实体信箱两

种 ， 能够便于学生及时反映问题 。 学校要充分

重视投诉信件 的内容 ， 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

防止矛盾激化而造成严重后果 。

其次 ， 事实调査和信息收集 。 通过访谈学

生 、 走访任课教师等方式 ， 全面了解学生所反映

的情况是否存在 ， 以及学生 自 身存在的问题等 。

再次 ， 矛盾化解 。 学校负责人组织双方进

行矛盾化解 ， 双方坐下来和谈 ， 找到各 自需要

纠正之处 ， 并作出承诺和道歉 ，
达成和解 。 如

果矛盾无法和解 ， 涉及教师违规违纪行为的 ，

及时对涉事教师作出行政惩罚或行政处分 。

（ ３ ） 建立学校的替代支持机制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 造成大量流

动人 口进城务工 ， 留守儿童增加 ， 家庭教育缺

失 。 当家长不能履行教育责任 ， 谁来替代家长

履行监护职责就成为焦点问题 。 可 以通过普及

学校寄宿制度 ， 将这部分未成年人纳人统一的

管理和教育 ， 防止其流入社会受到负面影响 。

６ ． 校园欺凌的技术预防

（ １） 摄像头 。 在校园安装摄像头 ， 是有效

预防校园欺凌 的重要措施 。 摄像头的安装位

置 ， 要结合暴力行为多发时间 、 地点的综合考

虑 。 对于学校周边以及建筑物后面 、 学校景观

位置 、 绿化林地等较为隐蔽 ， 易成为学生暴力

选择的地点 ， 应当着重安放摄像头 ，
有效预防

在这些场所发生校园欺凌 。

（ ２ ） 身份识别系统 。 针对校外人员进人学

校内部实施伤害行为的严峻态势 ，
应当在学校

内部设置身份识别系统 ， 对校外人员和车辆进

入学校的要实行严格的登记制度 ， 从源头上堵

住校园欺凌发生的可能性 。

（ ３ ） 安全检査 。 管制刀具的使用对于校园

欺凌中伤害结果 的扩大化起 了较大的推动作

用
， 也是校外人员潜人校内肆无忌惮地进行杀

戮的 重要凭借 ， 因此 ， 要建立学校 的安检系

统 ， 对校内师生以及外来人员进行安全检査。

若发现未成年学生携带管制刀具的 ， 由校园警

察査明原因 ， 没收所携带的管制刀具 ， 并按照

学校的规定进行纪律处分 ； 如发现校外人员携

带管制刀具进人校园 ， 要禁止其进人校园 ， 必

要时请求公安机关予以协助 。

（ ４ ） 安装路灯 。 校园的路灯亮化率与校园

欺凌的发生频率有较大关联 。 为有效防范各类

涉校案件和爆恐案件 ， 保障师生的生命财产安

全 ，
２０ １ ５ 年公安部 、 教育部发布了 《 中小学幼

儿园安全防范工作规范 （试行 ）》 ， 要求在校门

和校内学生行进主要道路 、 教学楼和宿舍楼道

等部位 、 地段安装路灯
，
亮化率要达到 １ ００％ 。

校园内路灯的充分设置以及足够的亮度有利于

及时发现校园欺凌行为 ， 从而抑制暴力的发生

以及暴力后果的扩大化 。

（ ５ ） 匿名心理求助系统 。 学生的暴力行为

有很大的心理因素 ， 因此学校应当开辟专门的

心理救助渠道 。 但是 ， 许多学生出于隐私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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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不愿将 自 身的心理问题当面展示给他人 ， 不

积极主动 向心理咨询师求助 。 因此 ， 学校要建

立专 门的匿名心理求助平台 ， 或者设立心理求

助热线 ， 鼓励有心理问题的学生积极向心理咨

询师等专业人员求助 ， 及时解决心理问题和行

为问题 。

（ ６ ） 匿 名举报 系统 。 学校应 当设立 匿名

举报系统 ，
包括 网络举报平台 以及实体信箱 ，

便于师生检举校 内存在的各类暴 力现象和行

为 。 匿名举报 系统 的设立 ， 可以有效防止举

报人受到打击报复 ， 解除其后顾之忧 ， 也便

于学校及时掌握校园欺凌的信息 ， 做好被害人

保护工作 。

四 、 构建校园欺凌的多元化处置机制

根据 《加强 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 》

的规定 ， 校园欺凌的治理要坚持法治为基 ， 按

照
“

宽容不纵容 、 关爱又严管
”

