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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意外的是，暴露出来的校园霸凌事件只

是冰山一角，绝大部分霸凌往往躲在隐秘角落，

很难被发觉。而且相比肢体霸凌，精神霸凌现象

似乎更为突出。

“在学校中，同学关系所营造出来的氛围对

孩子影响非常大，孩子在学校被孤立、嘲笑的现

象尤为常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

生中心刘兰英所说的这种现象，就是一种关系暴

力，也是一种精神霸凌。

真正的关系暴力并不容易被发现。陕西“光

合行动”青少年教育与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人沈

旭曾表示，有时候，关系暴力在老师眼皮子底下

就发生了。“或者故意不理你，在人背后说一些

闲话造谣，最终你就成了空气一样的‘不存在’。”

沈旭提到，这时被欺凌的孩子就容易成为一个团

体的压力释放、负面情绪释放

出口。

还有一种关系是，“嗑

CP”。随着文化发展，“嗑

CP”在三年级到四年级学

生间日益流行，他们以“嗑

CP”的方式讨论谁与谁是一对。但孩

子们不会知道，这种行为对被“嗑”的人会造

成严重心理创伤，也给学校教育和管理方式带来

极大挑战。

从法律角度来讲，校园霸凌被定义为学生欺

凌。2021 年 6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首次明确其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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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司法实践中，学生欺凌的形式多种多样。

