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暖花开之际，各地中小学

陆续开启校外活动，博物馆、科技

馆、风景区等成为热门之地。但

也有一些学校对此并不重视，只

是带学生到野外看看风景、做做

饭，学生也玩得兴致盎然。不同

学校的选择，呈现出“重学”“重

游”“奢华”“朴素”等设计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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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学”“重游”“奢华”“朴

素”，不同的选择彰显了不同学

校的办学理念——是将春游看

作一次单纯的外出活动，还是将

春游看作一个育人契机。不同

的理念和目标会衍生不同的活

动方案。如果作为育人契机，学

校不仅要科学设计活动方案，还

要将包括春游在内的各种研学

活动写入学校工作计划，制定具

体的操作规范，因地因时制宜，

实现与其他教育教学活动特别

是类似活动的有机关联。

（山西省壶关县教育局 秦风明）

春游当然不止于野炊、赏

景，作为教师和家长，我更关注两

个方面。一是学校是否了解孩子

需求。春游的主体是孩子，应该

以孩子喜欢的方式组织，如此才

能让孩子深度参与。二是以什么

方式实施。我认为春游是研学的

一种方式，教师应该基于孩子兴

趣设计一个项目式学习方案，将

“学”与“游”有机结合，避免春游

停留在愉悦情绪的层面。

（四川省苍溪县歧坪小学 权卿宗）

“重玩”式春游也是有积极

意义的，学校不妨放下“学”的约

束，引导学生在内容多种多样、

形式不拘一格的春游中放飞想

象，思考生命短长，感悟生命神

奇，学习用生命滋养生命，塑造

蓬勃向上的自己。

（湖南省浏阳市浏阳河中
学 周芳元）

游什么地方、设计哪些项

目、怎样学得深刻，学校还要听听

教师、家长、孩子的声音。如果孩

子想多玩一玩，学校可以多预留

学生自主活动的时间，把“游后”

