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真的了解学生欺凌吗？

或许你会有种“错觉”，学生欺凌只

是经常出现在影视作品和媒体报道中，

而现实生活、自己孩子身边从没出现

过这些学生欺凌事件。

作为家长，我们无需在意这些“遥不

可及”的事情，这是真的吗？



你真的了解学生欺凌吗？

l 媒体曝光的校园欺凌行为往往是恶性事件，但实际上欺凌的发生具有普

遍性。

l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8年开展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报告显示，国际上几乎有四分之一的学生每月至少被欺凌几次。



被欺凌者

遭受严重的精神创伤和生理、 行为不
良反应。
• 紧张、 焦虑、 难过、 害怕等不良情

绪反应；
• 出现头痛、 肚子痛、 尿床、 抽搐、 

失眠、 做噩梦、 口吃等不良生理反
应；

• 出现少言寡语、 逃学、 自伤、 自残
等不良行为反应；

• 严重者可能出现自杀行为 。

欺凌者

助长欺凌者的攻击性倾向， 导致欺凌
者形成攻击性、 破坏性等不良人格和
暴力倾向， 阻碍其与同学的正常交往。 

• 产生孤独、 焦虑等消极情绪， 增大其
反社会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学生欺凌事件对被欺凌者和欺凌者均有严重危害



我国预防学生欺凌的法律法规和文件

2016年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
2016年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 

2017年   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

2021年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2021年   教育部印发《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

202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年修订）

202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2020年修订）

2020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

………………



l 民事责任：欺凌者承担的民事责任方式有：停止侵害，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
复名誉以及赔礼道歉等。具体的赔偿费用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
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家长的误工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如果欺凌者有自己的财产或
收入，则应当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l 治安管理处罚：如果欺凌行为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但是同样违反了我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的规定，可能会受到警告、罚款、行政拘留等治安管理处罚。当然，欺凌者因未满14
周岁而未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公安机关也会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

l 刑事法律责任：如果欺凌者的行为达到刑事犯罪程度，则有可能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法律责
任。不同的欺凌行为可能涉嫌的罪名有：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
致人死亡罪，非法拘禁罪，侮辱罪、诽谤罪，抢劫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强制猥亵、侮辱罪
和强制猥亵儿童罪等。

欺凌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欺凌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l 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

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

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

负刑事责任。

l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

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

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l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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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认识校园欺凌



学生欺凌，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

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

的行为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三项

学生欺凌的定义



学生欺凌认定“四要素”

l 主体要素。欺凌往往发生在学生之间，同班级学生间、同年级学生间、高年级与低年级

学生间，甚至是不同学校的学生间以及校内学生邀请校外人员等，都可能会出现学生欺

凌。

l 主观要素。欺凌者主观上具有蓄意或者恶意造成他人伤害的想法，即欺凌者想要通过欺

凌手段达到欺压、侮辱对方的目的。

l 行为要素。欺凌者实施了具体的欺凌行为，通常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

l 结果要素。欺凌行为往往给被欺凌者造成了伤害后果，例如殴打导致的身体伤害，抢夺

财物造成的财产损失，侮辱谩骂带来的心理伤害和精神痛苦等。



你真的了解学生欺凌吗？

❌  欺凌就是肢体上的侵犯

l 欺凌的形式是多样的，相比于身体上的侵犯，言语上的侮辱和冒

犯、社交上的排挤和孤立、社交网络上的污蔑等形式的欺凌更为

隐蔽和持久。

l 任何形式的欺凌都可能会对被欺凌者造成创伤。



你真的了解学生欺凌吗？

❌  只是打闹开玩笑而已，别太当真

l 欺凌者常说：“我不是故意的，就是闹着玩呢，开个玩笑” 。

l 我们需要正视欺凌的恶意。把欺凌当作打闹玩笑，才是最大的玩笑。



你真的了解学生欺凌吗？

❌欺凌往往存在于男生当中，女生中不会有欺凌发生

l 女生中欺凌的发生频率并不低于男生。

l 男女生欺凌都会存在身体、社交关系的攻击。男生更倾向于采用身

体攻击，而女生更多采用的是社会排斥、社交关系攻击等间接方式。



你真的了解学生欺凌吗？

❌身材高大的学生就是欺凌者，受欺凌的都是矮小、听话的学生

l 消除对欺凌的刻板印象。乖巧懂事的学生很有可能会成为欺凌者，

而身高体型比较壮硕的学生也有可能会遭受欺凌。



你真的了解学生欺凌吗？

❌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为什么只有你被欺凌？”

