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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欺凌对学校社会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尤其是对

于身心还未发育成熟的小学生而言，校园欺凌不仅给他们带来

了直接的身体伤害，也给他们带来间接的心理创伤。农村小学

生由于其教育成长环境相对特殊，校园欺凌问题更加突出。现

有的研究虽围绕校园欺凌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多维探索，但往

往是对家、校、社单方面的探究，对于学校、家庭、社会形成

合力协同育人预防治理校园欺凌的研究，尤其是农村地区小学

校园欺凌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为减少农村小学校园欺凌的发

生以及对学生的负面影响，本研究通过对S市农村小学校园欺

凌进行问卷调查，对农村小学欺凌现状进行分析，探究农村小

学校园欺凌产生的原因，从家校协同视角提出减少农村小学校

园欺凌现象的预防策略。

一、农村小学校园欺凌现状的调查分析 .

（一）调查对象

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在S市抽取4所农村小学的

学生进行调查，将1-6年级分为三个学段，1-2年级为低年级

学段，3-4年级为中年级学段，5-6年级为高年级学段，从这

三个学段中共选取 550人作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问卷调查来

了解农村小学的校园欺凌情况。调查内容主要为年级、是否和

父母一起生活、是否知道什么是校园欺凌、是否经历过校园欺

凌（包括但不限于殴打、语言侮辱、孤立等）、经历过欺凌发

生的方式、经历或见过欺凌发生的场所等问题。

本次共发放调查问卷550份，回收有效问卷526份，问卷

的有效率为95.63%，其中男生282人，女生244人；低年级段

学生174人（33%），中年级段学生194人（36.9%），高年级段

学生158人（30.1%）。调查发现由于农村经济较为落后，小学

生的父母大多外出打工，因此农村小学的留守儿童较多，共

312人（59.32%），非留守儿童214人（40.68%）。

（二）农村小学生对校园欺凌的认识

在回收的526份有效问卷中，有379人知道校园欺凌，占

总人数的72.05%，有147人不知道什么是校园欺凌，占总人数

的 27.96%，以上的结果表明，在农村小学中仍有近1/3 的小

学生不知道什么是校园欺凌。

为了解农村小学生在校园欺凌中的角色情况，通过问卷询

问学生“是否经历过欺凌”或“是否欺凌过他人”，来判断学

生是校园欺凌现象中的被欺凌者、欺凌者还是旁观者。调查显

示在 526份有效问卷中，被欺凌者占总人数的39.73%，欺凌

者占总人数的 15.59%；旁观者 （未卷入者），占总人数的

44.68%，在所有学生中共有 57.22%的同学参与过或遭受过校

园欺凌中。

在进行问卷整理时发现有一部分学生可能遭受同学起侮辱

性绰号或者群体孤立排斥，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受到了校园

欺凌，是被欺凌者，这表明农村小学生对于校园欺凌现象并不

是很了解，需要根据具体事件或行为才能判断自己是否遭受欺

凌。说明农村小学对于校园欺凌的知识普及还不到位。

（三）农村小学校园欺凌的年龄分析

表1：农村小学生参与校园欺凌年级分布情况

从表 1 可以看出，农村小学校园欺凌现象在三个年段中

均有分布，在三个年级段里，中年级学生“没参与过校园欺

凌”的占比较低，小学高年级学生“没参与过校园欺凌”的占

比较高，而且小学中低年级学生“参与校园欺凌”的比率明显

高于小学高年级，说明农村小学生参与校园欺凌的年龄情况呈

现低龄化特点，越来越多低年级的小学生参与到校园欺凌中。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中低年级的学生年龄较小，身

心发展不全面，对于校园欺凌的认识不足，会将同学之间的嘲

讽、恶意打闹、起外号当作玩笑，不能明确知道什么行为属于

家校社协同育人下农村小学校园欺凌的现状及预防策略
——以S市农村小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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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欺凌。而农村小学高年级学生中校园欺凌事件发生较少是

因为高年级学生相对于中低年级的学生已经开始帮助家庭减轻

负担，学会尊重他人，能够与同学和谐相处，知道校园欺凌是

不正确的。

表2：

（四）农村小学校园欺凌的方式分析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农村小学校园欺凌的方式可以分为以

