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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2018年发布的《校园暴力和欺凌：全球现状和趋势、驱动因素和后果》

报告中指出，全球约有三分之一的青少年在校园中经历过欺凌。在中国，近年来校园欺凌问题日益严重，

导致学生受伤甚至自杀的事件屡见不鲜，相关负面新闻经常在各大平台上发生。这不仅对整个社会产生

了负面影响，也给涉事家庭带来了不幸。为了减少这类不良现象的发生，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

境，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并借鉴其他国家在预防和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方面的经验。通过比较和分析国外国

家在校园欺凌方面的法律，我们可以更好地完善我国在民事和刑事法律体系中对校园欺凌的规范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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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ffici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re-
leased a report on “School Violence and Bullying: Global Status and Trends, Drivers and Conse-
quences” in 2018, and the data said that one-third of young people in schools around the world 
suffer from bullying bullies.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bullying in schools in China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and incidents leading to student injuries and even suicides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with negative news constantly flooding major platforms. This is not only an impact on 
society, but also an unfortunate situation for a family or several familie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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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nce of such phenomenon, in order to create a healthy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to grow up, 
think about and learn from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bullying in schools, comparative anal-
ysis of the laws related to bullying in schools in overseas countries, so as to improve and perf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ivil and criminal legal system of bullying in school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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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挪威心理学教授丹·奥尔韦斯(Dan Olweus)对欺凌的定义为由学生主导的长期、反复出现的负面行为，

他强调校园欺凌与校园暴力有所区别，后者通常指导致伤害的单一冲突。欺凌可能体现为身体、口头或

网络上的行为，通常涉及到欺凌者与受害者之间的权利不平衡。这种行为对受害者的心理和身体产生长

期影响。奥尔维斯认为，学生和整个社会都存在潜在的欺凌者和受害者，他指出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距

增加了欺凌行为的发生概率[1]。欺凌和校园暴力均可能侵犯公民权利，并使欺凌者承担侵权责任。 
在学校中，欺凌通常采取语言攻击和故意排斥的形式。教师可能会对涉事者进行简单的训诫，但这

很少产生实际效果。相反，欺凌行为往往发生在校园边角或附近街道等无人监管的地方[2]，施暴者的言

行更加肆无忌惮，导致辱骂、嘲笑、侮辱、殴打和经济勒索。根据 2020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的定义，校园欺凌包括肢体欺凌、语言欺凌或网络欺凌，其表现为对他人造成人身伤害、

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行为。然而，我国对校园欺凌的法律立法尚不完备。因此，有必要在我国构建完

善的民事和刑事法律体系以应对校园欺凌问题。 

2. 校园欺凌的表现和成因 

2.1. 校园欺凌关系中的角色类型 

欺凌是通过语言或身体手段进行的攻击，可能牵涉到个人或群体。一位外国学者定义了两个关键角

色：欺凌领导者和追随者，领导者可能对追随者产生影响，而追随者可能会模仿领导者的行为以获得归

属感。受害者通常具有害羞、内向、沟通能力差的特点。欺凌受害者同时攻击受害者，利用欺凌策略或

侮辱的言语和行为来发泄心理怨恨。旁观者观察欺凌行为可能助长其行为发生，容忍欺凌的人不会干预、

报告或嘲笑，追随者有些人通过起哄和不同程度的攻击来帮助欺凌行为的发生。 

2.2. 校园欺凌的程度划分 

语言攻击和欺凌包括口头侮辱、诽谤和撒谎。在严重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刑事指控。人身攻击

欺凌可能包括推搡、绊倒和其他攻击行为。这会造成长期受害和精神痛苦。社会排外欺凌包括将受害者

排除在活动或团体之外，导致孤立、情感扭曲和抑郁。网络欺凌包括在网上发布负面评论、诽谤或侮辱，

以及分享不雅图片或视频。根据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违

法者可被拘留和罚款。网络欺凌难以察觉，如果持续时间过长，会损害受害者的心理健康。劫持财产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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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包括抢劫、破坏或勒索受害者的钱财。根据中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违法者可被拘留和罚款。中学

生的财产损失行为轻微，不构成犯罪，但会对受害者造成长期伤害。性欺凌，如拍摄裸照/视频、性骚扰

和性侵犯，往往针对女性。受害者害怕报复，即使发生多起性事件也不会举报。这种行为触犯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为《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为《民法典》)规定的侮

辱妇女罪和强奸罪。 

2.3. 校园欺凌的程度划分 

2.3.1. 个人心理因素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发现，校园暴力抢劫案件中，超过 80%的被告人为未成年人。由于未成

