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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欺凌事件的受害者首先

是被欺凌者，但是不仅仅是被欺

凌者，学生欺凌事件对所有学生

都有影响。长期欺凌他人，容易

影响自身心理健康，容易造成骄

横跋扈、恃强凌弱、敏感多疑等

不良人格特点，容易出现固执、

偏执、狭隘及易怒等倾向，对成

年之后的工作生活也会产生影

响。对于旁观者而言，欺凌行为

和事件容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诱发新的欺凌现象。

■认识人格障碍者

在生活中，有些人总能轻
易成为人群中的焦点。他们有
夸张且丰富的表现能力，精力
充沛，能迅速切换情绪状态。
他们看上去聪明活泼，张力十
足，喜欢接受赞美，仿佛天生
就是表演者，渴望目光，为舞
台而生。

适度浮夸的人格特质可能
让人感受到热情友善，但过多
的加戏和浮夸表现可能让气氛
变得尴尬。但有一部分人群好
像只能用浮夸的方式交朋友，
说哭就哭，说笑就笑。上一秒
兴高采烈，下一秒就歇斯底
里。生活是他们的舞台，强烈
的自我表现欲可能让其他人敬
而远之，导致关系的破裂。

劳荣枝案最终审判再度受
到广泛关注。她残忍的作案手
段让很多人印象深刻。这些无
视他人权益、冷漠无情、缺乏
内疚感的行为都反映了她反社
会的人格特质。但值得注意的
是，在流传的抓捕视频中，劳
荣枝在被警方带走时十分平
静，保持体态的优雅与矜持，
甚至在被捕拍照时，还在警方
镜头下嫣然微笑，十分在意自
己的形象。难以想象一个如此
温柔风情的美女竟然是残忍的
杀人犯。如果不了解案件的人
看劳荣枝的审讯片段，可能会
被她的温柔和楚楚可怜迷惑，
以为她是被冤枉的。劳荣枝深
知自己拥有的美貌，并擅长利
用美貌达到目的。很多人感叹
劳荣枝强大的心理素质，殊不
知她在反社会人格下还拥有很
多表演型人格障碍的特质。

什么是表演型人格障碍
呢？表演型人格障碍是一种过
度情绪化和追求他人注意的人
格模式。

当表演型人格障碍者不能成为人群中注意力的焦点时，往
往会感觉到非常不舒服，他们会用尽一切办法来博取他人的关
注，通常会利用夸张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然而，他们的
观点往往经不起推敲，很多语言并没有深刻的内容。

他们情绪变化往往非常迅速，上一秒还在和朋友笑成一
团，下一秒可能就会郁郁寡欢。对于轻微的刺激，他们的情绪
波动都会非常大。然而，这群人看起来很享受自己沉浸在这种
浮夸的表演之中，并会编造一些故事来配合渲染自己奇特的经
历。有时候真真假假讲多了，连自己都坚信这些事情曾经真实
地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很多表演型人格障碍者最开始会因为
热情洋溢而交到朋友，但相处久后，朋友会因为其过于戏剧化
且谎话连篇而逐渐疏远。表演型人格障碍者的人际关系肤浅，
表面上温暖、聪明、令人心动，实际上完全不顾他人的需要和
利益。

在很多文学与电影作品中都刻画过这类人物的形象。在
《了不起的盖茨比》 中，盖茨比心中的女神 Daisy 喜欢各种派
对，喜欢注视和目光，喜欢华丽的衣服，但在菲兹杰尔德的描
写中，除了这些看上去很美的东西以外，Daisy只留下对外貌
的过分关注和对社会地位的强烈欲望。

对于表演型人格障碍者而言，由于自我价值完全由外界定
义，他们会经历更大的情绪波动，会导致他们内在的焦虑和紧
张感。表演型人格障碍者往往很难建立长久稳定的亲密关系，
他们甚至为了获取关注而玩弄花招使人就范，如说谎欺骗、献
殷勤、谄媚，有时甚至使用操纵性的自杀进行威胁。这对于亲
密关系中的另一半而言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由此可见，表
演型人格障碍者的生活表面看起来热闹，实际上孤独而空洞。

表演型人格障碍的成因复杂，也许与遗传或大脑的物理基
础有关，比如大脑兴奋阈值比较低，情绪开关容易被打开。也
有可能与家庭、成长环境有关系。比如溺爱的教养方式、父母
本身自带表演型的人格特质、儿童时期的创伤经历等。在发现
和识别后，最好尽早进行干预、开展心理治疗。表演型人格障
碍还容易和其他疾病共病，如抑郁症、焦虑症、自恋型人格障
碍、边缘型人格障碍、依赖型人格障碍、身体转换障碍等。

面对表演型人格障碍，我们既需要了解这个群体有什么样
的表现，也要从每个个体出发去理解他。只有理解“戏精”或

“浮夸”面具下的不安和恐惧，鼓励他们积极进行治疗，他们
才能走向更真实的生活。

（作者单位：厦门市莲花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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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欺凌的特点

