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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少年的你”远离校园欺凌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近来热映的电影《少年的你》，再度揭开了校园欺凌的“创伤”——“她们一
直在欺负我，你们为什么不做点什么？”年轻的生命终结前这最后的责问，发
人深省、锥心刺骨。
▶现实生活中，校园欺凌事件时有发生。据最高检今年5月发布的数据，
2018年以来，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校园欺凌犯罪案件3407人，起诉5750
人。面对校园欺凌，我们不禁想问，在本该宁静纯美的校园里，为何欺凌的
“恶”总相伴相随？欺凌与被欺凌，是什么让它一次次上演？面对校园欺凌，
我们该如何防治？

什 么 是 校 园 欺 凌 ？
2016年4月28日，由国务院
教育督导委员会颁布并实施
的《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
治理的通知》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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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侮辱造成伤害的事件
为校园欺凌。

在校园欺凌行为多发
的韩国，校园欺凌的定义更
加明确具体。2017 年 11
月 28日，韩国政府颁布的
《校园暴力预防和对策相关
法》中对“校园欺凌”界定
为：校园欺凌是指在小学、
初中、高中以及特殊学校等
校园内外，主要以学生为对
象，实施的故意伤害、暴力、
监禁、强夺、名誉损害、侮
辱、恐吓、胁迫、性侵害、孤
立、通过网络等通信手段散
播的言语暴力，对被害学生
造成身体、心理伤害的行
为。该法规将校园欺凌详
细分为 8类 21条，学生的
行为是否属于校园欺凌、属
于哪一类别的校园欺凌一
查便知。

校园欺凌之所以出现，
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制度规范不健全、惩戒
机制震慑力不够的原因，也
有缺乏引导、防范不力、管
理失当等原因。在一些学
校，欺凌现象要么被当作正
常打闹而不被重视，要么被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凡
此种种，都在无形中助长了
校园“霸王”的气焰，加大了
治理的难度。也正因为如
此，影片《少年的你》中陈念
那句“谁能帮我”的痛切反
问，才会格外触动人心、发
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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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
数据中心组织实施的大型社会
调查项目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一直把校园欺凌作为主
要的研究内容之一。

从2013年起，中国教育追踪
调查（CEPS）对分布在全国20个
省级单位的112所学校的10279
名初中一年级学生进行了持续
的追踪调查。至2019年，这批学
生已全部年满18岁，完成了高中
阶段的教育，进入了大学或是步
入了社会。在2018-2019学年，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又启动了一
个从小学阶段开始的研究队列，
对分布在全国21个省级单位的
200所小学的36389名四年级小
学生进行时间跨度为33年的追
踪调查。

校园欺凌近年来日益受到
各方面的广泛关注。触目惊心
的案例让我们意识到校园欺凌
就发生在身边，周围的每一个孩
子都可能成为校园欺凌的受害
者。对于校园欺凌，除了用典型
事例来让社会公众认识到其恶
劣性和严重性以外，也需要科学
的数据来揭示我国校园欺凌的
现状、影响因素以及诸多方面的
后果。

相对于校园欺凌的不同形
式，校园欺凌的程度更为重要。

通过遭受校园欺凌的频
度、遭受校园欺凌的类型数（广
度）、校园欺凌对于身心健康的
伤害程度（深度）来综合评判校
园欺凌的严重程度，可分为轻
度欺凌、中度欺凌、重度欺凌。
数据显示，除了有24.7%的学生
没有遭受过校园欺凌外，在整个
中小学阶段，有42.7%的学生遭
受过轻度校园欺凌，有26.5%的
学生遭受过中度校园欺凌，而遭
遇过重度校园欺凌的学生占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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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式上划分，校园欺
凌表现为言语欺凌、社交欺
凌、肢体欺凌和网络欺凌四
种形式。

在小学与初、高中阶段，
校园欺凌的发生率也有所不
同 。 中 国 教 育 追 踪 调 查
（CEPS）的数据显示：在小学
阶段遭受过言语欺凌的学生
比例为40.6%，遭受过社交欺
凌的比例为34.1%，遭受过肢
体欺凌的学生比例为16.6%，
遭受过网络欺凌的学生占
9.1%；有 50.1%的学生受到
过至少一种形式的校园欺
凌，32.3%的学生曾受到过不
止一种形式的欺凌，有49.9%
的学生在小学阶段没有受到
过校园欺凌。在初中阶段遭
受过言语欺凌的学生比例为
52.3%，遭受过社交欺凌的比
例为41.8%，遭受过肢体欺凌
的比例为21.7%，遭受过网络
欺 凌 的 比 例 为 16.8% ，有
61.2%的学生受到过至少一
种形式的校园欺凌，40.1%的
学生曾受到过不止一种形式
的欺凌，只有38.8%的学生在
初中阶段没有受到过校园欺
凌。而在高中阶段，遭受过言
语欺凌的学生比例为41.1%，
遭受过社交欺凌的比例为
32.1%，遭受过肢体欺凌的比
例为15.3%，遭受过网络欺凌
的比例为19.8%；有49.6%的
学生受到过至少一种形式的
校园欺凌，31.3%的学生曾受
到过不止一种形式的欺凌，
有50.4%的学生在高中阶段
没有受到过校园欺凌。

从数据分析结果可以看
出，初中阶段是校园欺凌发生
率最高的阶段，各种形式欺凌
的发生率基本上都高过小学
和高中阶段。国外的研究也
揭示出相同的模式，其原因主
要是少年们在初中阶段进入
了青春期而导致心理状态和
行为模式的改变。从小学直
到高中的整个基础教育阶段，
有75.3%的学生遭受过至少
一种形式的校园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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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所有的孩子都有可
能成为校园欺凌的受害者，但
数据也显示，具有某些个体特
征的孩子更容易成为校园欺
凌的对象。

男孩子相对于女孩子更容
易成为校园欺凌的对象。男生
在中小学阶段遭受过校园欺凌
的比例为81.8%，女生的比例
则是70.9%，但是，在遭受重度
校园欺凌的比例上，男女生之
间则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两
者分别为4.2%和4.1%。

学习成绩是影响校园欺
凌发生的重要因素。数据显
示，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在中小
学阶段遭受过校园欺凌的比
例为62.4%，学习成绩中等的
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比例为
74.9%，而学习成绩差的学生
遭受过校园欺凌的比例则达
到了80.1%。

学生的相貌和体型胖瘦
会影响校园欺凌的发生。认
为自己长得漂亮的学生遭受
校园欺凌的比例为73.1%，认
为自己长相一般的学生遭受
校园欺凌的比例为72.9%，这
两者之间基本上不存在显著
的差异；而认为自己长得丑的
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比例则
要高得多，达到了78.8%。通
过计算BMI(身体质量指数）
来评判学生的体重肥胖水平，
分析结果显示：体重正常学生
遭 受 校 园 欺 凌 的 比 例 为
71.4%，瘦小学生遭受校园欺
凌的比例为77.1%，而肥胖学
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比例最高，
达到了80.5%。

学生的性格也是影响其
是否会遭受校园欺凌的因
素 。 中 国 教 育 追 踪 调 查
（CEPS）利用大五人格量表测
量了学生的性格，分析结果显
示，在人格的五个维度中，内
向的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比
例要明显高过外向的学生，宜
人性程度高的学生遭受校园
欺凌的比例明显低于宜人性
程度低的学生，神经质维度上
得分高的学生遭受校园欺凌
的比例也显著的高，而谨慎性
和开放性这两种人格维度在
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发生率
上则没有明显区别。

（下转A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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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少年的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