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博上有人发起投票“你有遭遇过校园欺凌吗？ ”截
至发稿，共计 1.3 万人参与投票。其中，选择“有，亲

身参与”的有 5350 人；“没有，但有见过身边同学被欺凌”的
有 3986 人；“可能遭遇过，对欺凌的概念不是很清晰”的有
2743 人。

面对校园欺凌这种严重摧残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问题，家
庭、学校、社会能做些什么？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关于青少年
校内外欺凌问题，一些代表委员予以关注，并提出建议。

”

填补“视野盲区”
让校内外欺凌不再隐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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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欺凌给童年留下创伤

魏子晨（化名）一直在减肥。
虽然他说这是为了让自己变得
更好，但朋友们知道，这与他被
欺凌的经历不无关系。 魏子晨上
初中时，体重近 200 斤，很多同
学骂他“肥猪”，更有甚者会故意
拿烟头烫他。 他害怕极了，不敢
反抗，也不敢和老师父母说。 久
而久之，他变得敏感自卑，花了
多年时间才从阴影中走出来。 这
段经历，是他上大学后借着酒劲
第一次有勇气和朋友讲出来的。

全国政协委员、共青团中央
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以下简称

“团中央权益部”） 部长岳伟表
示，经过多部门持续治理，校园
欺凌现象得到了有效抑制，但仍
要持续加力，丝毫松懈不得。

岳伟说， 听到很多遭受过欺
凌行为的成年人感叹：“这事差点
毁掉我的童年”。 经历欺凌后，很
多人陷入持续的紧张、焦虑、恐惧
情绪，导致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人
生发展轨迹都可能由此改变。 同
时，“一个欺凌者， 在伤害他人的
同时，还有可能带坏其他同学。 ”

吴志娇是北京超越青少年社
会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
社会观护服务部副主任， 她所在
的事务所曾对接过一起欺凌案
件， 令她印象深刻：“由于情感纠
纷， 男女双方集结十余名未成年
人在街上‘火拼’。 当时有人的衣
服被扒掉，有人身上见了血”。

除了暴力、语言侮辱，行为
和精神的控制与折磨也成为欺
凌的手段。 事务所遇到过一个孩
子， 他长期指挥室友买东西、不
睡觉值夜班、强迫他人吃泡面一
直到吐……

湖北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贾
洪武也曾遇到过这类现象， 有学
生被逼迫扇自己耳光，学狗叫等。

贾洪武认为， 对于被欺凌
者，他们不但身体可能会受到实
质性的伤害， 也容易感到自卑。
贾洪武表示， 因长期被欺凌，有
一部分人对未来失去信心，逃避
上学， 和人交往也缺乏信心，甚
至可能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贾洪武接触过一个被欺凌
的孩子。“他总被别人打， 很痛
苦，有一天花钱找了校外的人去
打欺负他的人”。 未曾想，校外的

人失手将欺凌者打死了， 被判
刑。 而这个被欺凌的孩子由于未
满 14 岁，被判实行社区矫正。

贾洪武指出， 对于那些施暴
的欺凌者而言， 他们虽然可能在
短时间内获得快感， 但在成年之
后， 有些人也许会对曾做过的事
情感到懊悔； 有的人由于欺凌他
人，没有专注学业；还有些人的欺
凌行为没有被及时发现， 尝到了
甜头，日后容易走向灰色行业。

欺凌行为足以毁灭一个人
的童年乃至他（她）的人生。

岳伟表示，解决欺凌问题需
要社会给予更大力度的关注、支
持，要强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未
成年人保护法》 规定的各方责
任，同时还要重视对受害者的心
理抚慰和后期保护。

不易察觉的“欺凌”
与次生灾害

当下，青少年欺凌问题的一
大棘手之处在于欺凌行为正在
躲开管理较为严格的校园，以一
些不易察觉的新方式在暗处滋
生。 这类藏匿于“视野盲区”的欺
凌，让受害者很难在第一时间得
到帮助和支援。

未成年人生活中的隐形“欺
凌”难以被及时察觉，其中会主动
报告、反映遭受欺凌经历的更少，
这为遏制校外欺凌提出难题。

“不是所有人都能意识到自
己被欺凌。 ”吴志娇认为，很多言
语暴力和行为，不如肢体冲突明
显，容易被学生、家长和老师忽
视。 很多孩子在遭遇欺凌后，总
会不自觉地反思自己的问题，而
不是思考对方的错误，也使得欺
凌不易被发现。

某一次，一名初中生的父母
找贾洪武寻求帮助。 他们说，孩
子不爱上学，还经常乱花钱。 在
一个普通中学生每月几百元开
销的情况下，孩子每月要花 2000
元。 在咨询过程中，贾洪武发现
这个孩子总是频繁请客，孩子回
答，这是因为学校有一伙人经常
打他，他没有办法只能花钱保平
安。 从表面上看，这个学生厌学、
不懂得理性消费，实则是校园欺
凌的问题。

