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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寄宿制小学为了学生安全，一般都采取封闭式管理，具有孩子在校时间长，父母工作忙，学业压力大的

特点，长期的亲子分离导致孩子得不到父母的关爱，给校园欺凌提供了条件。我们以R寄宿制小学为例，

对寄宿制小学校园欺凌问题的基本机制进行分析。并利用叙事调查收集个案资料，在分析资料的基础上，

发现了影响寄宿制小学校园欺凌产生与发展的个人、家庭、校园等三方面的原因。并从学校、家庭、校

园等方面积极提供建议，群策群力，认真做好寄宿制小学的校园欺凌预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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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arding primary schools for the safety of students, generally adopt closed management,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ng school hours for children, busy work for parents, and high academic 
pressure. Long-term parent-child separation leads to children not receiving parental care, pro-
viding conditions for school bullying. Taking R boarding primary school as an example, we analyze 
the basic mechanism of bullying in boarding primary school. By using narrative research to collect 
case data and analyzing the data, three factors, namely individual, family, and school, were ide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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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d that affect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bullying behavior on boarding primary schools. 
And the author provided suggestions from students, families, schools and other aspects which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prevent and control bullying on campus in boarding prim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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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近年来，学校欺凌事件频繁出现，并呈现低龄化的态势。小学生因为年纪小，心智发育还不成熟。

不管是欺负别人，还是被人欺负，它们都会给个体带来严重的危害。校园欺凌在国际上具有普遍性。但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研究者们才开始关注学校的欺凌问题，挪威研究者 Olwues 提出：“校园欺凌是受

害学生被一个或者多个学生故意地、反复地和持续地施加以负性行为，导致身体和心理的伤害”[1]。英

国学者同样也提出了类似的概念[2]。我国学者李爱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校园欺凌概括为：“它以直

接或间接的方式，由一个或多个学生集中而持续地故意伤害或破坏某一学生的财物、身心等，造成被欺

凌学生身心痛苦的行为”[3]。2017 年 12 月，国家教育部召开的“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发

布会，指出中小学生欺凌“是指一方(个体或群体)恶意通过肢体、语言、网络等方式，在校园(包括中小

学、中等职业学校)内外、学生之间，实施欺凌、侮辱行为，造成另一方(个体或群体)身体伤害、财产损

失或精神损害的事件”[4]。2018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中

小学生欺凌防治落实年行动的通知》，提出从明确防治学生欺凌工作机构、成立治理学生欺凌工作委员

会、开展学生欺凌专题教育、落实处置程序等方面，推动形成防治学生欺凌工作长效机制[5]。 
学校欺凌事件随着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在全国社会各界也逐渐引起了普遍重视。寄宿制学校具有

孩子在校时间长，父母工作忙，学业压力大的特点，长期的亲子分离导致孩子得不到家长的关爱，使得

校园欺凌更加复杂和特殊，而对寄宿制学校校园欺凌问题的详细把握，则有助于我们形成对校园欺凌问

题的深刻认识，更有助于高效预防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我国学者对校园欺凌行为的研究也取得过很多

成果，但是通过查阅资料，已有研究小学中高年级学生的欺凌行为，缺乏以校园欺凌案件为切入点，专

注于某一案件的深入系统研究。其中，特别缺乏对寄宿制学校校园欺凌现象的研究。因此，该研究以 R
寄宿制小学为例，筛选出校园欺凌的两个典型案例，从小处着手，深入探讨寄宿制学校校园欺凌的案例，

不断推演寄宿制学校普遍存在的校园欺凌特征，希望能为寄宿制学校校园欺凌问题的研究与预防提供有

益的借鉴。 

2. 研究设计 

(一) 研究对象的选取 
R 小学位于城乡结合部，是一所寄宿制的公立小学，该学校所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外出务工人员

比较多。学校有 1~6 年级共 18 个班，在校学生 850 人，教职工 44 人，其中专任教师 37 人。主要教授语

数外三门主科，由于老师数量不足，三个老师带两个班是常态，老师教学任务繁重，教学压力大，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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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多被忽视，学校重视成绩排名。 
(二) 研究方法的使用 
1) 访谈法 
访谈法是一种研究方法，通过与相关人员面对面的交谈，收集资料。访谈法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鲜