学生欺凌是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
间，一方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
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
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
害等的事件。学生欺凌的判定要素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从发生范围看，包括校园内
外；从发生主体看，是学生之间；从表现
方式看，包括肢体、言语、人际交往、网
络、性等方面；从伤害后果看，包括身体
疼痛、心理伤害和财物损失等；从频次上
看，有单次和偶然发生，也有多次和经常
发生。整体而言，学生欺凌有四个突出
特点。

一是容易发生。中小学生在校园学习
和日常生活中，在相处和交往中比较容易
发生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的欺凌现象，学
生欺凌发生的比例比较高，涉及学生群体
也不在少数。

2016 年一项针对全国 29 个县 104825
名中小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学生欺凌的
发生率为 33.36%，其中经常遭受欺凌的
比例为 4.7%，偶尔遭受欺凌的比例为
28.66%。2016年另外一项针对四川、河北
两省 138 所农村寄宿制学校 17841 名小学
生的调查发现，学生欺凌的发生率为
16.03%。2017年腾讯新闻发起的名为“看
见校园霸凌”的网络调查，3.6 万多名受
访者中，超过一半的人表示亲身经历过学
生欺凌，其中有 1/4 的人欺负过别人。
2017 年中国应急管理学会中小学校园安
全专委会基于全国 19 个省 3777 名中小学
生调研的 《中国校园欺凌调查报告》 显
示：中小学生受欺凌的发生率为 25.8%，
欺凌他人的发生率达 9.0%，欺凌他人者
中有 91.8%的学生也遭受过欺凌；经常遭
受欺凌者占 49.6%，经常欺凌他人者占
35.8%；70.0%的校园欺凌发生在校内，如
厕所、楼梯拐角、操场角落等相对偏僻的
地方，11.2%发生在上下学路上，18.8%的
发生在网吧等其他场所。

二是比较隐蔽。一方面学生欺凌大多
发生在校园内外比较隐蔽的地方，或者是
在厕所、宿舍、无人的教室等半私密的场
所，不太容易被发现或者及时被发现。另
一方面，因为受到欺凌者的警告、恐吓和
感到害怕、无助等原因，很多学生遭受欺

凌后没有告知或者及时告知同伴、老师和
家长。

2015年一项调查显示，大约 48.9%遭
受学生欺凌的学生因为“怕丢脸面，在同
学中抬不起头”而选择了沉默，不愿意将
真相告诉家长、老师和同学。很多欺凌事
件发生后，学校、家长和学生并未觉察和
发现，因而也常常会否认学生欺凌的存
在，没有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三是非常复杂。学生欺凌是一种复杂
的现象，发生原因包含学生、家庭、学校
和社会等不同层面的因素。

就学生层面而言，既与中小学生特定
阶段的群体心理特征和认知特点有关，也
与学生个体的学业、性格和行为表现有
关。就家庭层面而言，学生欺凌发生与家
庭结构特点、家庭教育不良、不良家庭环
境等因素有关。就学校层面而言，学生欺
凌发生与学校不够重视、相关教育缺失、
管理措施不力等因素有关。就社会层面的
原因而言，学生欺凌发生与社会认知混乱
与偏差、社会环境复杂多元、大众传媒的
不良示范和缺乏细化法律规范等因素有
关。在现实生活中，学生欺凌应对往往面
临“学生不说、家长不知、学校不管”的

“三不困境”。
四是危害极大。学生欺凌事件的受害

者首先是被欺凌者，其实不仅仅是被欺凌
者，对所有学生都有影响。

对被欺凌者而言，欺凌事件的伤害体
现在身体伤害、心理伤害和内心痛苦引发
的身体应激反应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
查显示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学习成绩下
降，不想去学校，甚至想退学；人际交往
方面变得沉默寡言，不愿与人交往，对社
交场合恐慌；身体方面总是感到不舒服，
无原因的头疼、胃痛，睡眠困难、做噩
梦；心理方面焦虑、害怕、慌张甚至抑
郁，感觉无助，自信心下降；极端行为方
面出现自我摧残行为，甚至产生自杀企
图。与此同时，学生时期的欺凌经历也会
影响成年之后的心理健康、职业发展、社
会关系等。

对于欺凌者而言，容易在同伴关系中
被排斥，不能很好融入班级集体，面临欺
凌事件的惩戒，严重的要承担刑事责任，
为自己的过错付出沉重代价。同时长期欺
凌他人，容易影响自身心理健康，容易造
成骄横跋扈、恃强凌弱、敏感多疑等不良

人格特点，容易出现固执、偏执、狭隘及易
怒等倾向，对成年之后的工作生活也会产生
影响。对于旁观者而言，欺凌行为和事件容
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诱发新的欺凌现
象。同时，如果缺乏有效的干预措施，学生
欺凌的发生很可能产生恶性循环，影响和危
害更多的学生。

如何避免孩子遭受欺凌？

孩子避免遭受欺凌要避免两个误区。在
实际生活中，面对学生欺凌很容易出现两个
误区：第一是否认，否认学生欺凌的存在，
比如认为孩子学习成绩很好、看起来性格很
温和，或者学校办学质量和社会声誉良好，
不会发生学生欺凌现象。或者，把学生欺凌
事件认定为学生之间开玩笑、没什么大不
了。第二是泛化，把学生日常交往中的矛
盾、冲突都认定为学生欺凌，影响孩子的同
伴交往和学习生活。

