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5, 13(6), 1138-1142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5.136161  

文章引用: 李星燕. 国内校园霸凌成因分析及法律治理机制研究[J]. 法学, 2025, 13(6): 1138-1142.  
DOI: 10.12677/ojls.2025.136161 

 
 

国内校园霸凌成因分析及法律治理机制研究 

李星燕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宁波 
 
收稿日期：2025年4月24日；录用日期：2025年5月8日；发布日期：2025年6月9日 

 
 

 
摘  要 

校园霸凌是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行

为。校园霸凌事件屡禁不止，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都产生了影响。本文通过梳理文献总结校园霸凌的成

因，总结国外治理校园霸凌的经验，提出了我国应该如何建设针对校园霸凌案件处理的法制系统，期望

能给孩子营造一个友好快乐的成长环境，让孩子能够在尊重与关爱中，拥抱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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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hool bullying refers to intentional or malicious behavior among students involving physical, verbal, 
or cyber means to harass, humiliate, or inflict harm. Despite ongoing efforts, persistent incidents of 
school bullying continue to adversely affect adolesc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is paper re-
views existing literature to analyze the root causes of school bullying and summarizes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s in addressing such incidents. Furthermore, it proposes recommendations for estab-
lishing a legal framework in China to systematically handle school bullying cases. The study aims to 
foster a safe and nurturing environment where children can thrive with dignity and care, embracing 
a brighter future free from h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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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连续发生的校园霸凌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霸凌行为的后果轻者导致学生产生校园适应

性问题，严重者威胁到了学生的生命安全。也有研究表明，相比于校园霸凌的承受者，施暴者会更容易

走上酗酒，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道路，影响人生幸福[1]。这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到底是什么原因导

致在中小学校园内频发校园霸凌事件？那么在发生校园霸凌事件之后又应该如何进行干预和应对？ 
从法律视角来看，校园霸凌行为在不同程度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

成年人保护法》等，但是我国还没有针对校园霸凌的专门立法。目前我国出台了许多有关校园霸凌的政

策性文件，许多学者也提出了治理校园霸凌行为的法律对策，本文通过整理相关的政策法规，以期找到

有效的法律对策，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2. 校园霸凌的定义及成因 

2.1. 校园霸凌的定义 

许多学者都对校园霸凌的定义进行了界定和阐述，虽然依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和分歧，但是仍然存在

共识。学界普遍认为校园霸凌和校园欺凌本质和特征基本一致，可以互换使用。在法律法规层面没有对

校园霸凌进行专门的阐述。在 2006 年以前，国家部门尚未重视校园霸凌行为，仅仅是把它当作校园安全

事故类型之一。由于校园霸凌事件频发，在 2016 年 5 月国务院首次从国家层面发布对中小学范围内校园

欺凌治理的专项通知[2]，在文件中把校园欺凌定义为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

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行为。 
有许多学者对于中国国内中小学校园中存在的校园霸凌情况进行了社会调查，发现校园霸凌在时间

上存在持续性和易复性[3]，因为施暴者和受害者都长期处于同一环境下，如同一所学校，同一年级甚至

同一班级，所以校园霸凌行为可能会长期持续，并且难以察觉。不同性别的未成年人所表现出来的校园

霸凌行为也存在差异[4]。男性施暴者会更倾向于使用暴力，攻击等行为，而女性施暴者会倾向于使用言

语攻击，孤立等较为隐秘的方式进行校园霸凌。由此在应对不同的校园霸凌事件时，应使用不同的处理

方法。有研究发现，近年来校园霸凌向低龄化发展的趋势，发生的频率也越来越高[5]。因此找到校园霸

凌的成因以及及时制定针对校园霸凌的法律法规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有着重要意义。 

2.2. 校园霸凌的成因 

2.2.1. 个人层面 
校园霸凌事件频发，青少年的发展特点在其中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埃里克森提出的人格发展八阶段

理论中认为青少年正处于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中，正在由童年期向青年期进行转变。在这个阶

段，青少年正在寻找自我同一性，如果没有完成自我同一性的形成，则会导致同一性混乱，缺少对他人

的同理心，得过且过地虚度光阴，没有明确的未来目标，甚至会学习暴力等不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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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少年时期，学生的身体快速成长，在生理结构上逐渐成长为成年人的水平，而认知的成长速度