明的目的性，是与被研究者平等的语言沟通，通过在无压力的环境中轻松地交流从而帮助研究者获取材

料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 
2) 教育叙事研究法 
教育叙事是一种研究方法，透过真实的教育故事，研究教学问题，以便对教学有启迪。这是一种把

客观经历、真实感受、主观阐释有机结合的新方法。 

3. R 寄宿制小学校园欺凌现象的缩影 

案例一：敏感的自尊心(如表 1) 
 

Table 1. Xiaodong’s basic information 
表 1. 小董的基本信息 

个人情况 小董，女，10 岁，现就读于 R 小学四(1)班。 
家庭情况 小董主要由母亲抚养，父亲长期出差。属于独生子女，父母对她的期望很高，要求也很严格。 

外貌和性格 小董的个子是全班最高的，长相甜美。但性格泼辣、对待同学有些嚣张跋扈。 

学习情况 小董的学习成绩在班级属于下等水平，语数英三科中，语文，英语常常考二三十分，数学相对语文

和英语好一些，平时可以考到四五十分。 

社交情况 小董由于平时盛气凌人的作风，身边围绕了一些班级内行为习惯较差的学生。 
 
1) 案例回放 
四年级上学期开学第一天，班级新转来两名新生，分别是小董和小海。有一次吃午饭，小董没有

怎么吃就准备倒掉，被同学小海发现并提醒她要吃完，结果小董情绪很激动，说在家里不想吃就可以

随意倒掉，用不着小海管。经老师介入后，小董不听劝告，大闹着离校出走。班主任给家长打电话，

其妈妈认为因为孩子年龄小，太思念她了，所以会有些无理取闹。第二天吃午饭时，小海不小心把菜

汤洒在小董衣服上了，小海立刻道歉，结果小董一下子歇斯底里起来，扬言要把汤泼回去。老师看到

制止后，小董又一次闹着离校出走，经过给小董做思想工作，她情绪稳定下来了。小海是回民，饮食

习惯比较特殊，小董就经常以此来取笑她，说一些辱骂的话。有一次活动课，小海没有带画笔，小董

就教唆身边的人孤立小海，班主任知道情况后，多次跟小董谈话，但小董依旧我行我素。班主任几次

找小董妈妈到校，但小董妈妈坚持认为，是孩子年龄小，太思念她的原因，而且觉得老师歧视她家孩

子，并以此为由向校长反映。校长和家长沟通后，提出让小董回家反思一下。回校后，小董上课随意

吹口哨，下座位，老师批评后，她扬言如果老师看她不顺眼直接把她杀了就可以，还说很讨厌这个学

校，天天学习，父母也根本不爱她，才把她送到寄宿学校。学校班主任、领导多次和小董妈妈沟通，

但收效甚微。 
以下是笔者对小董的访谈： 
笔者：你和你父母的关系怎么样 
小董：关系不好，不想看见他们，他们根本不爱我 
笔者：你觉得父母为什么把你送来寄宿制学校 
小董：因为他们不想看见我 
笔者：你和小海关系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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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董：很差，她不是我的朋友，是我的仇人，她上次还洒我身上汤 
笔者：班里的好朋友都有谁 
小董：没有 
笔者：看到下课了，有同学来和你玩，她们是你的朋友吗 
小董：不是，她们只是想吃我的零食而已。 
以下是笔者对班主任的访谈： 
笔者：你们班经常发生校园欺凌行为吗，你是怎么处理的 
班主任：不经常发生，但是小董的确是个让老师头疼的孩子。她做事任性，稍有不如意便大发雷霆，

上课各种违纪，她父母又非常宠爱偏袒她，动不动就投诉老师，我也很无奈，只能让其他同学尽量不招

惹她。 
通过访谈可以看出，学校老师面对嚣张跋扈的学生和不明事理的家长也无可奈何。由于教师处理欺

凌行为不当，加上学校没有科学规范的处理校园欺凌的具体操作流程，导致欺凌者更肆无忌惮，陷入欺

凌的无限恶循环。 
2) 案例分析 
校园欺凌的行为呈现多样化特点，有单一的身体攻击，也包含肢体欺凌、排斥、孤立等类型的关系

欺凌以及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而产生的新型的欺凌方式——网络欺凌[6]。而小董在案件中的所

