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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

一起看似简单的冲突，为何在
短短几天迅速发酵？处理这类事件
难点在哪里？

中关村二小一些家长说，学校
一直在孩子教育方面做得还不错，
但此次对事件的调查信息披露还不
够及时。从 11 月 24 日事发一直到
12月初，多番协调依旧未果，后经
舆论放大后影响扩大，陷入僵局。

中关村二小校长杨刚13日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事件发生后，学校
一直积极协调，与涉事家长反复沟
通。但明明的家长坚持要求学校认

定亮亮、军军的行为是校园欺凌行
为并记录在案，且书面提出四项诉
求，导致家长间无法协调。

“我们当时也是为了保护这三个
孩子，不希望家长矛盾升级，现在
也依然是这样的想法，希望把对孩
子的伤害降到最低。”杨刚这样解释
学校迟未发声的原因。

杨刚认为，在孩子交往过程中
难免会偶发、突发非正常事件，“学
校教育承担的更应该是一个协调者
的角色，而不是惩罚者的角色”。

据了解，目前“校园欺凌”事

件普遍存在取证难、认定难的问
题。到底谁来判定是否为欺凌？该
如何处理？目前仍较模糊。由此也
暴露出相关问题在实践中的法制和
标准空白。

一些受访中小学教师说，目前
针对校园欺凌事件还存在认知不
足、教惩不够的问题。学校往往本
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私
下和解、息事宁人。

“校园欺凌不像校园暴力那么明
显，没有殴打或没造成轻伤等严重
伤害，往往混同一般同学间的打

闹、开玩笑、闹矛盾。”北京市青少
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
说，“未成年人的身心是脆弱的，有
些玩笑、打闹、恶作剧，对一些人
可能无所谓，对有的人就可能带来
心理伤害。”

另外，部分专家认为，尽管国
家重视校园欺凌问题，出台了相关
政策，但在执行层面效力逐级减弱。

佟丽华认为：“现在很多基层教
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对此都缺乏足够
重视，这导致处理类似事件时往往
简单甚至粗暴。”

关注北京中关村二小“校园欺凌”事件

“欺凌”与“玩笑”的边界在哪里？

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屡屡发
生。根据今年发布的《中国教育发
展报告 （2016）》，近年来校园欺
凌发生的地域范围广泛，覆盖了绝
大多数省份，且频次密集。

据教育部统计，今年 5月至 8
月，就上报68起校园欺凌事件。

有高校心理学教师认为，在反
校园欺凌议题上，中国比欧美日等
发达国家距离较大。例如，美国佐
治亚州从 1999年率先制定反欺凌
法，至今全美都有了针对校园欺凌
的立法。而在中国，针对校园欺凌
立法上仍是空白。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法研究中心
主任余雅风认为：“目前对校园欺
凌行为的规范主要是依靠传统法
律，缺乏针对性和指代性。对未成
年人不良或不当行为的教育还主要
依赖家庭和学校。”

今年11月，教育部等9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
暴力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多项
措施，要求积极有效预防学生欺凌
和暴力，依法依规处置学生欺凌和
暴力事件。

佟丽华认为，目前关键是教育
行政部门、学校和家长要真正重视
落实，形成良好、密切的联系与互
动。

“要让学生和家长都意识到社
会对校园欺凌和暴力的‘零容忍
’。另外，如果学生被欺负，家长
到学校讨说法，需要如何妥善处
理、采用何种应急机制、如何及时
回应等都应在各校日常管理中进一
步细化，甚至可以开发有效预防及
处理校园欺凌问题操作手册。”佟
丽华说。

储朝晖表示，在处理防范校园
欺凌事件中“欺凌者”的家庭教育
责任尤其重要。

“从以往的统计情况看，‘欺凌
者’在家庭教育上均存在缺失。在
单亲家庭、农村留守儿童等群体，
校园暴力易发、高发，意味着应该
切实补齐家庭教育短板。”储朝晖
说。 据新华社

北京市海淀
区中关村第二小
学一位家长近日
在网上发文，称
孩子遭同学“霸
凌”，事后出现
“ 急 性 应 激 反
应”，质疑校方处
理不当，引发公
众广泛关注。中
关村二小因此被
推上舆论的风口
浪 尖 。 12 月 13
日，“新华视点”
记者针对此事进
行了调查。

12月 8日晚，一篇题为 《每对
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
园霸凌说NO！》的文章，开始在微
信朋友圈等平台刷屏。