的原则 ， 依法

依规对实施欺凌的学生予以必要的处置及惩

戒 ， 构建多元化的校园欺凌处置机制 。 多元化

的校园欺凌处置机制 ， 是针对校园欺凌行为的

紧急处理和善后机制 ，
包括建立应急机制和组

织 、 施暴人处罚 、 受害人安抚 、 信息通报和相

关人员追责等内容 。

１ ． 建立校园欺凌的应急机制和组织

学校要制定一套符合学校实际情况的 、 校

园欺凌的应急方案 ， 内容包括制服施暴者 、 制

止暴力行为 、 将施暴者带离现场 、 驱散围观者 、

对受害者伤情的紧急处理和就近送医 、 全面收

集信息和了解事件情况 、 暴力行为涉及犯罪的 ，

向公安机关报案等 。 应急机制是在校园欺凌发

生时学校紧急启动的 ， 针对欺凌行为采取的有

序的应对措施 ， 以有效制止欺凌行为 ， 及时对

受害人进行保护 。 同 时 ， 学校要建立应 急组

织
， 该组织主要 由学校领导 、 校园警察 、 教师

和医生组成 。 学校领导负责暴力应急的指挥工

作 ， 控制整个局面 ， 作出具体决策 ；
校园警察

具有控制现场的专业能力 ， 负责制服施暴者 、

制止暴力行为 ， 维护师生的安全 ； 教师具有对

学生管理的教育经验 ， 负责现场的劝说教育工

作 ； 医生负责对受伤人员 的紧急救治和转送工

作 。 在校园欺凌行为发生时 ， 该应急组织立即

启 动 。

２ ． 建立校 园欺凌的信息通报机制

欺凌事件发生后 ， 有些学校往往封锁消

息 、 避免信息扩散 ， 让双方当事人私了 。 这不

仅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 ，
妨碍了公安机关及时

收集证据 ， 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及时

的维护 ， 造成双方矛盾的激化。 受害人选择将

暴力事件公布到 网络上 ， 希望通过舆论的压力

使事件得以解决 ，
致使学校处于被动的情形 。

因此 ， 学校应建立校园欺凌信息通报机制 ，
开

设专门 的校园欺凌信息网络平台 以及公告栏 ，

及时通报事件情况和处理进展 。

３ ． 施暴学生的 处罚与矫治机制

对施暴学生的处罚是校园欺凌善后工作机

制 ， 也是威慑潜在的校园欺凌行为人悬崖勒马

的有效途径 。 在处罚方面 ，
应当 完善现有的处

理机制 ，
主要 由学校进行纪律处分 ；

屡教不改

的实施欺凌学生要送往专门 （ 工读 ） 学校进行

教育矫治 ；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 要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 另外 ，
学校要组织施暴学生与受害

学生进行沟通和解 ， 督促施暴学生及其监护人

作出真诚道歉 ， 并积极赔偿 ，
以获取受害人及

其监护人的谅解 ，
尽量降低校园欺凌事件的影

响 。 此外 ，
对于暴力事件的旁观者 ， 尤其是在

暴力行为发生时呐喊助威 、 煽风点火 、 对受害

人讥讽嘲笑的 围观学生 ，
应当进行严格的批评

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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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受 害学 生的帮抚机制

学校 、 未成年人维权组织要及时对校园欺

凌事件的受害学生开展安抚工作 ， 有针对性地

采取心理干预和治疗措施 ， 防止欺凌行为给受

害学生带来的 负面情绪积累而引发心理疾病 。

同时 ， 对于在欺凌事件中受伤的受害学生 ， 要

持续进行身体康复治疗 。 针对遭受校园欺凌的

受害学生因害怕报复而不敢维护 自 己合法权益

的情况 ， 要建立有效 的权利救济途径 ， 与其

监护人及时沟通 ， 并对受害学生采取保护方

案 ， 由 学校安排专人陪护 ，
对施暴学生采取

转班 、 转学等措施 ， 从而免去受害学生维权

的后顾之忧 。

５ ． 相关责任主体的追责机制

校园欺凌的发生和伤害后果的出现 ， 施暴

学生的家长 、 老师以及所在学校都具有不可推

卸的责任 。 预防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 ， 不仅要

对施暴者进行处罚 ， 也要建立相关人员责任追

究机制 。

（ １ ） 家长 。 《刑法 》 对由于不满 １６ 周岁而

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设置了
“

责令家长管

教
”

的责任 ， 但该责任没有任何保障机制 。 因

此 ，
应当设置责令管教的保障机制 ， 在因不够

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刑事处罚 的情况下 ， 对未

成年人 的监护人要根据情节设置具有 时间要

求 、 内容要求的管教义务 ， 对管教期内子女又

出现暴力行为而未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 ，

追究家长的责任 。

（ ２ ） 学校 。 在我 国的 《 学生伤害事故处

理办法 》 中规定了学校在学生伤害事故 中应

当承担过错责任 。 涉及校园欺凌的责任内容

包括教师的体罚或变相体罚行为 、 教师或其

他工作人员对学生危险行为的疏忽大意两个

方面 。 第 １ ４ 条规定 ：

“

因学校教师或者其他

工作人员 与其职务无关的个人行为 ， 或者因

学生 、 教师及其他个人故意实施的违法犯罪

行为 ， 造成学生人身损害 的 ， 由致害人依法

承担相应的责任 。

”

该项规定免除了学校在教

师非职务相关 的校园欺凌行为以及学生校园

欺凌行为的责任 ， 但是该规定过于笼统 ， 没

有 区分具体情况 。 对于学校在校 园欺凌事件

处理过程中存在的失职行为而导致的伤害后

果扩大部分 ， 学校应 当承担责任 。 例如在南

京某髙 中的髙三学生叶某晚 自 习遭殴打案件 ，

叶某在教学楼被打后 ， 曾有老师路过 ， 也 目

睹其身上的伤 ， 但是未采取任何措施 。 而学

校保安赶来后 ， 让叶某在第二天就 自 己 的伤

作 出
“

合理解释
”

。 学校 的不作为 ， 造成 了

叶某眼伤损害的扩大 ， 导致右眼黄斑区破裂 ，

经鉴定为重伤 。 由此可见 ， 叶某的伤害后果

虽然是由施暴学生所致 ， 但是其伤害后果的

扩大部分却直接源 于学校在欺凌事件应对上

的失职 。 因此 ， 对于校园欺凌处理上存在失

职行 为的学校 ， 应 当承担损失扩大部分的法

律责任 。

（ ３ ） 责任教师 。 教师对校园欺凌承担责任

的情况同学校一致 ， 在于严重失职行为所导致

的伤害后果的扩大部分 ， 包括发现学生行为异

常未采取措施 、 接到有关校园欺凌的举报而未

及时做出反应 、 目击校园欺凌事件未及时采取

行动 、 应对校园欺凌紧急处理措施不当等方面 。

教师对于上述失职行为导致伤害结果扩大的部

分 ， 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 责任编辑 ／ 张晓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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