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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欺凌与一般矛盾
法律视角下的界定与分析

在探讨如何区分孩子之间的

一般矛盾与欺凌行为时，北京兰

台（成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莉

认为，需从多个维度进行深入分

析。

在她看来，明确欺凌的定义

至关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第一百三十条明确

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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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

律性质上看，欺凌不仅构成侵权

行为，严重时甚至可能触犯刑法。

因此，在判断一个行为是否

构成欺凌时，法律提供了4个核心

判定标准：主观意图、客观行为、

实际后果以及因果关系。具体而

言：

需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主观

恶意。即其行为是否具有针对

性，是就事论事还是故意欺压、侮

辱他人。杨莉表示，这一判断可

能因人而异，但法律上的“理智的

自然人”概念提供了参考，即以一

个普通人的视角去审视问题，结

合孩子的性格、环境及前提因素

进行综合考量。

需观察孩子的行为是否异

常，是否超出了正常反应的范

畴。若孩子的行为表现为正常的

互动或反应，即使有人不接受，但

从旁观者角度看并未过度，则可

能属于一般矛盾。

需评估该行为是否给孩子造

成了身体或心理方面的伤害。这

些伤害和反应是判断欺凌行为的

重要依据。

需确认异常反应与行为之间

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即伤

害是否由他人的行为直接导致。

综合以上4个方面，可以得出

一个初步的判断：若行为是为了解

决具体矛盾，且未造成明显伤害，

则可能属于一般矛盾；若一方行为

具有经常性、恶意性，且给另一方

造成身心伤害，即使另一方提出反

对意见也无济于事，甚至变本加

厉，则法律上可认定为欺凌。

“部分校园欺凌源于一般矛盾

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进而演

化为恶性事件。”四川省教育科学

研究院附属实验中学德育处主任

李丹从一线教师的角度分享了她

的经验。她认为，教师在日常工作

中应密切关注学生动态，一旦发现

相关事件，应及时介入处理，以减

少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

“有些异常，孩子可能不会在

学校表现出来，但会在家里显

露。家长的忽视，可能会让事态

朝着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因此

未雨绸缪尤为重要。”李丹说，家

长在发现孩子异常时，应第一时

间与老师沟通，家校合力将矛盾

化解于萌芽状态。

孩子遭遇欺凌为何沉默？
信任缺失或成主因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偶尔

会遇到被欺负的情况，令人担忧

的是，有些孩子选择沉默，不愿向

外界寻求帮助。这种长期的隐忍

不语，往往会演化为严重的被欺

凌问题。那么，孩子为何在面对

困境时不愿开口求助呢？

基于多年心理工作经验，成

都师范银都紫藤南区小学副校长

付小琳指出，孩子不愿求助，首要

原因在于信任的缺失。“为什么他

不找别人的麻烦，专找你的麻

烦？还不是你的问题！”一些家长

和老师处理问题的态度是孩子对

外寻求帮助的最大障碍。

为了打破这一障碍，付小琳

提出了心理学上的“双圈理论”。

她解释道，我们可以将问题视为

一个圈、孩子视为一个圈、父母视

为一个圈。如果将 3 个圈画为两

个圈，你会怎么画？付小琳表示，

最理想的状态是将孩子和父母画

在同一个圈里，这意味着无论遇

到任何问题，父母和孩子都将共

同面对、携手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将父母与问

题画在一起的情况，这表明父母

的过度介入，干扰了孩子自身的

成长和修复能力。实际上，孩子

在与同伴交往的过程中，拥有强

大的人际修复能力。很多时候，

孩子之间的冲突可能只是小矛

盾，上一秒还在争吵，下一秒就已

经和好如初。因此，当家长发现

孩子可能遭遇欺凌时，应首先与

孩子进行深入沟通，了解事件的

前因后果和孩子的感受。如果孩

子认为这只是一次无意的碰撞，

并不影响他和同伴之间的友谊，

那么，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意见，不

必过度干涉。

然而，也有孩子因为遭遇的

欺凌过于严重而选择沉默。欺凌

者可能威胁他们，如果说出去将

遭受更严重的打击报复。这时，

家长应敏锐地察觉孩子的异常表

现，如食欲不振、睡眠不佳、心事

重重等，从而判断孩子是否因害

怕报复而保持沉默。

此外，还有一种值得警惕的

情况是，一些父母在教育孩子时

存在认知误区，常常教导孩子要

懂得忍让，但过度的忍让可能导

致孩子习惯于默默承受。孩子会

认为，只要自己忍让、原谅对方，

就能避免更多的冲突，实际上，却

可能换来欺凌者得寸进尺。

因此，父母要引导孩子树立

正确的自我保护意识，告诉孩子

在遭遇欺凌时要勇敢地站出来，

向父母、老师寻求帮助。同时，父

母也应与孩子建立深厚的信任，

让孩子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父母都会站在他身边，给予他最

坚定的支持和保护。

家校合力护成长
共同防范与应对校园欺凌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

年法治教育研究”课题组在 2020

年至2022年针对3108名未成年学

生的调研显示，53.5%的学生遭受

过校园欺凌。在这样的背景下，

每一起闯入公众视线的校园欺凌

事件，都让护孩心切的家长们忧

心忡忡，预防欺凌已成为家校共

同面临的重要任务。

出于职业原因，杨莉从不回

避与孩子讨论欺凌、性侵等敏感

话题。她发现，当家长能够以开

放的态度与孩子交流这些话题，

他们不仅能够积极参与讨论，还

会分享观察到的现象和自己的看

法。

“这样的探讨和学习过程，融

合了法律知识、心理知识、成长话

题、教育话题乃至社会热点问题，

有助于孩子对这些问题形成一定

的认知，建立起识别和防范风险

的能力。”杨莉强调，这一过程需

要孩子和家长的共同参与，而非

家长单方面灌输。因此，普法教

育常态化、生活化对孩子的成长

至关重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 要求家庭、学校、社

会、网络、政府、司法各方都要

做好未成年人保护，但是否落实

到位了呢？对此，杨莉表示，很

多被曝光的欺凌行为是长期存在

的，需要学校和各方严格落实法

律条款，各司其职，不能缺位，

更不能“和稀泥”。必要时候，

对于不履行监护职责的监护人，

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由公安机

关对其进行训诫，责令其接受家

庭教育指导。

“欺凌现象不是一朝一夕形

成的，前期的预防工作尤为重

要。”成都高新区锦城小学副校长

刘莺认为，不少学校的普法教育

存在空白，欺凌者缺少对“法”的

敬畏，被欺凌者因恐惧及维权意

识淡薄，陷入越不敢说就越被欺

负的“欺凌陷阱”。因此，学校首

先要加强对学生的法治和道德教

育。

其次，学校要把应对校园欺

凌专题纳入师资培训，帮助教师

掌握识别、干预及处置校园欺凌

的有效方法，提升教师的教育处

置能力。

最后，在处理学生矛盾时，学

校要坚守尊重事实、积极引导以

及奖惩分明三大原则。对于欺凌

者，要给予相应的惩罚以确保纪

律严明；对于被欺凌者，要给予特

别的关注与关怀，帮助他们结交

更多的朋友，勇敢地对欺凌行为

说“不”。

“防范校园欺凌不能局限在

校园内，家校之间要形成合力。”