稍缓，跟不上身体的成长速度，所以会导致行为上存在由幼稚向成熟转变的过程，情绪控制能力较弱，

情绪表达也存在敏感性、暴烈性和脆弱性的特点。在校园中，一些没有完成自我同一性的学生会选择贬

低、欺凌他人来找到自己的价值和优越感，被欺凌者的无抵抗或者无能为力会增加他的成就感，从而导

致校园霸凌的恶性循环。有研究显示，拥有不良嗜好例如抽烟，饮酒，打架等的学生更容易遭遇校园霸

凌[6] [7]。一些身体特征较为特殊例如肥胖，跛脚等的学生也更容易遭受校园霸凌[8]。 

2.2.2. 家庭层面 
原生家庭是青少年最早接触的社会交互环境，父母对于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家庭相关因素对学生

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而学生社会情感能力与学生校园霸凌经历存在显著负相关。有研究

显示父母的教养方式与父母理解和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存在正向相关[9]。当父母的关爱缺失时，青少年

的共情能力也会相对较弱，无法共情被欺凌的同学的处境从而导致无心理负担地霸凌他人。 
有很多父母因为忙于生计而错过了青少年的成长，没有及时关注青少年的成长变化以及对不适当的

行为进行教育，从而使得青少年发生霸凌他人的行为。一些家长则对孩子管教过于严苛，使用暴力的方

式对孩子进行教育。而青少年们也会对家长的暴力处理的模式进行模仿学习，在校园中产生霸凌行为。 

2.2.3. 学校层面 
校园是青少年除了家庭以外最常在的社交场所。在家庭中的社交对象是父母，父母会对孩子进行教

导和指引，是孩子的长辈；而在校园内青少年们接触到大量的同辈同伴，更多进行平等的交流。所以校

园霸凌最常发生的场所是在校园内。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校园霸凌发生的时间和空间也变得更多样化，

例如在网络空间以及上下学的路上。因为发生的时间存在随机性，发生的地点存在隐蔽性，所以导致学

校方面很难及时发现并进行处理，从而校园霸凌发生得越来越频繁，产生的后果越来越严重。 

2.2.4. 时代教育层面 
如今网络发展飞快，只要拥有一部手机就能简单上网。又因为在网上发布内容流程简单容易操作，

所以导致网络上的信息数据量庞大并且复杂，难以对网络上发布的内容进行全部的筛查。青少年的心智

发育还没成熟，就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他们无法正确判断一些信息的价值取向是否正确，甚至也会

对他们自己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影响。有研究发现现在的青少年普遍早熟，表现为他们了解信息相

比十年前的青少年更多，但是同时也存在想法幼稚，行为激进的问题。在青少年对世界还在认知学习的

时候大量接受信息，就容易让他们价值观震荡，产生不良的校园霸凌行为。 
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提出，个体的发展是嵌套在互相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在

这些系统之中，系统与个体相互作用并影响着个体发展[10]。环境对个体并不是独立产生作用的，各个环

境系统之间以及个体与环境之间都会产生交互作用。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年如果缺乏父母的关注和教管，

就更有可能会接触到网络上的一些暴力信息，而学生在校园中又更有可能对暴力行为进行学习和模仿，

实施校园霸凌行为。当家校沟通不够到位，学生的在校情况没有及时反映给家长，学生发生霸凌行为没

有得到处罚就会加强这一行为，使得校园霸凌现象更为严重。因此需要了解校园霸凌的影响因素，及时

进行干预，中断校园霸凌的恶性循环。 

3. 国内外治理校园霸凌的经验和方法 

3.1. 国内治理校园霸凌相关的法律条规 

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校园霸凌的专门立法，所以对于校园霸凌案件的处理都是按照一般的犯罪行为

标准进行裁决。校园霸凌的实施主体一般是未成年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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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条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刑法

中，未成年罪犯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处罚，本意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给予他们改过自新

