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育视角下的中职学校校园欺凌现象与对策研究 

—以南海卫校为例 

 

校园欺凌是指受害者被一个或多个学生有意地、反复地、持续地施以负

面行为,造成身体和心理上的伤害或不适应，这些负面行为包括语言和身体方

面的，如辱骂、威胁、嘲弄、打、勒索以及抢夺物品。中职学校校园欺凌呈

现出校园欺凌现象凸显、校园欺凌方式多样化，并以语言欺凌和心理欺凌为

主、性格内向和家庭条件不好的人被欺凌的几率较高等特点。 

本文立足学校实际情况，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阐述本校校园欺凌现状及其

呈现特点，并从学校德育视角分析其产生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解决对策，

对预防和治理本校校园欺凌现象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同时为其他中职学校治理校

园欺凌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校园欺凌内涵 

1.校园欺凌概念界定 

本研究对校园欺凌的概念界定，主要采用挪威学者 Olwues 的定义，受害者

被一个或多个学生有意地、反复地、持续地施以负面行为,造成身体和心理上的

伤害或不适应，这些负面行为包括语言和身体方面的，如辱骂、威胁、嘲弄、打、

勒索以及抢夺物品。并结合本课题研究对象特点，在此基础上稍作修改，增加了

两个限定条件，即欺凌事件是发生在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欺凌地点是发生在学校

内的。 

2.校园欺凌的分类 

从不同角度，可以把校园欺凌分为不同类型。从表现形式上，可分为直接欺

凌、间接欺凌和网络欺凌。直接欺凌包括言语欺凌、身体欺凌，间接欺凌包括关

系欺凌、网络欺凌。[1]从欺凌方式上，可以分为肢体欺凌、言语欺凌、心理欺凌、

性欺凌以及网络欺凌。[2]从侵害对象上，可分为财产暴力与人身暴力，从实施的

方式上，可分为使用工具与非使用工具。[3] 

中等职业学校校园欺凌特点（以南海卫校为例） 

南海卫校是一所省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地处珠三角佛山市南海区，生源为

佛山市内各初中毕业学生，专业主要有护理、药剂、康复三大医学类专业，学生

以女生为主，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 

2019 年 4 月，通过“问卷星”对本校 875 名在校生进行网络问卷调查，调

查结果显示，学校校园欺凌现象呈现以下特点： 



1.校园欺凌现象凸显，近半数同学目睹、遭遇或参与过校园欺凌 

调查显示，9.6%同学遭遇过校园欺凌，3.31%同学参与过校园欺凌，目睹过

校园欺凌现象比例则达到 39.89%。 

2.校园欺凌方式多样化，且以语言欺凌和心理欺凌为主 

校园欺凌方式除了大家通常认为的辱骂、踢打、扇耳光，故意找茬，抢

夺或毁坏他人物品，散播不实谣言，还有我们忽略的“起绰号”、“孤立他人”、

“冷暴力”、“拍丑照”。这些在“其他”一栏中，同学们额外列出。在这些欺

凌方式中，语言欺凌比例最高，达 70.06%，其次是心理欺凌，占 57.26%。与

显性的拳打脚踢相比，语言欺凌和心理欺凌，在方式上更为隐蔽。(该题为多

选题) 

3.性格内向和家庭条件不好的人被欺凌的几率较高 

在设计的问卷中，设计了问题“据你所知，遭遇校园欺凌的多为哪一类

人？”共设计了六个选项“性格内向的人”、“性格外向的人”、“家庭条件不

好的人”、“成绩特别好的人”、“长得漂亮的女生”及“其他”，其中选择“性

格内向的人”高达 81.26%，58.74%的同学选择了“家庭条件不好的人”。(该

题为多选题) 

4.校园欺凌的高发地为校园偏僻角落、厕所以及宿舍。 

校园偏僻角落以及厕所是校园欺凌的高发地，原因比较明显，因为这些

地方比较隐蔽，不容易被老师和同学发现。宿舍之所以会成为我校校园欺凌

高发地，与欺凌方式是语言欺凌和心理欺凌关系密切。 

5.发生校园欺凌后，部分同学的处理方式不够妥当。 

(1)发生校园欺凌时，个别同学会跟着欺负这名同学，部分同学会围观看

热闹。调查显示，1.14%同学会跟着欺负这个同学，这些同学增强了欺凌者的

力量，让被欺凌者受害程度加深；5.03%的同学会围观看热闹，研究表明，正

是旁观者的存在，刺激了欺凌者。 

(2)发生校园欺凌后，部分同学因害怕遭受报复或被同学嘲笑，忍住不告

诉老师或者家长。这样会让欺凌者变得更加大胆和肆无忌惮，加大欺凌行为

强度，延长欺凌时间，被欺凌者遭受的伤害更大。 

中职学校校园欺凌现象的危害 

校园欺凌一旦发生，对受害者、实施者、学校和家庭，影响都不言而喻。

社会上校园欺凌现象发生后，因处理不当，出于复仇、报复心理而引发的悲

剧不在少数。 

1.对受害者的危害 

(1)影响受害者的身心健康，严重的可能导致心理疾病。校园欺凌发生时，



如果是肢体欺凌，则给被欺凌者带来直接的身体伤害，轻则受伤，重则致残

甚至死亡。此外，对受害者得心理也会造成不良影响，相关研究显示，欺凌

会严重降低受欺凌者的自尊，降低其自我评价和自我价值感。[4] 