文章作者自称是中关村二小四
年级一名 10岁男孩的妈妈。她称，
孩子在学校被同学用厕所垃圾筐扣
头后，出现失眠、厌食、恐惧上学
等症状，被医院诊断为“急性应激
反应”，在之后与学校的沟通中未

达成一致。
中关村二小13日表示，对该事

件的发生，学校“深深自责”，对
该事件给学生及家长带来的伤害

“深表歉意”。
据学校介绍，他们通过调取楼

道监控录像进行调查，监控显示 11
月24日，明明（化名，即受到伤害
的同学） 从教室出来进入厕所，接
着其同学军军 （化名） 和亮亮 （化

名） 也相继进入厕所。约半分钟
后，后两位同学跑出厕所回到教
室。之后，明明从厕所出来，在楼
道里边走边用袖子擦着额头。

在三位同学和家长在场的情况
下，学校听取了当事三名学生的描
述。

明明称，当时他站在厕所的一
个隔间里面，亮亮进厕所后看见
他，就从隔壁的隔间拿起垃圾筐扔

了一下，正好扣在自己的头上。之
后，他在厕所洗了洗就出来了。

亮亮告诉老师，他和军军看到
明明在上厕所，“就想逗逗他”，他
就把一个垃圾筐从隔壁扔进了明明
所在的隔间里面，看都没看就跑出
去了。

军军表示，他并没有参与扔垃
圾筐的事，但在一旁乐来着，事后
也觉得做得有些过分。

【学校】
偶发事件，不是校园欺凌

事件过程中，涉事学生行为是
否构成“校园欺凌”一直是各方最
大的分歧所在。

根据今年 4月国务院 《关于开
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校
园欺凌”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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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

根据此前曝光的明明母亲提供
的医院诊断书显示，受欺孩子被诊
断出患有“急性应激反应”是在 12
月2日，即事发后第8天。

校方表示，亮亮和军军的家长
均不认可此事是校园欺凌行为，更
不是施暴行为。三名学生的班主任
吕老师告诉记者，明明和亮亮、军

军平时都是正常同学关系，课上、
课下互动交往正常，有互相起外号
现象，但没有明显的矛盾冲突。

学校经多方调查认为，上述偶
发事件尚不足以认定亮亮和军军的
行为已经构成校园欺凌或暴力。

【专家】
由受欺凌者的感受来判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按照
校园欺凌问题权威专家界定，欺凌
具备三个基本特征，即“重复发生
性、伤害性和力量不均衡性”。目
前这三个特征现已被世界范围内的
众多校园欺凌问题研究者所接受。

“但现在的难点是，有人质疑
欺凌的本质不应是行为的发生频
次，而应是行为双方力量上的失衡
关系；对于‘伤害性’的界定也不

够清晰。”夏学銮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

朝晖告诉记者，在对校园欺凌进行
判定时，不能仅从表面、形式上判
断，应依靠“被欺凌者”的感受，
即当被欺凌者感到痛苦时，该学生
就是受到了欺凌。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校园欺
凌大量爆发的时期，官方对欺凌行
为的定义是只有经过学校确认才属
于校园欺凌。也就是说，即使有学
生受到欺凌，但是学校、老师认为
是“玩笑”“吵架”，就不能说是欺
凌行为。2006年，日本修改欺凌的
定义，开始从受欺凌者的感受来定
义是否发生了欺凌事件。

储朝晖表示，衡量此事件是否
是欺凌，目前我国还没有明确的标
准，但如果说是“学生之间在打
闹”，要素之一是“被开玩笑者”
在感情上接受这种行为，不会产生

心理上的痛苦感觉。从当事学生的
描述看，“被开玩笑者”在心理上
是不接受的，并且是不是校园欺凌
也不能由学校单方面定义，而应该
对受影响的学生进行关注。

【受访家长】
“欺负人”的意味比较大

记者13日中午在北京、天津等
地的中小学门口随机采访了几位家
长和学生。

家住天津市和平区的梁先生明
确告诉记者，从中关村二小目前调
查结果看，不是学生之间正常“打
闹”那么简单，相反“欺负人”的
意味比较大。

梁先生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女
儿对记者说，如果自己被别人在厕
所里面扣垃圾篓，“心里肯定不能
接受，说不定会当场哭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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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 难点：谁来判定是否为欺凌？又该如何处理？

12月13日，班主任吕老师担
心事件对三位孩子产生不好影
响，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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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反校园欺凌
薄弱环节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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