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主任：李金娜 编辑：常元慧 美编：王蓓 校对：刘小宁 2024年4月1日 星期一 11 14

“最是书香能致远”

读书节开幕

对校园欺凌说“不” 看看他们怎么做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赵春晖

  最近一段时间，多起校园欺凌和未成年人犯罪事件的发生，牵动着人们的神经。
近期，一些地方和学校也在出台具体的措施和办法防治校园欺凌问题。这些举措能
否让发生在隐秘角落里的校园欺凌，暴露在阳光之下？如何从根源上防治校园欺
凌？听听专家的建议。

  为充分展示奎文区师生、家长读书成果，全
景呈现书香校园、书香家庭育人成效，营造更加
浓厚的“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良好氛围，
3月30日，奎文区教体系统“最是书香能致远”
读书节开幕式在潍坊新华中学举办。
　　开幕式的节目组织和编排都是精心设计的，
包括校长领读、名师诵读、师生共读、老中青教
师读书分享、家长读书分享、祖孙三代读书分
享等。
　　在校长领读节目中，奎文区部分“敢为善
为”校长代表携手中青年校长代表，一起领读
《把世界读给你听》，饱含感情的朗读尽显师者
风范。经典诵读节目中，学生们身穿古装，诵读
《论语》《岳阳楼记》，大家共同感悟国学魅
力。家长读书分享节目中，不同职业的家长代表
一起登台，分享自己的读书故事，表达自己的阅
读感悟，并共同倡导亲子共读。老中青教师读书
节目中，奎文区部分名师、骨干教师、青年教师
代表登台共话读书之乐，传承育人情怀。其他节
目也都各具特点，从不同角度将阅读的魅力展现
得淋漓尽致，赢得现场师生、家长的一致称赞。
　　学生家长陈女士看完开幕式后，表示节目中
展现出的读书之乐、读书之趣让她很受触动。
“平时我也有阅读习惯，周末经常陪孩子一起去
图书馆读书，听到这么多爱书人的分享，我觉得
要把阅读这个习惯一直坚持下去，让阅读成为一
种生活方式。”陈女士说。
  记者了解到，“最是书香能致远”读书节活
动将常态化开展。奎文区教体局将努力引导全社
会参与，让“人人爱读书、家家飘书香”的氛围
更加浓厚。
　　近年来，奎文区坚持打造“学在奎文”品
牌，努力实现办好每一所学校、成就每一位教
师、教好每一名学生、幸福每一个家庭，并将阅
读作为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重要途径，形成了
师生共读、亲子共读的浓厚氛围。奎文区教体系
统的读书活动曾两次被教育部宣传推介。

  在新出台的四川省成都市今年中考录取政策
中，一则要求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成都市明
确，“考生初中在校期间存在考试作弊、校园欺
凌等行为的，最后投档”。换句话说，就是存在
校园欺凌行为的学生，将在成都今年的中考录取
当中处于劣势。
  其实不只有成都，为有效预防和惩治校园欺
凌行为，近期全国多地都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
  3月28日，福建省教育厅要求全省教育行政部
门围绕中小学校园暴力与学生欺凌防治工作机制
等方面，对行政区域内所有中小学校开展一次大
排查，及时查找发生校园暴力与校园欺凌的苗头
迹象或隐患点，做好疏导化解工作。
  上海市2019年出台了《中小学生欺凌防治指
导手册》，去年又对手册进行了升级细化，进一
步压实学生欺凌防治的各方责任，提高学生欺凌
治理的操作性、规范性。比如，该手册将学生欺
凌细分为“主体要件”“主观要件”“行为要
件”“结果要件”等要素，为学校、教师提供了
清晰的操作指引。其中，“主体要件”包括学生
之间、主体固定、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等情况；
“结果要件”包括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精神
损害。