民建安徽省社会与法治委员会主任、北京京师（合

肥）律师事务所主任朱政曾发文指出，除常见的

以殴打等方式侵犯他人的身体欺凌、以辱骂等方

式侵犯他人人格尊严的语言欺凌、以抢夺等方式

侵犯他人的财物欺凌外，以恶意排斥、孤立欺凌

对象的社交欺凌，以及采用网络暴力、造谣诽谤

等方式诋毁他人、恶意传播他人隐私的网络欺凌

也愈发常见，且愈演愈烈。

青少年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经常与家庭教育方式和所处成长环

境有很大关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王振举例到，

三种原因或最为常见。一是，家庭中经常发生争吵和冲突，从小受充

满暴力行为的家庭环境影响，会导致孩子认为暴力攻击是解决问题的

有效方法；二是，曾经被霸凌者，有时也会出现向施暴者认同，导致

他们之后试图用类似方式解决问题，从而出现霸凌或攻击他人；三是，

部分孩子起初有些小打小闹的攻击行为，但周围人对这种攻击行为不

仅没有制止，反而同龄人中出现“赞扬”，使他们误以为这是恰当的

行为，从而逐渐塑造出更加严重的攻击行为模式。

虽然不可否认某些孩子天生具有暴力倾向，但王振认为，即使对于这些

孩子，我们仍然应努力通过科学方法及时引导，改变和矫正他们的行为模式。

“这些孩子就像‘魔鬼’，不应该出生！”当校园霸凌事件发生

时，对于施暴者的指责从未停止。

刘兰英不赞同完全把过错归咎到霸凌者身上。“除非是精神障碍者，

一个正常人突然主动攻击别人，一定有他的理由。”刘兰英认为，与霸

凌者进行沟通，并对其行为进行引导是必要的。

在调查中，还有一种现象引起王振重视：孩子们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

非常薄弱，而缺乏法律意识及责任意识的孩子往往行为很难受到约束。

因为没有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霸凌者不会考虑霸凌的后果，也不会认

为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就是责任心缺失的一种表现，也是导致校园

霸凌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也表明，父母、学校和社会的教育某些方面

可能存在不当之处。”在王振看来，正确做法是，全社会应该让孩子从小就

明白，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做错事情就要受到相应惩罚。

相比出现精神心理问题后的治疗，事

前的心理危机干预是更好的方式。“心理

危机干预最重要的是在问题出现前发现迹

象，及时疏导。”刘兰英说。

具体来讲，当严重事件发生后，心理危机干预要

在24 h内介入，对身处其中的每个角色进行心理疏导，

包括霸凌者与被霸凌者，也包括目击者。刘兰英提到，

这就要求，每个学校应当设立心理危机干预小组。

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

的《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

行动计划（2023—2025 年）》中就规定，中小学校

要加强心理辅导室建设，开展预警和干预工作，完

善“学校—院系—班级—宿舍 / 个人”四级预警网

络，重点关注校园欺凌等风险因素。

在校园霸凌事件中，学校应当是预防治理校园

霸凌的第一线。朱政同样

在文章中提出建议，学校

要在前端聘请法治副校长、

校外法治辅导员定期开展反霸凌

法律教育，以预防为主；在中

后 端 配 置 专 业的心理老师，为学生提供心理

辅导，消除霸凌者的暴力倾向。他表示，学校还要

建立完整预案，当霸凌发生后，可以对受害者及时

地组织医疗救助、心理干预、司法协助等，降低事

件的社会危害性。

值得关注的是，接受过挫折教育的孩子，或

许更容易应对校园霸凌。“他们甚至会将面对霸

凌的过程转化为一种成长挑战，从而使自身变得

更强大。”王振说，应对霸凌的方式非常重要，

这同样需要家长和学校进行教育。

无论是霸凌者还是被霸凌者，王振不得不坦

诚，医生在医院为其所能提供的帮助有限，因为

通常在出现精神心理问题后人们才想到寻求医疗

机构的帮助。刘兰英则将这种问题出现后的精神

心理治疗比喻为“补胎”，尽管最终会看上去完

好但始终有损过。

这种“有损”甚至会影响孩子一生。王振继而解

释到，青少年的心理和神经系统 正处于快速发育和

不稳定阶段，许多

成年人认为微小

刺激都可能引

发巨大波动。

具体来讲，

每个个体在

面对霸凌时

的反应各异，

或反抗或顺从，不

同的应对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或心理

问题：有些会抑郁焦虑，少数可能表现出冲动 的 暴

力行为，产生过激反应和报复心态，这可能对其人格

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甚至部分发展为严重精神疾病。

“孩子出现问题的背后，有时候反映的是家

长出现了问题。这些存在心理问题的家长，他们

同样需要心理干预并重新塑造沟通模式。”刘兰

英提到，“亲子关系缺位”“亲子关系越位”以

及“原生家庭的伤害”都会引发儿童青少年心理

健康问题。要帮助这些孩子，就必须追根溯源，

从父母、家庭入手。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全社会需要关注心理健康

科普的重要性，“既要教育孩子，也要引导父母改

变观念。”王振建议，有必要开设类似父母学校的

机构，以帮助从未担任过父母角色的人学习抚养和

教育孩子。“第一次做父母的人多数可能缺乏养育

孩子的知识和经验。通过父母学校的培训，他们可

以学习到让孩子健康成长的方法和技巧。”

王振说，教育是需要父母双方共同努力的过

程，而不是单方面的责任。父母们应该学会及时

发现孩子的问题行为迹象并共同寻求解决方案，

而不是互相推卸责任。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发现青春期的孩子出现

精神心理问题，并不一定是坏事。“如果这些问

题在成年后才被发现，处理起来会更加困难。”

王振提到，在孩子成年前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尤

为重要，这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投入和支持，也需

要很长时间的努力。

躲在隐秘角落的关系暴力 是魔鬼还是被误导者

全社会行动起来制止校园霸凌

问题孩子背后是问题父母本
报关注注

医师报讯 （融媒
体记者 杨瑞静 宋箐 张玉
辉）目睹一次血腥打斗事件后，
李岩（化名）又一次深夜从噩梦中
惊醒，不自觉地摸了摸脸，满是泪水。

在梦中，中学时期那个经历
了很多次的场景重复着——同班同
学对他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语言攻击和
肢体暴力，父母的冷落和老师的疏忽，
让他再次坠入痛苦的深渊。这些经历就像一
块永远不会愈合的伤疤，即使是十多年过去，痛
楚还是会一遍又一遍地朝他袭来。

如李岩一般，遭受校园霸凌的人每天都有，被霸凌的人群远
比我们想象的庞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9 年公布的 144 个国

家的相关数据显示：全球学生中，
平均每 3 个学生便有 1 个遭

遇过校园霸凌。
10 月 13 日，四川

省成都市就发生了两起
引发社会关注的校园霸
凌事件，其中高新区省

教科院附属实验中学的学
生甚至因此而丧生。随着“校

园霸凌”事件被屡屡曝光，社会
各界纷纷呼吁尽快完善青少年群
体心理健康服务网络。刚刚过
去的第 32 个世界精神卫生日，

第一次以儿童青少年这一群体的
心理健康为主题，呼吁“促进儿童

心理健康，共同守护美好未来”。
在校园霸凌事件中儿童青少年存在哪些

心理健康问题？该如何引导霸凌者和被霸凌者健康成长？《医
师报》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现状，邀请了精神卫生领域的权威
专家进行解答。

在刘兰英的

调查中，很多的孩子

都有过被“嗑 CP”的

经历。

“有些家长可能认

为孩子只是在和同学闹矛

盾，没有严重到需要关注的地步。

然而，孩子原本希望在父母这里获得

支持，却未能得到满足，有时甚至

还会受到批评。”

“多方位入

手，建立校园霸凌治理的

激励与问责机制，尽量在霸

凌出现微小征兆时就能予以

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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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学生中，每 3 个就有 1 人被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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