(2)影响受害者的学习和生活。欺凌易导致受欺凌学生学业适应困难。因

为遭受欺凌的学生情绪处于紧张，焦虑之中，且注意力难以集中，这些会使

学生学习成绩下降。 

(3)影响受害者的人际交往。言语欺凌和心理欺凌大多通过侮辱、排挤受

害者，使其不能融入团体，造成人际疏远，以达到伤害受害者的目的。 

2.对实施者的危害 

一来形成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二则影响正常社会交往，欺凌者往往固

执、蛮横，且有暴力倾向，同伴往往疏远，不愿意与之交往，被孤立的处境

给欺凌者带来消极社会适应。 

中职学校校园欺凌原因分析 

校园欺凌现象在全世界都存在，并且暂时没有有效方法根治，我们期待

的效果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校园欺凌发生的几率，当校园欺凌发生时减

轻由此带来的伤害，在校园欺凌后，及时跟进疏导，让当时人保持身心健康。 

1.学生法律意识淡薄和安全意识不足 

一方面，中职生招生对象为初中毕业生，他们大多文化知识底子薄，基

础差。对法律知识的学习涉及较少，广度和深度都不够。另一方面，被欺凌

者缺乏对危险的预判能力，在欺凌现象发生前，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发生，

不懂得事先回避或提前求救。 

2.家长主体意识不够，责任感不强，教育能力欠缺 

家庭是实施教育的主要方面，家长是对孩子进行教育的主要负责人，无

论什么时候，孩子处于什么年龄阶段，家长都不能推脱责任，把教育孩子的

责任推给学校，推给老师。 

3.教师实施德育的实效性不强 

德育教育应该渗透所有学科，所有学校活动都可以是德育教育活动，都

具备德育功能，学校的许多资源，如黑板、墙壁、书桌都可以是德育的载体。

然而，在实施德育时，德育工作往往成为了班主任和德育教师的专属工作。 

4.学校育人环境和规章制度有待改进和完善 

影响一个人发展的因素包括遗传、教育、环境，孟母三迁的故事也充分

说明了环境对一个人的重要影响，而环境既包括软环境，也包括硬环境。良

好的校风、班风对学生具有积极影响和带动作用。 



解决对策 

针对上述原因，寻找解决方法。主要思路是采取以“防”为主，“防”“治”

结合的方式进行。“预防大于治疗”，校园欺凌发生后，危害较大，因而如果

能将欺凌事件扼杀在萌芽状态，最好不过。 

1.采取的预防措施 

(1)加强引导教育，增强法律意识、安全意识。开展“道德教育-法制教

育-生命教育”三维角度的德育教育，预防校园欺凌现象发生。规范人们行为

的方法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内在的，通过自己的思想去规范

行为；二是外在的，通过“道德”和“法律”的力量去约束行为。 

(2)加强家校沟通，在家长学校课堂渗透校园欺凌相关知识，增强家长主

体意识及责任感，提高教育能力。家长在教育孩子问题上，起着关键作用，

增强家长的主人翁意识，提升其责任感，让他们发挥主体优势，对孩子进行

教育，是杜绝校园欺凌现象的关键。 

(3)开展教师培训，增强德育实效性。首先，强化职业道德教育。学高为

师，身正为范。教师以身作则，用自身高尚情操和优良作风影响学生，并用

实际行动践行良好道德情操。其次，展开专项教育和培训，提高教师教育能

力及突发事件处理能力。 

(4)通过活动营造和谐、文明育人环境，完善学校各项制度。德育途径之一，

是活动育人。通过团委活动，配合每月主题活动，职教周活动，体艺节活动，成

人礼活动等各具特色的校园活动，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为学生健康成长提

供优质土壤。 

2.采取的治理措施 

一旦校园欺凌事件发生，妥善的解决能对事件本身有着积极意义，同时

对避免同类事件的发生有着很好的预防作用。治理措施有： 

（1）根据校园欺凌行为等级移交相应部门处理。根据受伤害的程度和暴

力持续的时间来划分校园暴力的等级：(1)轻微暴力。偶然实施暴力、造成轻

微伤的。（2）一般暴力。造成轻伤害的。(3)严重暴力。长期实施暴力、造成

重伤的；(4)极端暴力。致人严重残疾甚至死亡的。 

（2）根据等级属于学校内处理的校园欺凌事件，明确责任，依规处罚，

并作好教育引导转化。针对轻微暴力和一般暴力，根据校园规章制度，进行

相应处罚，如进行校园义务劳动，根据不同等级，设定不同劳动时长；巡查

校园及食堂，发现并登记不文明现象，如乱丢垃圾，插队打饭等。 

（3）对被欺凌者建立档案，定期跟踪，密切观察，必要时进行心理疏导

和干预。欺凌事件发生后，会严重降低受害者自尊，降低其自我评价和自我



价值感，甚至造成抑郁，因而需要对被欺凌者进行心理疏导，并进行定期跟

踪，观察其心理发展，有无出现异常，一旦出现异常，可以及时干预。 

（4）对旁观者加强教育，教授方法，改善其对待校园欺凌的方式。有研

究表明，旁观者的围观和起哄，对欺凌者有一定刺激作用，他们会因为围观

者的存在，而变得有动力欺凌他人，同时围观者的存在，使欺凌行为变得“有

价值”。因此，对旁观者进行教育，遇到欺凌行为时，不要围观，不要起哄，

第一时间告诉老师，是最正确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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