作业设计得弹性一些。如果游的

资源更利于“学”，则学校可以把

研学项目做深一些。如果学生家

庭条件差异较大，在家长陪护和

经费收用方面，学校就要建立相

应的帮扶机制，让家庭困难学生

也能愉快成行。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东大
街第一小学校 罗琼华）

春游与研学有相同之处，也

有不同之处，学校不能以研学的

名义去春游，也不能以春游为目

的去研学，否则学生可能既玩不

痛快又学不明白。模糊两者之

间的界限，反而不利于育人目标

的达成。

（安徽省祁门县胥岭学校
孙祁岗）

近年来，关于防治校园欺凌的

法律法规、政策已经日益完善，为

何校园欺凌现象仍屡禁不绝？我

认为，问题出在执行环节。而学校

作为执行环节中最重要的一环，在

执行力度上显然是不够的，在教

育、预防、发现和处置方面都出现

了问题。

极少数学生为什么敢于“顶风

作案”欺凌同学？原因无非有三：

一是这些学生道德品质、是非观念

出了问题，导致价值观扭曲，认识

不到欺凌行为的违法违规和严重

危害性，而这显然与学校、家庭的

相关教育不到位有着莫大关系。

二是这些学生总觉得自己下手的

时候是背着成年人进行的，受害者

和围观者不敢告发，因而不会被学

校和教师发现。三是这些学生知

道就算被学校发现了也没什么大

不了，学校往往会选择息事宁人，

对欺凌者“从轻发落”。

校园欺凌事件给受害学生造

成了身心伤害，有的甚至造成了严

重的身体伤残或者心理疾病，给受

害学生的学习、生活和人格发展蒙

上了阴影，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

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因此，

我认为校园欺凌事件也属于安全

事故范畴，学校应像重视校园安全

问题一样重视校园欺凌的防治，像

防范安全事故一样防范校园欺凌

事件的发生。

一是加大对学生的教育力

度。对于防治校园欺凌的宣传和

教育切忌走过场、做样子，不能只

让学生看几段录像、喊几句口号应

付了事。教师要扪心自问，是否设

计了内容科学、形象生动的专题课

程？是否做到了让学生入脑入心、

有所触动？是否培养了学生的同

情心、同理心，增强了学生的法治

意识？学校管理者也应反思，学校

是否真正履行了相关责任？

二是加大对校园欺凌的识别

和发现力度，将其扼杀在萌芽状

态。诚然，学生实施欺凌行为会刻

意背着教师和其他成年人，但并不

意味着学校和教师就发现不了。

首先，欺凌事件高发时段一般是课

间、午休及放学前后等几个时间节

点，高发区域则是厕所及其他偏僻

角落。学校可通过加强重点场所

的值班巡逻密度，在偏僻场所安装

监控设备等多种途径，及时发现和

制止欺凌行为。其次，学校还可通

过定期对学生开展反欺凌问卷调

查的方式，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欺

凌现象。最后，学校可以通过设立

举报电话、信箱、邮箱等多种举报

通道，及时受理学生、家长及教师

等关于欺凌事件的举报。

三是加大对校园欺凌事件的

认定力度。按照规定，学校应成立

由学校相关人员、法治副校长、法

律顾问、有关专家、家长代表、学生

代表等参与的防治校园欺凌小组，

负责预防和宣传教育、组织认定、

实施矫治、提供援助等工作。接到

关于校园欺凌事件的报告后，学校

应立即开展调查，并及时提交防治

校园欺凌小组认定和处置。然而

实践中，部分学校由于种种原因往

往不愿意将相关争议行为认定为

校园欺凌，而是将其界定为“矛盾

冲突”“玩笑打闹”，试图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实际上，这样无原则地

袒护，最终只会助长欺凌者的恶

行，恶化学生的正常人际关系和学

校氛围。因此，学校唯有加大力

度，实事求是地认定校园欺凌行

为，才能对症下药采取有效的处置

措施，从而实现遏制、预防校园欺

凌的目的。

四是加大对校园欺凌事件的

处置力度。校园欺凌事件发生

后，学校应及时对受害者采取救

助、帮扶措施，对欺凌者采取相应

的行为矫正和教育惩戒措施。其

中，情节轻微的一般欺凌事件，学

校应当对欺凌者给予点名批评、

责令赔礼道歉或做书面检讨等教

育惩戒措施。对于情节比较恶

劣、对被欺凌学生身体和心理造

成明显伤害的严重欺凌事件，学

校应对欺凌者实施相应的纪律处

分，还可以邀请公安机关参与警

示教育或予以训诫。对于屡教不

改或者情节恶劣的严重欺凌事

件，学校可以按照法定程序，配合

家长、有关部门将欺凌者转入专

门学校接受教育矫治。其中，涉

及治安违法或犯罪的，学校应及

时报警，由公安机关对欺凌者实

施治安处罚，或者由司法机关追

究其刑事责任。

（作者系北京市冠衡律师事务

所律师，第八届北京市律师协会教

育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要像安全事故一样防范
□雷思明

近年来，校园欺凌问题受到社

会广泛关注，特别是一些极端恶性

事件的发生，引发了对欺凌者实施

严厉法律制裁的强烈呼声。为了

依法防治校园欺凌，保护未成年学

生，国家通过立法和修法对这一问

题给出积极回应，有关法律法规都

有防治校园欺凌的相关条款。从

法律视角，教师应明确自身在防治

校园欺凌中的角色与职责。

什么是校园欺凌
教师要建立准确认识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

成年人保护法》第130条对校园欺

凌作出了概念界定，即学生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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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概念包含特定主体、主