的机会。但是在校园霸凌案件处理中，以上的法律条例不一定会达到效果，反而会让施暴者抱着侥幸心

理，没有心理负担地去进行校园霸凌。 
对于校园霸凌行为的判决要看具体的行为，如果其行为符合了某一犯罪的具体构成(例如故意伤害罪，

强奸罪等)，对其霸凌行为即应该按照所犯之罪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我国的刑法没有针对校园霸凌行

为的具体罪名，导致对于霸凌行为的处理都是使用其他罪名进行判刑。但是校园霸凌行为与一般的犯罪

行为是存在区别的。校园霸凌行为很多时候造成的是心理伤害，例如给受害者取一些侮辱性的外号，多

次进行语言霸凌等。这种类型的霸凌行为在现有刑法上很难进行鉴定，这也是导致校园霸凌行为较为隐

蔽，难以判定的原因之一。 

3.2. 国外治理校园霸凌的法律条例和经验 

国外对于校园霸凌的研究较早，已经拥有较为成熟的处理体系。现对外国针对校园霸凌的法律条例

进行整理学习，为我国的校园霸凌的治理提供有益经验。 
美国对于霸凌行为的防治较早，在 1999 年就已经意识到校园霸凌行为的危害性并及时立法。现在已

经有超过 50 个州相继通过了《反校园霸凌法》[11]。并且美国每年都会从国家层面对学校犯罪与安全状

况进行调查，及时发表《学校犯罪与安全状况指标白皮书》，为下一次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12]。反观法

国，校园霸凌问题也频发，国家为了治理校园霸凌行为，先后加入了《欧洲委员会网络犯罪公约》《兰萨

罗特公约》等国际公约，为儿童营造一个更好的社会学习环境，并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13]。亚洲国家日

本发生的校园霸凌的情况较多，但在 2011 年以前人们只是对校园霸凌行为进行谴责和批评，也并没有专

门立法来防治校园霸凌。在 2015 年颁布了第一部《校园霸凌防止对策推进法》，之后持续进行修改，并

陆续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 
由此可见国外对于校园霸凌的治理都要经历从意识到校园霸凌的严重危害性，然后制定专门针对校

园霸凌事件的法律，从而减少校园霸凌发生的频次，提高处理校园霸凌事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4. 应对校园霸凌行为的建议 

校园霸凌事件在国内外都是人们的关注热点，严重危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在进行校园霸凌治理

的过程中，要充分了解校园霸凌的成因，从发生根源上进行预防。根据上文总结，青少年的发展特点、

父母忽视、学校监管缺失、时代网络信息特点等都是造成校园霸凌频发的原因。父母应该及时了解青少

年发展特点，重视孩子的身心健康，多给予孩子关心与关爱。有研究发现学生的自我意识与校园霸凌发

生概率之间呈负相关，其中教师的支持行为和对学校的适应强化了自我意识对校园霸凌的保护作用[14]。
所以学校方面，应该要关注学生对校园生活的适应情况，教师除了要关注学生的学习生活，也应该关注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生活状态，加强家校联系，给学生建立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减少发生校园霸凌的

环境条件。 
国家层面应该加强网络监管，致力于营造一个清朗、有序、安全、文明的网络环境，多发展积极健

康、友善的网络文化，培养青少年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同时在法治方面也要推进针对校园霸凌的专门立

法。对校园霸凌要进行法律定义，对承受校园霸凌的被害者可以进行生理和心理的双重鉴定，根据具体

的量化伤害进行追责判刑。校园霸凌的施暴者和受害者都是未成年人，所以司法机关在对施暴者进行判

决时会适当放宽处罚，但这样会让施暴者存在侥幸心理。要建立合法合理的追责机制，从严处理校园霸

凌事件，减少校园霸凌事件发生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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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国内外的校园霸凌事件屡禁不止，它对未成年人的伤害极大，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要治理

校园霸凌行为，就要从理解事件成因入手，从根源上加以治理。本研究通过文章梳理，认为造成校园霸

凌行为的原因有以下四点：青少年所处的发展特点、父母的忽视以及管教方式、学校疏于管理缺少关注

和时代信息发展特点。本文通过总结国外治理校园霸凌的经验，提出了我国应该如何建设针对校园霸凌

案件处理的法制系统，期望能给孩子营造一个友好快乐的成长环境，让孩子能够在尊重与关爱中，拥抱

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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