年人心理发展尚未成熟，他们往往只关注表面的东西(如衣着或社会地位)，当自尊心得不到满足时，容易

产生破坏性行为。这种自我为中心的行为不仅害人，也会害己，他们往往不会考虑行为后果或负面影响。

孩子对于普法的认知产生错误理解如“未满 14 周岁、不负刑事责任”未成年可能会将其认定为“我还没

满 14 周岁，法律管不了我”上，从而产生不良行为。 

2.3.2. 家庭影响因素 
在当代社会中，家庭之间的相互对比已经演变为子女之间的竞争。因此，家庭因素对个体的影响越

发重要。随着家庭条件的改善，孩子们往往得到毫无保留的满足，进而可能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

在校园矛盾或纠纷中，这种心理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他人。90 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尤其容易出现这种行

为，这往往是因为他们在父母的溺爱下长大。父母对子女的态度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在学校中的

社交方式。过于严厉的管教可能会导致孩子的反感和叛逆，进而在学校中以类似的方式对待同学。 

2.3.3. 学校影响因素 
在现代学校教育中，许多学校实行明确的学生分类政策，主要考虑优生和成绩。成绩优秀的学生会

被分配到“尖子班”或“奥赛班”，并得到最优质的师资资源。然而，这种做法有时会导致一些学生感

到被忽视，从而产生消极心理，甚至引发欺凌行为。即使在没有正式分类的学校，教师对学生的态度也

可能存在差异。学校通常会优先考虑防止负面舆情和维护学校声誉，而非解决欺凌问题。这种缺乏问责

和惩罚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欺凌行为。 

2.3.4. 社会影响因素 
在当今社会，智能设备的广泛使用和信息的便捷获取使得垃圾信息的传播变得更加普遍。这些垃圾

信息会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鼓励他们模仿不良行为，例如抄袭综艺节目、动画和电影中的内容。互联

网上还存在着暴力和色情内容，而未成年人由于缺乏成熟自制力，很容易接触到这些内容。这可能会导

致他们沉迷其中并模仿有害行为。由于我国性教育的不完善，未成年人观看暴力或色情内容会受到影响，

进而产生不健全的精神和心理。 

3. 域外对校园欺凌政策及立法治理 

3.1. 日本校园欺凌 

在日本，文部省和地方教育部门通过官方统计和数据对校园欺凌进行密切监测和记录。政府开展调

查，对隐瞒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并与记者和公民合作，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3]。为反欺凌政策、计划和

预防工作划拨了大量资金，包括为学生开展体验式学习活动[4]。日本建立了咨询服务和支持系统，帮助

学生和家长解决欺凌问题。日本于 2013 年颁布了防止校园欺凌的法律，后于 2014 年和 2015 年进行了修

订，提供了全面的处理计划，并完善了对欺凌行为的处理方法和惩罚措施。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要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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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处罚，根据案件和主体的特殊情况决定。在日本，未成年人实施校园欺凌或其他犯罪可以受到法律

追究，但其刑法体系和处罚方式与成年人不同。在日本，校园欺凌甚至可以直接被定义为刑事犯罪，因

此被严格禁止。 

3.2. 美国校园欺凌 

包括新罕布什尔州在内的美国学校教师都接受过预防和干预欺凌的培训。新罕布什尔州规定，教师

必须向校长报告欺凌事件，校长再向学区报告[5]。华盛顿州也鼓励报告此类事件[6]，新罕布什尔州的强

制报告制度对教师和学生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少年法庭判定欺凌者有罪，可将其拘留并送往青少年中

心进行矫正[7]。美国法律严惩欺凌犯罪者，13 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如果使用武器或造成严重伤害，可作为

成年人受审。刑事责任年龄为 7 至 18 岁，所有 7 岁以上的未成年人都要对自己的罪行负责[8]。美国政府

开通了预防和管理校园欺凌的网站，要求公众参与成立校园安全小组，负责校园欺凌管理、学习环境改

善和安全条例执行，推动反欺凌宣传，曝光肇事者，50 个州都颁布了反欺凌法，其中新泽西州明确禁止

一切欺凌和威胁行为，严格规定、制裁和处理学生行为[9]。 

3.3. 英国校园欺凌 

正如 1989 年《儿童法》所述，英国政府始终将儿童安全放在首位[10]，并通过《1986 地方政府法案》、

《欺凌：不要忍受沉默——学校的反欺凌手册》、《校园标准架构法》、2002 年英国《教育法》、2012
年《教育(独立学校标准)条例》和 2016 年英国《保护儿童教育安全》等后续法案都加强了这一点。这些