作所为，则是典型的校园欺凌。欺凌者小董受母亲溺爱的影响，导致她嚣张跋扈，偏执的性格。在校园

里，如果有哪些地方无法满足她心理的预期，她就会利用欺凌同伴来获取满足感，产生欺凌行为。探究

小董的欺凌行为，不但要从她本身的个性与品行出发，也要考虑她的家庭，尤其是父母对她的教育方法，

还有学校教师面对校园欺凌事件的解决之道。 
案例二：都是贪吃惹的祸(如表 2) 
 

Table 2. Xiao Han’s basic information 
表 2. 小韩的基本信息 

个人情况 小韩，男，11 岁，现就读于 R 小学五(2)班。 
家庭情况 小韩主要由母亲抚养，父亲长期出差不在家。家中有一个哥哥在上高中。 

外貌和性格 小韩食欲好，身材较胖，性格急躁。喜欢画画，看漫画书，不喜欢运动。 

学习情况 小韩的学习成绩在班级属于中下等水平。 

社交情况 小韩由于平时喜欢看漫画书，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的座位上，很少和同学玩耍。 

 
1) 案例回放  
新学期，因为小韩班级其他男生宿舍没有空床位了，所以他住进了四年级的宿舍。学校定期检查学

生是否私带零食入校，小韩被同宿舍的四年级学生举报偷带零食，被上交零食后他气愤不已，私下在宿

舍辱骂四年级舍友达一周左右。同宿舍的四年级学生不堪忍受，告知了宿舍老师和小韩所在班级的班主

任。经过宿舍老师和班主任的沟通，小韩有所收敛。大约两个周后，宿舍老师经常发现小韩所在宿舍床

板下有零食袋子。经过调查发现，原来是四年级学生偷带到宿舍的。经宿舍老师询问，原来自从小韩被

舍友举报私带零食后，一直不服气，便让同宿舍的四年级学生每人每周带一包零食给他，否则就在宿舍

一直辱骂他们。四年级的学生害怕小韩再欺负他们，便按照小韩的要求做了。班主任知道这个事情后，

通知了小韩的家长，小韩妈妈也知道小韩的问题，据小韩妈妈反映，小韩在家性格暴躁，稍不满意就大

发脾气。她打也打过，吵也吵过，但无济于事，她也束手无策。班主任询问小韩爸爸在孩子教育上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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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态度。小韩妈妈说其爸爸长期出差，孩子如果做了错事，其爸爸的态度是孩子年龄小，犯得也不是什

么大错，认为长大后慢慢就好了。 
2) 案例分析 
从小韩的案例就可见一斑。他为了满足自身吃零食的需求就去向同学索要，甚至威胁同学，把欺负

人当成家常便饭。面对这样的校园欺凌行为，学校对校园欺凌没有科学规范的处理流程，父母对家庭教

育也缺乏正确的意识。 

4. 发现与分析  

笔者主要通过观察和访谈的方式，分析了两起小学校园欺凌事件。现在从个人、家庭和学校三个方

面来分析一下 R 小学校园欺凌的因素。 
(一) 导致学校欺凌行为产生发展的个体因素  
影响学校欺凌产生与发展的个体原因，大致体现在这样一些方面：首先，品行上的问题。在研究小

学校园欺凌问题时，发现有些同学性格冲动，目中无人，爱发脾气。受这种性格支配，一旦自己的利益

受到损害，马上就会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进行打击报复，成为校园的欺凌者。二是学业表现不佳。在校

