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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校园欺凌的事件在网络
上经常被曝出：陕西省一名18岁
高三女生跳楼身亡，疑似因长期
被同班同学辱骂；安徽滁州市一
名13岁女生在厕所内被两名女
生掌掴64次后晕厥；辽宁抚顺市
5名男生对一个男生施暴，暴打、
踹头、要求跪地道歉、扇耳光等
……

而人们看到的校园欺凌现象
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孩子的行
为都是心理的投射，校园欺凌‘冰
山’下的97%都没有被看见。”安
徽省合肥市青少年心理研究会会
长林林认为，心理学最大的特性
是滞后性，可能是几年前的问题
导致几年后的欺凌事件。校园欺
凌的暴力种子往往在家庭与社会
环境的共同影响下萌芽。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储朝晖对校园欺凌现象的大面积
调查显示，未成年人的暴力倾向
虽然有其生物性遗传的源头，但
其所生活的环境发挥着更为重要

的决定作用。有明显暴力倾向的
儿童大多曾经有遭受暴力的经
历，如果孩子默认暴力是解决问
题的方式，他就会使用暴力解决
他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校园欺凌的施暴者往往是被
忽视的未成年人，他们内心情感
的“桶”，空虚而无以填充。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

思宁认为，校园欺凌的施暴者一
般是两个极端：一种是家里无人
管教的留守儿童，还有一种是家
庭有权有钱的。林林认为，校园
欺凌所涉多是留守儿童或者是

“精神留守儿童”，即父母在身边
但不管不问，“这些儿童的问题需
要高度重视，短期看不到，但未来
可能是隐形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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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申报、慢拨
付、遭挪用……

审计署点出教育
补助经费领域这些问
题

审计署19日发布公告，指出部
分地区在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方
面存在一些问题，包括申报金额超
出实际需要、拨付不及时、资金被挪
用或闲置等。

当天发布的2020年第四季度
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
审计结果公告显示，审计署重点审
计了17个省本级、1个计划单列市
本级和48个县本级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管理使用等情况。总体
看，相关地区不断完善投入机制，
优化资金使用结构，规范资金使用
管理。

不过，审计也发现，部分地区资
金申报不精准、分配不合理、拨付不
及时。1个计划单列市和3个省的3
个县多获得教育补助经费9548.31
万元；1个省本级和1个省的2个县
未按标准或范围分配教育补助经
费，造成2003.3万元资金闲置、41
所学校生均公用经费低于国家基准
定额标准；2个省本级和12个省的
16个县未按规定时间及时分解拨
付教育补助经费。

公告附件显示，山东省青岛市
申报教育补助经费时测算数据与实
际情况差距较大。2020年，青岛将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贫困面确定为
30％，据此申报相关补助资金2818
万元。但当年春季和秋季认定的实
际贫困面分别为11.19％和8.63％，
造成1423.33万元补助经费无法按
用途支出。

审计还发现，部分资金被挤占
挪用或闲置。因地方财政安排不足
等原因，1个省本级和12个省的22
个县挤占挪用教育补助经费1.97亿
元，用于人员经费、偿还债务等支
出；1个省的1个县1308.93万元教
育补助经费闲置超过2年。

整改方面，公告显示，截至
2021年1月底，12个省为义务教育
相关单位下拨资金5017.34万元，
收回违规支出的城乡义务教育补助
等资金2439.37万元，盘活闲置资
金3819.5万元。

（据新华社）

多名教育、心理、法律人士呼
吁，多个方面发力，织密学生安全
保护网。

相关部门、学校可组织讲座
或辅导，指导家庭如何发现校园
欺凌的苗头、发现问题时如何处
理、父母怎样正确与孩子交流相
处等；在学校内，要减少教师不必
要的行政任务，让教师有更多精
力去关心学生、构建更和谐的师
生关系；学校和主管部门应建立
完善的防范机制，真正发挥心理
咨询、心理监测的作用，密切关注
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行为变化，做

好学生心理疏导，及时发现问题
并干预化解。

林林认为，校园欺凌事件中
的干预对象应该包括受欺凌者和
欺凌者，而干预的重点不仅仅包
括对欺凌者不良行为的矫正、对
受欺凌者的心理辅导，还应包括
对欺凌者和受欺凌者之间关系的
调节、恢复。同时，规范心理从业
者的工作资质，可通过政府统一
购买形式，提供专业的心理服务。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教育局
行政办乔晓牧建议，明确界定校
园欺凌的边界，以帮助校方和当

地教育主管部门与当事人协调解
决问题，完善校园欺凌具体工作
的各项细则，如责任主体、处理流
程、其他部门协同机制等。

此外，还须从法律层面完善
不足、树立明确红线，真正让施暴
者“不敢为”。首先，应明确“家庭
教育不得使用暴力”，避免出现认
知上的暴力底线不清晰；其次，借
鉴国外经验，对欺凌者入罪等作
出明确规定；最后，加强校园法治
教育和校园欺凌的知识普及，让
更多学生真正懂法用法。

（半月谈）

校园欺凌事件不时刺痛人们的神经。尽管该问题不断被呼吁重视解决，教育部也于今年1月启
动开展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对校园欺凌问题重拳出击，但多名业内人士表示，校园欺凌
在发现、认定、处理等方面存在不少难题，仍须多方面发力，织密学生安全保护网。

尽管校园欺凌的问题不断被
呼吁重视解决，但多名业内人士
表示，校园欺凌在被发现、认定、
处理等方面存在多重难题。

校园欺凌如山火，可靠“巡山
人”的缺失会让“火星”发展成“火
灾”。

辽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
员、北京隆安（沈阳）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冯昀说，由于部分学
校法治教育缺失或流于形式，有
的学生片面认为自己不到年龄，
不用负刑事责任。林林告诉记
者，一些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形同
虚设，有学生反映去10次有9次
都是关门的。

校园欺凌标准认定有一定难
度，为校园欺凌处理指明方向的

“指南针”仍不够精细。
“现在有一个难题是，很容易

混淆校园欺凌和小孩打闹的界
限。”张思宁说。半月谈记者采访
了解到，一些网曝“疑似”校园欺
凌案件中，有的其实是双方相互
动手打架，有的是低年级小学生
甚至幼儿园孩子推搡打闹，并不
构成欺凌。

与此同时，校园欺凌案例中
针对施暴者的惩戒手段及处理主
体不够明确，无具体操作细则可
依。

冯昀说：“对有的孩子来说，

轻微教育是无法制止其恶行的，
但现在的手段确实比较缺乏，法
律上对未成年人没有处罚依据。”
张思宁举例说：“如果有同学辱骂
导致对方跳楼死亡，也很难认定
该同学辱骂行为构成犯罪。而遇
到问题后，打人者和被打者往往
都以私了结束，从‘情’的角度解
决问题。”

更有基层工作者坦言，目前
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
中，教育主管部门想寻求其他部
门协同帮助处理疑似欺凌案例
时，找不到具体的文件作为支撑，
难以得到其他部门协同帮助处
理。

97%的校园欺凌
没有被看见
揭开校园欺凌的水下“冰山”

密织学生安全网,保护少年的你

无“负责巡山人”,也无“精密指南针”

校园欺凌生长在“隐秘的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