法案要求学校为反欺凌工作提供支持，制定反欺凌政策[11]，并确保公平处罚。教师积极参与反欺凌工作，

并通过美国律师协会联合行动计划等项目接受培训[12]。英国《教育法》还明确了教师处理学生偏差和惩

戒欺凌者的权利[13]，对欺凌行为的严格处罚起到了威慑作用，有助于学校为所有学生维护一个安全的学

习环境。 

3.4. 域外应对校园欺凌的评析 

日本、美国和英国都实施了各种政策来解决校园欺凌问题。日本为受害者提供 24 小时热线咨询，但

缺乏对教师的系统培训和对欺凌者的正式惩罚。美国加强了立法，降低了儿童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并

扩大了欺凌的定义，将言语攻击也包括在内。各州政府还要求家长对被发现欺凌的未成年人进行管教并

参与司法程序。学校必须惩罚屡犯者，即使他们不是成年人。然而，人们对潜在的权利滥用和过度惩罚

仍存在担忧。英国实施了全面的政策，涵盖法案、学校权利、教师培训和专门的学校团队。但是，地方

政府并不参与这些措施。 

4. 域外校园欺凌法律对中国的启示 

4.1. 社会应对欺凌行为的治理 

我国可以借鉴日本设立 24 小时咨询热线的政策，在国内设立类似的热线，提供校园欺凌有关问题的

咨询，咨询范围包括对欺凌行为的理解、欺凌程度的判定标准、欺凌行为的预防、受害者的自救、未成

年人法的普及等内容。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在国内接听电话需要首先对来电者叙述内容情况进行初步

判断，判断来电者叙述内容符合欺凌行为的构成要件，则会进一步询问来电者的个人基本信息以及来电

者是否已告知自己的监护人。判断构成要件适用条款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百四

十九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校园欺凌导致他人身体受伤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三十六条：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对学生实行必须爱护、严禁欺侮、保护不得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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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等教育管理制度。这一条款规定了学校对学生的保护义务，包括防止欺凌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五条，《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如来电者(尤其是儿童)
不敢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或进行报警，可询问来电者是否可以转接至公安部门进行处理，接线员也会将

收集到的内容与公安部门进行对接，判断是否可以构成立案条件，如构成立案条件就可通过公安联系来

电者的监护人进行告知义务，并由监护人介入帮助公安部门解决受害者校园欺凌的问题，本热线也严格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必

须予以保护，如果电话热线服务涉及到网络安全问题，也会积极协助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最后由公安部

门要求通过社区工作人员进行跟踪回访，确保受害人的安全，解决了发生欺凌行为隐晦和处罚欺凌者后

再次发生报复行为的问题。 
我国应规范未成年人的网络使用，并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至一千一百九十七条的相关

规定改进网络实名制管理，不仅要遏制网络欺凌，还要限制所有未成年人对网络信息内容的浏览，通过

对信息、游戏、视频进行分类，对网民进行分级推送管理。在手机和电脑使用中，通过启动宽带时的人

脸识别或扫描手机二维码验证年龄，实现不同年龄段内容的推送和屏蔽，这也要求网络企业对其产品和

内容进行相应的分类，如 8+、12+、16+、18+，确保用户只接收与年龄相适应的信息。分级管理可以隔

离暴力和不适宜的内容，防止未成年人将网络视频和游戏模仿到现实生活中，滋生欺凌的种子。 
借鉴日本政府对反校园欺凌政策的财政支持，资金不仅可以用于实施反校园欺凌政策，还可以用于

制作儿童动画片，鼓励和支持动漫企业制作相关反对校园欺凌行为的动画宣传，在国产儿童动画内容上

下功夫，制作通俗易懂的故事内容，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思维，让孩子们认识和了解哪些言行构成了

欺凌行为，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例如，在学校多次被同学故意忽视或孤立；在学校多次被同学嘲

笑；在学校多次遭遇肢体碰撞或击打，这些都是欺凌的最初征兆，这些行为都是欺凌的种子。在动画内

容中，应注意描述如何应对此类现象，例如，故事主人公看到或遭遇此类行为，应及时告知老师和家长，

寻求他们的帮助，从主人公的言语中或旁白强调“遇到这种情况不要怕，及时告知老师或家长”，通过

儿歌的形式让幼儿在观看动画时模仿或重复，潜移默化地影响幼儿的积极思维。结合《互联网视听节目

服务管理规定》和《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严格管理视频内容及视频质量，让暴力血腥

动画内容通过网络分级隔离未成年人，从而预防未成年人的欺凌行为的犯罪。 

4.2. 校园内应对理欺凌行为的治理 

根据英国的政策，对新教师和在职教师的专业培训应包括反欺凌课程，作为教师培训的一部分，但

这一点需要改进。教师需要接受《民法典》第四章的重点培训，还应增加基础心理学课程，《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包括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保护、监护等方面的规定。