“很多人不认为自己的心理
状况和欺凌有关，其实他们之间
是有直接关系的。 ”贾洪武说。

岳伟观察到， 网络上有些学
生欺凌视频被大肆传播，这种“次
生灾害”亦带来隐性危害：不仅会
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 还容易
引发受众青少年模仿。同时，视频
暴露了受害人信息， 不仅侵犯未
成年人隐私权， 给受害人社会融
入也带来了风险， 很可能导致受
害人成为公开的、被广泛知晓的、
带标签的、特别的个体。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青联
副主席魏新长期关注青少年的
成长教育。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魏新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校外学生欺凌防治的提案》，
建议发现、报告、制止校外学生
欺凌应给予奖励激励。

“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全社会
的共同心愿。 ”魏新表示，经过相
关部门的共同努力， 当前校内学
生欺凌的情况得到有效遏制，但
是校外欺凌现象仍时有发生，且
部分事件情节恶劣、触目惊心，严
重挑战道德底线，引发广泛关注。

魏新将遏制校外欺凌主要
的难点总结为三条：一是及时发
现干预难， 事件多发于出租屋、
乡村田野等地， 远离公众视野，
远离行政监管；二是有效处置惩
戒难，施暴人多未满 14 周岁，多
数案件以法治教育、家庭教育结
案，对施暴人震慑力不足；三是
二次伤害阻断难，热点事件多经
网络传播发酵，对受害人身心造
成再度伤害。

面对欺凌阴霾
社会能做些什么

面对青少年校内外欺凌问
题， 社会各界必须多管齐下，为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近年来，共青团中央权益部
重视青少年面临的“欺凌阴霾”，
致力于给该群体提供心理咨询、
线下帮助等相关资源支持，助力

未成年人保护。
遇到欺凌问题的学生，可拨

打 12355 热线求助。 12355 青少
年服务台会邀请相关心理专业
与法律专家， 通过校园讲座、电
台、视频、推文等对学生进行校
园欺凌问题的科普。 在接听热线
发现欺凌事件后，12355 会通知
学校，必要时会联系 12355 律师
团队协助处理， 给欺凌者震慑，
给被欺凌者支持。

由于只有少数学生会主动说
明自己被欺凌，“你是否遭遇过欺
凌” 被列为 12355 接线员和心理
咨询师信息收集的必要选项，在
咨询的前中后期多次提问确认。

据今年全国两会“两高”工
作报告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共
有 2.1 万名法院干警和 3.9 万名
检察官在中小学担任法治副校
长，成为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和法
治教育的重要力量。 2021 年，最
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联合
下发《关于开展全国未成年人检
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示范建设
的通知》，在全国 80 个地区共同
开展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
系示范建设工作，培育一批社区
司法社工，参与到涉罪未成年人
的观护帮教中。 一些行为较为恶
劣的未成年欺凌者，还被送到专
门学校进行矫治教育。

虽然已有多项举措，岳伟表
示，目前对未成年人欺凌行为的
预防力度和惩处力度还不够。
“虽然校园欺凌得到一定纠治，
但在校内产生矛盾、去校外报复
欺凌的情况仍有很多。 未保法规
定的强制报告责任落实得还不
到位，除了少数成为热点的欺凌
事件，最后多数不了了之。 ”

面对校园欺凌
作为个体的学生应该怎么办？

魏新建议，被欺凌者不要害

怕， 要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
被欺凌时，不要与对方发生正面
冲突， 先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
在合适的时间呼救，抓住机会逃
跑， 而后及时报告老师或报警。
不要给欺凌者留下好欺负的印
象，对欺凌者越纵容越会让自己
频频受害。

魏新认为，很多欺凌者在初
期的行为不会特别严重，但如果
他的行为没有得到有效的干预，
积少成多，日后很可能会走向犯
罪的道路。

立足于现有的法律政策 ，
魏新就进一步加强校外学生欺
凌防治工作建议， 支持引领社
会力量承担发现报告职责 。
“及早发现、 提前制止校外学
生欺凌， 是防治工作最优局
面。 充分整合凝聚社会力量，
填补校园外‘视野盲区’是当
务之急。 ”

魏新建议，教育、公安部门
延展工作触角， 广泛联系吸纳

“五老”、 社区工作者以及快递
员、 外卖员等群体为安全守护
员，支持其报告可能异常情况或
阻止欺凌行径， 并建议宣传、公
安、教育部门对发现、报告、制止
校外学生欺凌的个人予以机制
化的荣誉激励和财物奖励，发挥
正向引领作用。

魏新表示，要规范专门矫治
机制并推动其发挥实效。 针对低
龄未成年人实施欺凌的行为，建
议教育部门切实承担起专门学
校牵头管理职责，会同公安部门
细化明确适用专门矫治的校外
欺凌情形，提炼发布可复制的典
型案例，在法律框架内确保专门
矫治机制落地落实。 针对不适用
专门矫治但情形较为严重的欺
凌行径，在家庭教育、法治教育
外，细化明确更加具有惩戒意义
的措施。

（据《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