刘莺指出，家长如果发现孩子遭

遇欺凌，切忌斥责孩子，要及时与

学校沟通并寻求帮助。同时，家

长一定要相信老师和学校，家校

紧密合作，积极寻找最为妥善的

解决方案。

最近，热播综艺《再见爱人》

第四季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与讨

论，3对嘉宾的相处模式引发了

人们对亲密关系的思考。主持

人张泉灵在分析其中一对嘉宾

麦琳与李行亮的相处方式时谈

到，期待和需求以负反馈的方式

提出，在教育学里是大忌。

人类的学习过程本质上是

个“反馈—修正”的过程。对成

长中的孩子而言，任何事情，没

有成败，只有反馈。正负反馈

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强调孩子

做得好的部分，就是在给孩子

正反馈；强调孩子做得差的部

分，就是在给孩子负反馈。如

果家长老爱挑毛病，让孩子觉

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对；不管孩

子做什么，家长都喋喋不休；不

管孩子做得多好，家长都忽视

孩子的需求和情感……过多的

语言指导、规劝、要求会极大地

干扰孩子的行动过程，削弱他

目标达成后的喜悦。

总是给出负反馈的家长，

成了孩子情绪的“债权人”。家

长和老师的态度与评价，犹如

一把标尺，时时让孩子对自己

的言行、成就、自我认知做出衡

量。如果孩子长期获得负反

馈，很容易被家长的语言和看

法裹挟，过于看重他人对自己

的看法。当孩子成为被家长牵

着鼻子走的人，不要说突破认

知、成长进步了，他还会因为缺

乏正反馈而过度关注他人对自

己的评价，特别是正向评价，甚

至为了获得别人的认同和赞赏

而产生讨好行为。

以负反馈的方式提要求，更是一种精

神虐待。一些父母把“反馈”当作掌控孩子

的一种手段，一旦发现孩子违背自己的意

愿、达不到自己的期望后，就会对孩子进行

批评、否定、辱骂、威胁。总是给出负反馈

的家长高高在上，底层逻辑是一种强权和

控制，企图通过道德优势、道理优势来压制

孩子，让孩子懊恼、自责、自我否定，然后操

纵、指派孩子按照家长的逻辑和要求行事。

孩子的成长需要客观、合理的负反

馈。合理的负反馈是给孩子划定一个行为

边界，告诉他哪些事情是危险的、后果严重

的、不可以去做的。如果孩子做错了事情，

父母不给出负反馈，孩子不能及时纠偏，是

父母的失职。但家长要建立起清晰的“负

反馈机制”：当孩子做得好时，就给他正反

馈；做错事情时，就给他负反馈。也就是

“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不夹杂个人情

绪，不把反馈当作控制孩子的手段。恰当

的负反馈，能够让孩子清楚地知道：当我犯

错时，爸爸妈妈会不开心，会批评我；但其

他时候，他们仍然是爱我的。

正面表达适度期待，是亲子关系的课

题。家长对孩子有期待和要求是再正常不

过的事。表达对孩子的期待时，积极的态

度、正面的语言、清晰明了地传达，都非常

重要。家长可以从小要求、小建议开始引

导，设定适合孩子发展的小目标，让孩子觉

得“跳起来够得着”；应更清晰具体地表达

期待，让孩子明白父母希望他们在哪些方

面做出努力；过程中，关注孩子的想法与感

受，为孩子提供帮助，也为孩子提供放弃等

其他选择；等孩子完成小目标后，再通过肯

定、表扬、鼓励逐步向其提出更高的要求，

使孩子乐于积极向上。

家庭教育的过程有很多细节值得我们

反复思索。总是揪着孩子做得不好的地方

去使劲，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常常让孩子沉

湎于夸奖之中，也不利于孩子的成长。真

正的成长，不仅仅是改正缺点，更在于被看

见、理解、鼓励，从而激发出孩子内在的潜

能。该如何去爱孩子，需要家长学习、再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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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解密：孩子为何成为欺凌者？
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时有

发生，很多家长在意识到校园欺

凌的危害后，开始让孩子学会自

卫和反击。然而，要从根本上预