下几种类型：一是身体欺凌。身体欺凌是校园欺凌中比较常

见的类型，主要通过打、踢、推等形式进行殴打威胁勒索，由

表2可见身体欺凌出现在男生群体中较多，在女生之间较少。

由于身体欺凌最容易被及时发现，是欺凌行为中最容易受到控

制的类型；二是言语欺凌。谩骂、嘲讽、起侮辱性外号等言论

都属于言语欺凌，[1]调查得知农村小学生较容易遭受言语欺凌

，言语欺凌虽未直接侵害被欺凌者身体，但其对被欺凌者心理

产生不可磨灭的软伤害；三是人际关系欺凌。人际关系欺凌主

要是通过拉帮结伙，利用学生间的人际关系孤立无视同学。在

农村小学中，同学之间大都有亲缘关系，不少学生会借此拉帮

结派，排挤他人，通过表2可知农村小学发生人际关系欺凌的

比率是所有欺凌方式中最高的；四是网络欺凌。网络欺凌中的

欺凌者是运用网络匿名传播谣言，对他人做出恶意损伤的行为

，这种欺凌方式在农村小学校园中较为少见。

农村小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主要方式

（五）农村小学校园欺凌发生场所分析

对问卷进行整理，有29.36%的学生表示自己在学校厕所

中发现或遭受过欺凌，有19.18%的学生在操场的角落里发现

或遭受过欺凌，15.21%的学生在教室中发现或遭受过欺凌，

23.11%的学生在学校偏僻走廊中发现或遭受过欺凌，除此以

外还有13.14%的学生表示在校园外发现或遭受过欺凌。从数

据中可以发现，农村小学发生校园欺凌的场所不固定，在校园

内遭遇到校园欺凌比较多，教室、厕所、操场的角落等学生校

内活动的场所都有可能是欺凌发生地点。另外，农村小学校外

会有偏僻的田地、树林等，也是校园欺凌频发的场所，说明农

村小学对校园内外的安全管理不到位。

二、农村小学欺凌现象产生的原因

从家校社作为共同体育人的视角来看，农村小学出现校园

欺凌现象是由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共同造成的，而非单方面

的原因。

第二，家庭教育缺失,与老师沟通不足。在学生的成长过

程中，家庭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父母在孩子的成长中担

任重要的角色。但由于农村的家长多数外出务工，让孩子与祖

辈留守，父母自身对孩子关注度不高了解不到位，与学校教师

的交流不足，甚至不知道孩子在学校参与了或是遭到欺凌，使

得校园欺凌者得不到家长的正确引导，被欺凌者没有家长的开

解保护，最终导致农村小学校园欺凌的发生

（一）家庭环境的教育缺失

第一，家长素质较低，家庭关系不和谐。部分农村儿童的

家长文化素质水平较低，甚至有的家长三观不正、游手好闲、

有许多不良行为嗜好，在孩子的成长中表现出了不当的教育理

念，可能会教育孩子以暴制暴、欺凌周围弱小的同学。而且研

究发现不良的家庭生活氛围以及缺少沟通交流也是导致校园欺

凌发生的一项重要诱因。[2]如果孩子生活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家

庭氛围中，每天见惯了家长的争吵打架行为，要么形成了用暴

力解决问题的意识，要么养成了懦弱胆小的性格，对孩子造成

了不可磨灭的心理伤害。

。

（二）学校管理的弱化失范

首先，学校管理不足，缺乏文化建设。农村学校管理滞后

于学校规模的扩大，欠缺良好的校园文化建设，不利于学生适

应校园生活及其身心正常发育，是产生校园欺凌和暴力的重要

原因。[3]近几年，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学校的建设力度，农村小

学的硬件设施逐步提升，但农村小学的校园精神文化的建设常

常被忽略，跟不上学校的硬件发展。而且农村小学校内的常规

管理以及校外周边环境的管理也存在不足，仍然有许多影响校

园欺凌现象的隐形因素，尤其是欺凌事件发生后，农村小学相

较于城市学校往往采用息事宁人的态度，助长了欺凌事件的再

次发生。

其次，教师教育不当，忽略道德教育。研究发现仍有一部

分农村小学生不知道什么是校园欺凌也不知道哪种行为属于欺

凌行为。农村小学教师对校园欺凌的普及不到位，未能对校园

欺凌现象重视起来，甚至当校园欺凌发生后，有的老师将其归

为小打小闹，没有严格地去约束学生的欺凌行为，致使校园欺

凌的不良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现在不少农村家长为追求更好

的成绩将孩子送到城市里的小学就读，农村当地的小学教师为

了吸引家长留住生源，便过分的注重学生成绩，却忽略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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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品德教育，对农村小学生的关心不够，师生间交流太

少，未能发现部分学生的认知行为产生了偏差，最终导致校园

欺凌的产生。

（三）社会风气的不良倾向

不良社会风气的错误引导，也导致农村小学校园欺凌事件

频发。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网络成为农村学生接触外界信息

的新工具，但由于农村小学生还未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很容易被带有不良风气不良文化的网络游戏、视频、小说腐蚀