培训中可以强调教师对未成年学生的特殊责任和义务，这有助于教师了解侵权责任和欺凌的严重性，这

也使他们能够进行干预，防止更严重的欺凌事件发生。学习基础心理学有助于教师与学生沟通，如选择

合适的环境而不是教师办公室，以及使用语言暗示缓解紧张，通过反欺凌和基础心理学培训，教师可以

在课堂上发现和观察学生的心理状态，与那些经常情绪低落或性格孤僻的学生沟通，通过交流解决问题。

其次，家长会上应开设反欺凌课，让家长了解欺凌行为和侵权责任，这有助于家长了解和解决欺凌问题，

严重的欺凌行为侵犯了他人的权益，《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八条与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了侵权责任

的法律规定。培训中可以强调教师要认识到在校园中采取不当行为可能构成侵权，引起法律责任，教师

与家长有教育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学校，如果发现问题，教师和家长

都应及时干预，保护儿童的人格权，确保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我国许多校园安全不符合标准，为加强校园安全学校应监控校园安全盲点，监控校园内所有隐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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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监控学校附近高楼拐角巷道，校园欺凌往往发生在这些地方。在进行监控时，需要遵循合法权益保

护的原则，即使是在学校内，也需要尊重每个人的合法权益，确保监控措施的合法性。根据《民法典》

的隐私条款，教室属于公共场所，可以在每个教室安装摄像头，以防止欺凌事件的发生，这样还可以观

察每天课间休息时的隔离和肢体冲突情况，这是最简单有效的防止欺凌发生的方法。学校可以向当地政

府申请援助，划拨监控资金，为有需要的学校提供不同程度的资金支持。在校园建设的基本环境标准中，

应增加盲点监测的内容。这不仅能规范校园秩序，有利于落实《校园管理办法》，还能有效预防和减少

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 
中小学生更应注重德育而非法制教育。《刑法》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危害社会的行

为，不负刑事责任，同时，《刑法》第四十九条还规定，不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不适用死刑，

如果将这些法律作为中小学生的学习内容，孩子们在反复思考、极度恐惧之后，可能会认为“只要我未

满 14 周岁，就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只要我未成年，就不会被判处死刑”，未成年人的心智还不够

成熟，对未知的世界充满好奇，容易触犯禁忌，我们应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学校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和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体现了对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法律要求，《义务教育法》也对学生的思想道

德、法律法规教育等方面的要求。 
一个真正遵守道德、有道德准则的人是不会犯罪的，一个充分了解法律的人，会钻法律的空子，我

们并不是完全放弃法制教育，重点是侵权责任的法制教育，重视道德教育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触

犯法律，从思想上抑制犯罪行为的发生。 

4.3. 构建我国校园欺凌法律体系 

校园欺凌在我国愈演愈烈，我国应借鉴日本的《防止校园欺凌法》和美国的《反校园欺凌法》。我

国缺乏完善的校园欺凌法律保护机制，没有针对校园欺凌的专项法案。目前在审理和处理校园欺凌案件

时，仅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民法典》《刑法》等现

行法律。在审理和处理校园欺凌事件中，将校园欺凌与打架斗殴、损坏财物、侮辱诽谤等违法行为混为

一谈的现象时有发生，校园欺凌长期侵害受害者的人身权和健康权，伤害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不要将

校园欺凌与日常违法行为混为一谈，进行评判。因此，对校园欺凌没有具体的惩罚措施，由此可见，我

国校园欺凌的法律治理体系并不完善，缺乏针对性的校园欺凌立法，在我国建立校园欺凌立法的同时，

学校也需要建立反校园欺凌行为体系，各学校应因地制宜改善当地环境，严格执行反校园欺凌行为制度，

或者借鉴美国校园治理政策成立校园安全小组制定校园反欺凌行为制度，配合教师管理校园秩序，预防

校园欺凌行为。 

5. 结语 

为防止校园欺凌在我国持续发酵，我国应吸取国外应对校园欺凌的经验，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校园欺

凌的立法。欺凌不是一般的违法行为，它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是导致未成年人畸形发展的罪魁

祸首之一。在立法上，应要求学校落实相关的反欺凌制度，教师应接受专业培训，对学生进行监督和管

理，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预防欺凌事件的发生。在社会治理中，应设立欺凌行为咨询热线，让更多不

知道什么是欺凌、正在遭受欺凌的人可以通过电话进行咨询。通过动画潜移默化地影响未成年人，树立

正确的道德观，看到欺凌行为，主动告知老师和家长，可以防止欺凌行为的不断升级，避免被欺凌后人

身权利受到进一步损害。重视道德教育，而不仅仅是法制教育，可以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道德标准，

明白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错误的，哪些行为是不应该做的，但这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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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欺凌是未成年人健康的重要保障，我们不仅需要社会治理措施，还需要有针对性的完善欺凌法律体

系。只有有了法律的支撑，社会治理才能在应对欺凌问题上取得进步，才能让人们真正认识和理解欺凌

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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