观故意、手段方式、损害后果等几

个核心要素。但对中小学教师而

言，很难用法律概念解决实际问

题。因此，在教育部出台的《未成

年人学校保护规定》中，通过类型

化的方式界分校园欺凌，在第 21

条第1款归纳了侵犯身体、侮辱人

格、侵犯财产、恶意排斥、网络诽谤

或传播隐私等五类欺凌行为，并对

每类欺凌的典型行为方式进行了

描述式规定，如侵犯身体的欺凌是

指殴打、脚踢、掌掴、抓咬、推撞、拉

扯等侵犯他人身体或者恐吓威胁

他人，便于教师识别和把握。同

时，为了避免校园欺凌概念的滥用

和泛化，在第21条第2款作出了适

当限定，强调了力量的不对等性

（在年龄、身体或者人数等方面占

优势的一方）、主观恶性明显（蓄意

或者恶意）、伤害后果的严重性（造

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

害），现实中发生的校园欺凌事件

也多具有这几个特点。

校园欺凌通常是团体行为，有

欺凌者、附和者、助威者、旁观者，

甚至还有人将过程录制传到网上

传播，造成了对被欺凌者的二次伤

害。不同于一般的学生意外伤害，

校园欺凌往往对被欺凌者的精神

和心理造成严重创伤，容易出现创

伤后应激障碍，有些极端事件甚至

出现了学生死亡或自杀。

认识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

一步，在校园欺凌问题上，教师要

建立准确认识，了解校园欺凌的概

念、类型和典型行为方式，把握校

园欺凌的特征，精准识别校园欺

凌。同时，既不能泛化校园欺凌概

念，将学生所有的委屈、伤心、不愉

快都归结为欺凌，也不能窄化校园

欺凌概念，将校园欺凌等同于嬉戏

打闹或者玩笑。

预防校园欺凌
教师要落实规定动作

校园欺凌是未成年学生当中发

生的一种不良行为，有些是严重不

良行为，甚至在某些情形下构成了

犯罪。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和严

重不良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确定了“预防为

主、提前干预”的基本原则。为切实

做好校园欺凌的预防工作，《未成年

人学校保护规定》第22条要求教师

采取三项规定动作，一是重点关注，

二是及时沟通，三是及时干预。

在重点关注方面。一要重点关

注特定人群。因身体条件、家庭背

景或者学习成绩等可能处于弱势或

者特殊地位的学生，在学校更容易

被孤立、排挤，这是要重点关注的群

体。二要重点关注高发年龄段。根

据大数据统计分析，校园欺凌的高

发期为11岁—13岁，即小学高年

级和初中，这与学生的青春期基本

吻合，是学生心理上的“断乳期”。

这个阶段的学生寻求在团体中的地

位，随着学业难度增加如果跟不上

学校的学习，有些学生就会转入亚

文化群体中，形成团体式欺凌行为，

在欺凌事件中炫耀力量、炫耀关系、

炫耀地位。犯罪心理学上甚至出现

了“初二现象”这样的名词，表征这

个阶段的学生容易出现比较集中的

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故意伤害等恶

性犯罪。初中阶段是预防校园欺凌

尤其要重点关注的阶段。三要重点

关注多发场域。根据对以往校园欺

凌事件发生地点的统计，卫生间、学

生宿舍和校门口是校园欺凌的3个

多发区域，这些地方具有一定的隐

秘性，需要学校和教师重点关注，加

强巡逻巡查。

在及时沟通方面。校园欺凌会

对被欺凌者产生困扰、造成伤害，被

欺凌者通常会有一定的异常反应。

有时是心理异常反应，如情绪失落、

注意力不集中、不愿交流等，有时是

身体异常反应，如身上有伤痕、鼻青

脸肿等，教师应及时与学生沟通了

解情况，并及时向学校报告。如果

学生确实遭受了校园欺凌，教师还

要及时与家长沟通。

在及时干预方面。教师要关

注和留意《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

定》第21条第1款例举的五类欺凌

行为，比如发现有学生恶意排斥、

孤立他人，教师要及时干预，避免

学生陷入关系欺凌事件中。基于

校园欺凌具有长期性、反复性、主

观故意性、力量不对等性和后果的

严重性等特征，给教师干预这类问

题留有时间和空间，通过积极预防

和及时干预，多数问题都可以在萌

芽状态得以解决。

治理校园欺凌
教师要积极履职

首先，必须明确制止校园欺凌

是教师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师法》第8条规定了教师的

法定义务，其中第5项是制止有害

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

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

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校园欺

凌毫无疑问是有害学生健康成长

的现象，教师发现后有义务进行制

止。《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确立

了首问负责机制，规定教职工发现

学生权益受到侵害，属于本职工作

范围的，应当及时处理；不属于本

职工作范围或者不能处理的事项，

应当及时报告。

其次，教师有职责对欺凌他人的

学生实施教育惩戒。为了应对校园

欺凌，国家在治理校园欺凌的政策文

件中提出“强化教育惩戒作用”。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