  此外，部分学校在厕所等视频无法覆盖、容
易发生欺凌的地点安装智能语音警报装置。
  吉林长春德惠市第四中学在去年秋季学期
开学时启用了智能语音警报设备，该设备可以
识别求救和谩骂的语句，并在5秒内发出警报。
德惠四中副校长王景会介绍，目前校园内几乎
达到视频全覆盖，但是个别特殊场所涉及学生
隐私，无法安装摄像头。比如卫生间、洗漱
间，容易发生学生打闹、校园欺凌现象。“目前
这套系统使用了半年，还没有真正预警校园欺凌
的案例，但作为一种震慑，目的已经达到，学校
会继续使用”。
  福建福州的一所学校也试点在厕所等区域安
装类似的设备。当装置捕捉到特定的声音信息触
发预警，老师的电脑或手机上就会收到警报。
  一家生产销售校园防欺凌警报设备的厂商介
绍，语音识别功能是通过预置语料库来实现的，
装置里录入了打架、骂人，比如“我要打你”等
危险的话，还可支持多种方言。“把软件安装到
电脑上就能报警，还可以通过手机App、公众号
直接把信息传达给老师或者是负责人。”厂商介
绍，产品在实际运用中，除了连接校内的老师和
保卫部门，也可以连接警方或者教育主管部门。

多地采取措施防治校园欺凌

  如何识别校园欺凌行为？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校园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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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中，校园欺凌行为的构成一般有五个要
素：一是主体，校园欺凌的双方是学生，不包括
老师或校外人员；二是主观因素，欺凌者主观上
有蓄意或恶意心理，欺凌者明知自己的行为会给
被欺凌者造成不利后果，而仍有意为之；三是地
点，欺凌行为可能发生在校园内，也可能发生在
校园外，或者发生在网络虚拟空间；四是行为方
式，包括殴打身体、恐吓威胁、言语侮辱等一种
行为或叠加的多种行为；五是损害后果，不论是
身体伤害，还是财产损失、心理伤害，都属于欺
凌造成的损害后果。
  2021年教育部颁布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
定》中将以下五类行为归入“学生欺凌”。
  （一）殴打、脚踢、掌掴等侵犯他人身体或
者恐吓威胁他人；
  （二）以辱骂、讥讽、起侮辱性绰号等方式
侵犯他人人格尊严；
  （三）抢夺、强拿硬要或者故意毁坏他人
财物；
  （四）恶意排斥、孤立他人，影响他人参加
学校活动或者社会交往；
  （五）通过网络或者其他信息传播方式捏造
事实诽谤他人、散布谣言或者错误信息诋毁他
人、恶意传播他人隐私。
  而学校如何应对欺凌行为，记者在未成年人
保护法第三十九条中见到这样的描述：“学校应
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
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学
生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通知实施欺凌和被欺
凌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与欺凌行
为的认定和处理；对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不得

隐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
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换句话说，对
欺凌的行为认定，由学校、家长和学生共同
完成。
  学校、家庭、社会三方怎样合力治理欺凌
行为？
  12355是一部专门面向青少年的心理咨询热线
电话。心理咨询师顾凯宪已经在电话的这一端接
听十余年，接手了众多涉及校园欺凌的案件。
“很多孩子跟父母暗示过遭遇了欺凌，但是父母
没有重视。有的沟通了反而被骂，家长会反问孩
子，‘人家怎么不欺负别人，专欺负你呀，你肯
定做错什么了’。”顾凯宪说，许多遭遇欺凌的
孩子，要么是父母对他们不够关心，要么就是平
时完全由祖辈隔代抚养。这些孩子在学校的表现
往往也不突出，是老师很少注意到的“小透
明”。当最初的求救信号没有被回应，他们对成
人的失望就开始逐渐累积，直至放弃求助。想要
扭转这一局面，需要家庭和学校都作出改变。
  法律专家岳屾山表示，要惩治欺凌，必须完
善未成年人的惩戒制度，发挥好它的警示震慑作
用。对于极端恶劣的，或是涉嫌违法犯罪的欺凌
行为，要考虑适当调整刑事责任年龄和治安违法
的法律责任年龄，丰富相应的惩戒手段。
  要落实好法律所规定的责任，落实好各方的
主体责任。现实中，很多被曝光的欺凌行为是长
期存在的，这就需要学校和各方都严格落实目前
已有的法律要求，不要缺位，也不能和稀泥。对
于欺凌一方的监护人而言，应该严格管教孩子。
对于不履行监护职责的监护人，可以根据未成年
人保护法的规定，由公安机关对他进行训诫，责
令他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同时，政府部门要依法建立相应的家庭教育
指导体系以及专门的学校体系，并且还要根据未
成年人的特点开展专门的教育工作。
      本报综合央视新闻客户端、央广网

防治欺凌行为需要多方合力

  奎文区部分“敢为善为”校长代表和中青年校长代
表一起领读《把世界读给你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