幼小的心灵。例如现在很多游戏没有年龄限制或是限制不严

格，许多小学生会玩带有暴力因素的游戏，使得小学生对游戏

里的暴力情节进行模仿或是潜意识中学会用暴力的方式去解决

问题，成为农村小学发生校园欺凌的潜在因素。

此外，社会对农村小学校园欺凌现象仍不够重视。实际上

校园欺凌现象一直存在于校园内，但大众只有对经过主流媒体

曝光的欺凌事件才有所关注，而且被主流媒体曝光的也大多是

城市内较为严重的校园欺凌，农村校园尤其是农村小学校园内

的欺凌事件被忽视，没能正确及时的受到社会的监督教化，造

成农村小学校园欺凌现象频频发生。

三、家校社协同共育视角下减少农村小学校园欺凌的策略

预防农村小学校园欺凌现象的出现，仅凭学校和教师力量

很难取得治理成效，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多方联动并相互交

流配合，强调主体间协同作用。

（一）优化家庭教育，以身作则

家庭教育要和学校教育保持一样的教育理念，对校园欺凌

现象防治达成共识，齐心建立家庭教育保护系统，促成家校教

育合力。[4]虽然校园欺凌现象主要发生场所是在学校，但是家

庭对于儿童的成长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是农村小学校园

欺凌防治不可忽略的一环。因此家长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的父

母应当树立起校园欺凌防治责任人的意识，协同学校教育做好

家庭教育工作，关爱学生，避免校园欺凌现象的发生。

首先，文化素质不高的家长以及隔代的监护人，可以借助

跟学校教师交流或参加学校开展的有关家庭教育方面的活动，

持续不断地学习，系统掌握科学的育儿方法，提高自身的教育

观，配合学校的校园防治工作，对孩子身心成长起到潜移默化

的积极作用。其次，家长要增加和孩子的沟通交流，多关心呵

护他们，特别是外出打工的父母可以轮流回家看望孩子，或者

利用现代社交软件与孩子交流，缓解留守儿童的孤单心理，满

足其归属与爱的需要，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观。最

后，要创建较为和谐的家庭环境。良好的家风，温暖和睦的家

庭氛围，有助于培养孩子稳定的心理素质和健全的人格。父母

是孩子的榜样，父母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严格要求自己的

行为方式，遇到冲突要理智解决为孩子树立可以效仿的良好

榜样。

（二）增强学校管理，重视德育

首先，农村小学可以开设一些有关家庭教育方面的讲座课

程，提高农村家长在家庭教育方面的素质。考虑到农村留守儿

童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学校也可以借助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形

式，让教师恰当运用专业知识进行指导，不仅可以促进留守儿

童家庭教育的科学性，而且可以与其进行深入的合作交流，逐

步建立农村校园欺凌防治的家校共同体。

最后，学校要重视农村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加强道德教

育。由于农村小学生多数是留守或离异家庭的儿童，学校要重

点关注这部分学生的心理状况，加强与这部分儿童的双向沟通

交流。面对已经发生的欺凌事件，教师要细心的疏导，及时安

抚学生情绪，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要与产生欺凌行为的同学

沟通，询问他们产生欺凌的原因，对其进行道德教育。学校也

可开设心理咨询室和宣泄室等，让同学有合理宣泄情绪的场

所，释放学生的心理压力，减少攻击行为的出现。

（三）加强社会监管，多方配合

农村资源较为匮乏，条件相对落后，农村小学的欺凌事件

更应得到社会的重视,有学者提出遏制农村小学校园欺凌要加强

社会环境综合治理，建立以政府主导的社会环境统筹机制。第

一，当地政府部门和公安机关要配合好学校，对农村小学周边

环境进行净化，打击学校周边打架斗殴事件，营造安全健康的

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同时要净化网络环境，对于网络上各类

有害儿童身心健康的书籍、视频要严厉打击，严格监管网络传

媒，对含有暴力因素的游戏尽可能避免小学生登录。第二，社

会需要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以互联网为平台，加强对农村小

学校园欺凌现象的监督。通过在网络平台上的讨论，让学生意

识到公众对农村校园欺凌的关注，避免产生校园欺凌行为。第

三，利用大众媒体加大对校园欺凌的危害及其防护方法的宣

传。由于农村娱乐活动较少，不少农村小学生喜欢刷各种短视

频或是看直播，所以可以利用多媒体APP推送相关内容，加大

宣传力度，让学生在互联网的轻松氛围中了解校园欺凌可能产

生的不良影响及需要承担的责任，同时也能利用推送内容引导

学校家长对孩子进行校园欺凌防治措施的宣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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