育质量的意见》，要求“制定实施细

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2021年

3月1日，《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

行）》正式实施，为中小学教师实施教

育惩戒提供了法律依据。其中，第7

条规定了6项可对学生实施惩戒的

事由，欺凌同学是法定惩戒事由之

一；第8条规定了教师可用的6项惩

戒措施，包括点名批评、责令赔礼道

歉、做口头或者书面检讨等。当出现

情节轻微的一般欺凌事件，教师可以

对实施欺凌的学生进行一般教育惩

戒。如果情节较重，教师可以提请学

校进行严重教育惩戒或者纪律处分。

最后，教师有职责教导学生和

指导家长共同防治校园欺凌。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第39条规定，教师要对学生开

展防治校园欺凌的法治安全教育，

让学生树立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

不去侵害其他学生正当合法权益，

坚决抵制校园欺凌。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 16

条，防欺凌是家庭教育的法定内

容，但有些家长这方面的家庭教育

能力欠缺，需要教师发挥专业人员

的优势，指导家长帮助孩子掌握防

欺凌的知识和技能，增强其自我保

护的意识和能力。

在防治校园欺凌问题上，既需要

教师积极履职，也需要家校社协同。

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学校的付出、家长

的配合和社会的参与，也需要每一个

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和付出。

（作者系北京教育学院教育政

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教师要履行法定职责
□郝盼盼

加
强
网
格
化
管
理
是
务
实
之
举

□
王
寿
斌

多年来，各级

党委和政府高度关

注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尤其重视防范

和治理校园欺凌工

作，取得了明显成

效，但偶发事件仍

时有发生，恶性欺

凌事件并未销声匿

迹，给学校管理工

作带来了严峻挑

战。当前，防范校

园欺凌不能松劲，

专项治理任重道

远，工作举措还需

要走深走实，加强

“网格化”管理或可

成为防范校园欺凌

的务实之举。

一是信息排查

网格化，翔实摸清

底盘。“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只有准

确摸清校园欺凌的

“底数”，才有可能

提前介入、防微杜

渐，把欺凌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

避免恶性事件发生。网格化排查

包括重点时段、重点区域、重点人

群、重点问题，排查的结果要通过

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共享，既可以

提高管理效率，又能提升治理效

度。对于那些出现欺凌苗头或有

欺凌“前科”的学生，学校要全面了

解相关信息，必要时可追溯到前毕

业学校或到公安机关摸底，最终保

留“案底”，以备重点关注。

二是宣传教育网格化，坚持

防治结合。许多欺凌事件的发

生，一方面源于当事学生法律意

识淡薄，缺乏对他人的尊重和对

生命的敬畏；另一方面是因为受

到不良环境的影响，染上了社会

恶习。因此，加强网格化宣传教

育至关重要。学校既要面向全体

学生开展普法教育，强化每个学

生的守法意识，又要对重点对象

开展专题教育，以防患于未然。

同时，还要帮助受欺凌的学生，让

他们知晓自我保护和求助的方

式，避免受到更严重的伤害。

三是家校协同网格化，实现精

准发力。通过分析不同的校园欺

凌事件可以发现，被欺凌的学生多

为留守儿童，或来自离异家庭，他

们长期与父母天各一方，与祖父母

共同生活。当他们受到校园欺凌，

尤其是遭受暴力胁迫时，在求助无

门的情况下大多选择忍受，期望通

过委曲求全以息事宁人，结果却是

欺凌者有恃无恐、得寸进尺。很多

时候，初期的欺凌行为已经存在并

延续一段时间，家长和教师却浑然

不知，直到酿成大错。因此，迫切

需要在学校层面恢复定期家访制

度，详细了解每个学生的家庭背

景，及时发现校园欺凌的蛛丝马

迹，以便及时介入并有效控制。

四是职责分担网格化，压实

主体责任。日常精准落实责任主

体和压实主体责任，实行“网格

化”的职责分担，才能防范校园欺

凌事件于未然。从学校书记、校

长、法治副校长到学生处（德育

处）主任、班主任、任课教师，直至

安保人员、宿舍管理员，都要承担

相应的监管职责，确保不留责任

盲区。在空间监管上，要对教学

区、宿舍区、食堂区、运动区、图书

馆、地下车库、楼宇天台等区域配

备相应的网格管理责任人员，确

保不留监管盲区，不给校园欺凌

提供发生的条件。

（作者系苏州工业园区职业

技术学院教授、副校长）

防治校园欺凌

学校和教师的应为与可为

近日，因为数起
校园欺凌事件的集
中曝光，引发了社会
的普遍关注。校园
欺凌事件的发生令
人痛心、揪心，防治
校园欺凌已经成为
备受关注的全球性
话题和难题，从学校
和教师层面来讲，如
何进行有效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