l 丢掉“受害者有罪论”的观点！

l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欺凌者的“目标” 。



欺凌的形式

l 肢体欺凌：主要利用身体动作直接攻击他人，包括殴打、推挤、 吐口水等。

l 言语欺凌：主要通过口头言语直接攻击被欺凌者，如取侮辱性绰号、

辱骂、讥讽、嘲弄、恐吓等。

l 社交欺凌：通过与其他人共同排挤、孤立被欺凌者，使被欺凌者被排挤

在团体之外。这一类型的欺凌多伴随着言语欺凌（如散布谣言、说坏话

等）的实施。



欺凌的形式

l 财物欺凌：欺凌者通过损毁被欺凌者的文具、衣服等物品达到

凌辱对方的目的，或者是欺凌者通过向被欺凌者索要钱财达到

获得优越感的目的。

l 网络欺凌：通过QQ、微信、电子邮件等多元网络媒介散播伤

害被欺凌者的言论、图片或视频等，使被欺凌者再次、重复地

在更大范围被围观，从而对其造成更深的精神痛苦。



欺凌的人员构成

围观者：是观看欺凌过程的学生，包括协助者、附和者、旁观者、阻止者四类。围观者的不同角色常伴随着环境氛

围外部干预力量等的变化而变化。

欺凌者：发起欺凌行为的

主导方，具有攻击性。

被欺凌者：处于弱势的

一方，无法还击对抗。

协助者：参与部分欺凌的过程，

具体行为包括拍摄、传播、放

哨等。

附和者：通常不会参与欺凌，但会在

旁边嬉笑叫好，或说一些煽动性的话

等。

旁观者：置身事外的围观者，怕

惹祸上身，多持“事不关己，高

高挂起”的态度。

阻止者：也称保护者，其态度偏向被欺

凌者，会采取措施阻止欺凌事件向老师

报告安慰支持被欺凌者。



二、可能让孩子卷入欺凌的养育方式



可能让孩子卷入欺凌的养育方式：欺凌 & 被欺凌

l 极端的养育态度

• 家长对孩子持拒绝和否定态度

• 家长对孩子极度娇惯和宠溺

l 家长日常经常体罚孩子，甚至达到虐待的程度

• “棍棒底下出孝子”，“打才能让孩子长教训”

l 家长自身社交不良，不擅长人际冲突解决，不能示范良好社会技能

l 家长歧视受害者或者持受害者有罪论观点

• “这个人活该被欺负”，“为啥只欺负ta不欺负别人呢？”



可能让孩子卷入欺凌的养育方式：欺凌 VS 被欺凌

被欺凌者

l 忽视

l 过度保护，无自保能力

l 遭受虐待

l 孩子没有“安全感”

欺凌者

l 专制

l 宠溺和娇惯，唯恐吃亏

l 严厉体罚

l 孩子去找“存在感”



三、家长如何预防孩子被欺凌？



家长如何预防孩子被欺凌：日常沟通和交流

l 主动关注和参与孩子的学校生活

l 定期和学校及老师沟通，寻求资源

l 关注学校所发放的资料，了解学校发生的事情

l 做家长志愿者或者加入家长团体，分享信息

l 学会倾听，让孩子愿意讲述学校生活

l 每天和孩子聊天，充分表达支持

l 除非孩子主动与家长沟通，否则不主动提“成绩”的话题

l 和孩子一起探索学校中可以求助的资源（老师，同伴和其他教职员工）



家长如何预防孩子被欺凌：指导孩子的同伴交往

l 鼓励孩子扩大交往和结交朋友

l 教授给孩子一定的社交技巧，尤其是建立及维持友谊、冲突解决的技能

l 为孩子创设交友的机会和时间

l 监控孩子的社交情况

l 了解孩子的社交网络

l 保持孩子合理的社交边界和合乎规则的社交行为

l 识别同伴的不良行为并学会说“不”