防校园欺凌，我们需要深入探究

欺凌行为的源头。那些欺凌者，

他们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做？成都

文理学院应用心理研究中心主

任、四川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

中心特聘专家刘卡静分析了欺凌

者的心理动机。

从心理学角度看，欺凌者往

往是这样想的：我遭遇的挫折，

要“还”给不相干的人。于是，他

将自己的负面情绪投射到他人

身上，试图通过攻击他人来消除

内心的不适，这是欺凌行为产生

的根本原因。欺凌者内心充满

愤怒等情绪且缺乏控制这些情

绪的能力，因此欺凌行为既是情

绪控制的问题，也是情绪表达方

式的问题。

我们需要明确，没有人是天

生的欺凌者，其行为模式也并非

一日形成。事实上，家庭环境往

往是孩子成为欺凌者的重要影响

因素。

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一个

生活美满、从小得到关爱的孩子，

通常不会成为欺凌者。从社会学

习理论的角度看，孩子从环境中观

察并习得各种行为和习惯，而与同

龄人的攻击性互动，常常与专制型

和放任型教养方式有关。

在专制型教养方式下，父母

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孩子，

孩子可能会模仿父母的攻击行

为，认为实施暴力是正常的。

心理学上有个很有趣的现

象，叫作“踢猫效应”：男主人被上

司批评之后，心情很不好，于是回

家与妻子吵了一架。妻子的愤怒

无处发泄，只好把旁边玩耍的孩

子训斥了一番。莫名其妙挨了一

顿训斥的孩子怒火中烧，看到院

子里的猫，就去狠狠踢了猫一

脚。心理学家用“踢猫效应”来描

绘负面情绪在不同人之间流动转

移的过程。坏情绪像水一样，往

往由高等级向低等级转移，由强

者向弱者转移。也就是说，父母

施加给孩子的暴力，可能会被他

转移给同龄人。这种行为在心理

学上被称为对攻击者的仿同，即

模仿认同了攻击者的行为，使自

己与其一致。这样既可以避免心

理冲突，又可以将自己受到的伤

害转嫁给他人。

而在放任型教养方式下，父

母对孩子无限宠溺，但这种宠溺

往往只体现在物质生活的满足

上，孩子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

足。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曾

说：“凡是被压抑的，都可能以更

丑陋的形式展现出来。”在这种家

庭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因为长期

受到忽视，难以形成健全的情感

连接，无法理解和共情他人的感

受，转而在学校通过欺凌同学来

获取掌控感和优越感，满足其对

权力和地位的渴望。

此外，欺凌者也可能出于自

我价值确认的需要而实施欺凌。

比如，孩子因学业成绩不佳，在家

中遭受批评，转而在学校通过欺

凌成绩优秀的学生来贬低对方，

以此提升自我价值感。

校园欺凌是一种具有心理动

机和心理影响的特殊行为，对孩

子的心理健康和全面发展造成了

极大的危害。因此，我们需要从

心理学的角度来认识和干预校园

欺凌行为，创造一个和谐、健康的

校园环境。

（本报记者 张文博）

每每有校园欺凌事件发生，总会引发人们的关注。在校园这样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
内，为何有这样的“恶”出现？如何区分一般矛盾与校园欺凌？遭遇欺凌后，孩子为何沉默
不语？防范校园欺凌，我们能做些什么？近日，在由四川省教育学会、成都高新区教育文化
体育局主办的“如何帮助孩子远离校园欺凌”家庭公益讲座上，心理专家、法律工作者、学校
校长和德育处主任分享了他们的看法。

向欺凌说向欺凌说向欺凌说“““不不不”””
为成长护航为成长护航为成长护航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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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嘉宾共话“预防校园欺凌”。（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