园中，欺凌者们往往在学业上表现不佳，在学习上难有存在感，然后他们会寻找其他方面的价值感。如

用各种方式作弄他人获得关注感和存在感[7]。根据挫折–攻击理论，当个人在追求目标时，如果不能满

足自己的需求，就会遭受挫折。不满的挫折情绪，总能引出某种攻击的形式。这种攻击最常见的形式为

直接的身体伤害和语言攻击[8]。第三，认识水平有限。小学生的认知水平有限，也缺乏对小学校园欺凌

行为的理解。大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实施校园欺凌。只图自己一时的满足，“被欺凌者”由于

胆小害怕，也很少反抗，这也更加助长了欺凌者的气焰。 
(二) 导致学校欺凌行为产生发展的家庭因素 
学术界一致认为，校园欺凌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然而，家庭因素是校园欺凌的一大诱因。比如

家庭氛围不良和家庭教育缺失[9]。只有当个体成长在一个积极向上的家庭环境中，并获得了充分的安全

感和归属感后，才可以促使其建立完善的人格，而完善的人格也是遏制欺凌事件产生的重要因素[10]。目

前的研究表明，因为家长的不良教育方式，如对孩子缺乏关心会导致孩子们投身到欺凌行为中去[11]。案

例中的小董父母对小董一方面学习上要求十分严格，希望她能在学习上拔得头筹，但又不考虑孩子的实

际情况和承受能力，孩子在这种压抑的家庭环境中度过了很长时间。郁闷的情绪得不到释放，来到学校

就会以其他的方式宣泄出来，例如：通过欺凌同学来排解。另一方面，小董的父母又过于溺爱和保护孩

子，很多时候有意淡化或忽视孩子性格的弱点和缺点，导致孩子骄傲自大，任性自私，做事以我为主。 
(三) 导致学校欺凌行为产生发展的学校因素 
影响校园欺凌行为发生和发展的学校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智轻德。受传统应试教育

影响，不少学校重视智育，忽视德育。过分看重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的分数，抑制了小学生天性的发展。

同时，沉重的学习负担使他们变得意志消沉，厌学情绪严重，加剧了校园欺凌现象的发生。案例中的小

董就是这种情况。二是对校园欺凌缺乏系统性的规章制度。处理小学校园欺凌，R 小学没有具体可操作

的一整套流程，每个老师对校园欺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不同，导致校园欺凌行为屡禁不止。三是教育

惩戒功能丧失。学校依据义务教育法禁止体罚。目前关于未成年人的法律，更多地是保护未成年人，而

学校在面对校园欺凌时，对于无理取闹的家长，处理时常有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感。另外校园欺

凌行为的惩罚成本过低，在实际操作中，发生校园欺凌事件后，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欺凌者付出的

代价较小，导致校园欺凌得不到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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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校园欺凌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也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校园欺凌问题，不

仅是 R 小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都需要正视的现实课题。不过，学校欺凌问题原因复杂，

只有家庭、校方和社会一起进行防范和处理，才能有效遏制学校欺凌事件的出现。 
(一) 家长要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培养孩子良好品行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首先要做好榜样。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注重培养孩子良好品行。

要教育孩子学会尊重别人，不要粗暴对待别人。还要教给孩子保护自己的方法，远离打打闹闹。要注重

良好家庭氛围的营造，多给孩子一些关心和交流，不要用打骂等过激的行为来教育孩子。如果发现孩子

有欺负人的现象，对不良行为要及时纠正，对家庭环境是否和谐、家庭教育中有无暴力等问题更要认真

反思。  
(二) 学校要加强预防校园欺凌教育，提高学生法治意识 
学校应渗透校园欺凌教育，防止校园欺凌的发生。治理校园欺凌，学校不仅要通过班会课、国旗下

讲话、黑板报、宣传栏、思政课等途径加强教育，还要注重对少年儿童的法治教育，通过对生活中常见

的欺凌案例的叙述，提升少年儿童的安全意识，提高他们自我保护的能力，不让他们受到不法侵害。时

刻关注同学们的思想健康，随时掌握他们的动向，教育学生远离暴力游戏，不要网瘾，慎重交友。 
(三) 全社会要加强预防欺凌的宣传，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全社会也要切实负起责任，营造一个良好整洁的社会环境，如营业性游戏厅、网吧等，对未成年人

一律不得营业。此外，相关职能部门也要对预防校园欺凌进行大力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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