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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干预学生欺凌？



一、学生欺凌是什么？



学生欺凌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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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欺凌的误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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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欺凌的误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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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欺凌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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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和关系攻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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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攻击等间接方式。



学生欺凌的误区

❌身材高大的学生就是欺凌者，被欺凌的都是矮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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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欺凌的误区

❌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为什么只有你受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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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展班级反欺凌教育



（一）将反欺凌教育纳入常规教育活动

心理健康教育、生命教育
和人格教育

提升学生情绪控制、同伴
交往、冲突解决的能力

网络素养教育

上网安全教育，网络欺凌
的识别、预防与应对

学生欺凌专题教育和安全
自护教育
提升识别学生欺凌，维护校园
安全的意识。

道德与法治教育
注重对学生的法治、人权、生
命、平等及品德教育



（二）营造班级积极心理环境

良好的同伴关系 积极互动的师生关系

良好的班级氛围



（三）鼓励积极的班级行为

表扬学生展现出的共情行为

鼓励班级亲社会行为，如分享、关怀、宽容、互助等行为

鼓励民主性讨论，减少偏见

表扬真诚与积极沟通的问题解决方式

积极
班级行为



三、如何发现隐藏的学生欺凌因素？



（一）关注潜在的欺凌行为危险因素

ü 争强好胜、嫉妒心较强；

ü 个性冲动，容易与同学发生冲突；

ü 管理和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较差；

ü 常常违反校规校纪；

ü 在自己的小团体中处于“领导”位置；

欺凌者往往具有一些共同特质，其行为和表现往往具有以下特征：



（二）关注班级中的小团体

ü 及时了解班级人际关系的动态变化；

ü 观察学生之间的不正常互动交流和不当的

情绪表达方式；

ü 留意班级整体氛围的变化；



（三）关注班级中存在的歧视行为

ü 因家庭背景、身体特征和性格特点的差异

产生的歧视；

ü 因认知偏见、价值观差异导致的歧视；



四、如何识别可能已经发生的欺凌？



教师要留心关注这些迹象

生理变化
• 身体上有难以解释的伤口（划伤、淤青等）；

• 突然出现食欲不振或胃痛、头痛等反常表现，不愿意待在班里；

• 经常做噩梦，睡眠质量下降；

心理变化
• 情绪低落，少言寡语，或者突然表现出沮丧、激动、愤怒；

• 出现抑郁甚至自杀倾向；

• 害怕去某些场所（厕所、校园的某些角落）；

物品变化 • 个人物品损坏或经常丢失（文具、书包、衣服等）；

• 经济方面出现异常，零用钱花得很快；



教师要留心关注这些迹象

关系变化
• 很少与其他同学交流；

• 明显被同学孤立；

• 害怕参加互动性的集体活动；

行为变化
• 不想上学、逃学、装病请假；

• 无故上学迟到，放学不想回家或有意躲避某些同学；

• 上学路线发生变化，上下学时长明显变化；

学业变化 • 在课堂上无精打采，无法正常回答老师的提问；

• 成绩明显下滑。



教师发现疑似学生欺凌怎么办

• 教师发现学生存在被孤立、排挤等情况，应及时干预。

• 教师应积极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或班会，通过正面引导和教育，增强班级学生反欺凌意识。

• 教师发现学生有明显情绪反常、身体损伤等情形，应及时沟通了解情况，可能存在被欺

凌情形的，及时向学校报告。

• 教师应积极配合学校开展学生欺凌事件调查，配合执行学生欺凌治理组织的认定和处置。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违反治安管理或者涉嫌犯罪等的严重欺凌行为，学校和教师均
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强制报告制度

l原则：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
都有权劝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控告。

l主体：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具
有教育、看护、医疗、救助、监护等职责者）

l报告公安机关：

• （四）未成年人身体存在多处损伤、严重营养不良、意识不清,存在或疑似存在受到家
庭暴力、欺凌、虐待、殴打或者被人麻醉等情形的；

l报告民政和教育部门：

• 包括义务教育年龄段的未成年人辍学、失学，存在校园欺凌等等（与教育相关联的各
种被侵权情形），以及涉及未成年人的民生相关的各种被侵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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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如何干预学生欺凌？



学校可以做什么？

l成立学生欺凌防治领导小组。及时干预处理学生欺凌事件。

l完善学校规章制度。建立针对学生欺凌的制度规范，包含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制度、早期

发现机制、应急处置机制、善后辅导制度等，同时也应对学生行为规范提出要求。

l学校可以组织教师和学生共同制定本校的“反欺凌公约”。

l面向教师开展防治学生欺凌培训，帮助教师全方位了解学生欺凌，防患于未然。



教师可以做什么？——对被欺凌者的干预

• 为被欺凌者提供心理疏导。了解欺凌事件经过，明确告诉学生“这不是你的

错”；表达自己的共情和理解，提供情感支持。

• 帮助被欺凌者重获安全感。让学生知道，学校、家庭和社会可以为他们提供资

源和支持，他们可以信赖教师并在教师的帮助下解决欺凌问题。

• 提高被欺凌者的自护和防范能力。帮助被欺凌学生习得拒绝欺凌的技能，了解

应对欺凌的措施。

• 加强多方位的力量援助。充分发挥同伴、家长的力量，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教师可以做什么？——对欺凌者的干预

• 帮助欺凌者学会控制情绪。教育引导欺凌者思考如何转移注意，用适当的语

言表达情绪，用合适的方式发泄情绪。

• 对欺凌者进行共情训练。询问欺凌者“当时发生了什么”“你在做这件事的

时候想的是什么”“你觉得当你这么做的时候，被欺凌者会有什么感受”等，

引导欺凌者站在被欺凌者的角度去了解感受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伤害。

• 帮助欺凌者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欺凌者意识到错误后，订立书面承诺，

教师监督欺凌者的行为表现是否与承诺一致。



教师可以做什么？——对围观者的干预

• 让围观者意识到围观的危害。告诉围观者对欺凌行为的围观和不作为是对
欺凌的纵容。

• 告诉围观者要拒绝加入欺凌。当围观者被朋友、同学施压要求一起实施欺
凌时，可以说“我不想欺负别人，这么做是错的”“谁都没有权利欺负别
人，我不会这么做”。

• 鼓励围观者向欺凌者说不。在确保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告诉欺凌者这样做
是错误的，需要立刻停止欺凌行为。

• 鼓励围观者对被欺凌者给予支持。陪伴和安慰被欺凌者，引导围观者寻求
其他力量的支持。



六、了解欺凌相关的法律规定



我国预防学生欺凌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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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欺凌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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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聆听！

大家共同努力，共筑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