家长如何预防孩子被欺凌：沟通欺凌这件事儿

l 明确讨论和交流欺凌的相关问题
l 知识：特点，形式，危害

l 态度：不可容忍！没有人应该被欺负！一起面对！

l 练习在欺凌情境下保护自己和维护他人
l 保护自己：重点是保障自己安全

l 保护他人：视情境而定，保护他人同时也要保护自己

    抓住相关案例和阅读相关书籍，讨论：

1. XX应对欺凌的方式和结果；XX还有哪些选择？可能会有什么结果？

2. 你遇到过类似问题吗？你当时有什么感受？你是怎么解决的？以后再碰到打算怎么做？



l帮助孩子学会识别什么是欺凌
• 如何区别是开玩笑还是欺凌
• 如何区别是起外号还是骂人
• 被欺凌会有怎样的心理感受和身体感受

l告诉孩子如何避免被他人欺凌
• 表现得勇敢而自信
• 尽可能地远离欺凌者
• 不单独行动

l让孩子学会安全有效地应对欺凌
• 不要表现出愤怒和不安
• 用坚定自信的语气警告欺凌者
• 感觉有危险时赶快离开
• 告诉你信任的成年人

有关欺凌的知识和应对策略

如果有人欺凌你：

p W 走开
p I 忽视
p T 捍卫自己（坚定

非攻击）
p S 寻求帮助



事先警惕预防

• 主动避险，远离
无人监管或欺凌
高发的地带，别
人约架也不去；

• 结伴而行不落单；
• 发现别人携带凶

器，应主动报告
成人；

• 在学校多参加集
体活动，多结交
朋友。

事中镇静应对

• 尽可能拖延或先
满足其要求，不
要去激怒对方；

• 尽可能拖延时间，
争取机会求救，
可采用异常动作
引起周围人注意；

• 尽力转移对方注
意力。

事后及时报告

• 不要害怕对方报
复和威胁；

• 不要觉得告诉老
师或家长是懦弱
的表现；

• 看到其他欺凌事
件，也要想办法
去帮助被欺凌者，
或者报告老师。

应对欺凌：安全为先



四、家长如何识别孩子被欺凌？



孩子可能被欺凌的信号

Ø 身体伤痕：孩子身体表面无缘无故出现瘀伤、抓伤等人为伤痕。

Ø 个人物品丢失或损坏：孩子的鞋子、衣物、文具等个人物品经常丢失或破损，但又解释不清。

Ø 逃学厌学：孩子突然出现不想上学、装病请假、逃学等现象，学习成绩大幅下降。

Ø 如厕习惯改变：孩子非得回家才上厕所。

Ø 情绪异常：孩子常有伤心、难过、沮丧等情绪；或突然出现焦虑和恐惧感，不愿与人交往。

Ø 睡眠出现问题：反复出现失眠、噩梦甚至尿床等问题。



孩子可能被欺凌的信号

Ø 索要/偷窃财物：孩子无缘无故索要甚至偷窃家里的钱物。

Ø 自伤/自杀倾向：孩子有自我伤害甚至自杀行为。

Ø 拒绝谈论：孩子拒绝谈论学校的事情或与同学之间的关系，或欲言又止。

Ø 携带工具去学校：孩子携带或试图携带“保护”工具（棍子、刀等）去学校，并且表现出

“被欺凌者”的肢体语言，如拒绝眼神交流、耸肩弓身等。

Ø 身体出现非理性的不舒服状态：孩子经常莫名其妙打哆嗦或者说身体疼痛；容易受惊尖叫等。

Ø 画特别的画：年龄较小的孩子会在绘画中展现强有力的人物，自己很弱小；或者画蛇、火，

使用很多红色等。



五、如果孩子被欺凌，家长怎么办？



如果孩子被欺凌：三不要

l 不要不分缘由地直接介入

孩子有孩子的“江湖”

帮孩子学会自己应对更为重要

l 不要斥责孩子没用

错的是欺凌者而非被欺凌者

不是孩子太弱小，而是施暴者太强大

l 不要让孩子“以暴制暴”

尽可能制止欺凌者来保护自己，但不要成为新的欺凌者

暴力行为会传染



如果孩子被欺凌：三要

l 要支持孩子

倾听、接纳、沟通和陪伴

采集和留好证据

l 要和学校及老师沟通合作

当事人直接对话比较容易让事态升级

创设利于所有孩子的更好环境

l 要帮助孩子提高应对能力

让欺凌不再发生

让孩子有新的成长和感悟



谢谢聆听！

大家共同努力，共筑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