避免孩子遭受欺凌还要做到三个要点：
第一，高度重视学生欺凌及其防治。家长在
日常家庭生活中，要特别关注学生欺凌现
象，多讨论学生欺凌事件的预防与应对，多
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同伴交往和校园生活，多
关注孩子的心情和情绪等。第二，采取措施
提前预防。家长和孩子一起在家里共同阅读
相关文章和书籍，观看学生欺凌题材的电
影，一起讨论学生欺凌预防的方法和策略，
分析和模拟学生欺凌发生不同情境的应对方
法，不仅要知道应该做什么，也要知道不能
做什么等。第三，主动发现学生欺凌现象的
苗头。如何判定孩子遭受欺凌？可以从以下
方面观察：一是学习成绩突然下降，不想去
学校，甚至想退学；二是变得沉默寡言，很
少与同学交往，不愿与人交往，对社交场合
恐慌；三是身上无缘无故有受伤痕迹，情绪
低落，没胃口，失眠，做噩梦；四是情绪焦
虑、慌张、郁郁寡欢、自信心下降等；五是
个人物品经常损坏、丢失，着装不整齐、有
污渍；六是花钱多，总是跟家里要钱。

发生欺凌家长应该怎么办？

如果孩子是被欺凌者，家长第一时间要
告诉孩子正确的应对方法。一些家长会告诉
孩子不能示弱，一定要“打回去”。这样做
对吗？欺凌发生时如果有能力反抗和能够成
功反抗，当然是可以的。但实际情况是，学

生欺凌不同于学生之间打架，存在力量的不
对等，也就是说被欺凌者处于弱势，无法对
抗对方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打回去”
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会使自己遭受更大
的伤害。正确的应对方法是三个字：首先是

“跑”，想办法跑开和脱身，往人多的地方
跑，大声向路过的大人求助；其次“讲”，
讲道理，尽可能平静告诉对方，这是欺凌，
欺凌同学是不对的，告知对方欺凌的后果，
违反纪律，甚至触犯法律；最后是“避”，
保护身体的要害部位，避免伤害或者更严重
的伤害，不要跟欺凌者对打，不要激怒对
方，避免目光接触。

同时，家长要安抚和帮助孩子。要认真
地跟孩子交谈，倾听他们的心声，安慰和疏
导，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让孩子尽快恢
复正常心态，要经常跟孩子讨论学校里和同
学之间发生的事情，上下学接送和保护孩子。

与此同时，家长还要妥善处理欺凌事
件。要及时联系学校老师，通过学校老师与
对方家长沟通交涉，要求学校和家长管教实
施欺凌的孩子，使其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正式道歉并作出不再欺凌的承诺。

如果孩子是欺凌者，家长要跟孩子一起
分析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和对被欺凌者造成
的伤害，纠正孩子认知偏差，学习关于学生
欺凌的校规校纪和法律法规，引导和帮助孩
子发自内心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家长还要引
导和督促孩子向被欺凌者正式道歉，取得被
欺凌者的谅解，勇于承担相应的惩戒，改正
错误行为。同时，家长还要引导和帮助孩子
尽快修复同伴关系，恢复正常同伴交往，与
同学建立绿色和平、互相关爱、互相帮助的
人际关系，学会妥善处理同学交往之间的矛
盾和冲突。

如果孩子是旁观者，家长要引导和帮助
孩子正确分析和认识学生欺凌的错误和危
害，认识到欺凌者的错误和被欺凌者的痛
苦，明确是非判断，建立正确的认知。要指
导孩子认识到欺凌事件发生时不能做旁观
者，认识到旁观者冷漠面对欺凌行为不予帮
助也是一种“共犯”。

同时，要指导孩子掌握欺凌事件发生时
如何采取力所能及的方法帮助被欺凌者，比
如向老师报告，向附近的大人求助等，阻止
欺凌行为发生和避免更大伤害发生。

（作者系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教育
部安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教育
学院教授）

如何防范孩子被欺凌？

家长要“主动关注+积极行动”
李雯

■成长·赋能

我国对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一向非常
重视，近几年效果尤其明显。据最高人民
检 察 院 《未 成 年 人 检 察 工 作 白 皮 书

（2023）》（以下简称《未检白皮书》） 披
露，2020 年至 2022 年，检察机关批准逮
捕校园欺凌和暴力犯罪人数共为 1435
人，提起公诉人数共为 3087 人，呈逐年
下降趋势。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妇联副
主席 （兼）、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主任谢
文敏说，“从这一数据也能看出，校园欺
凌治理效果很有成效。但另一方面，校园
欺凌事件频出也说明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工
作仍存在一定问题，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
育工作的紧迫性不言而喻。”

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
呈现低龄化趋势。《未检白皮书》 显示，
2018 年至 2022 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
诉未成年犯罪人 32.7 万人，其中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从 2018 年的 4600 多
人上升至 2022 年的 8700 多人，年均上升
16.7%。

另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
全球每年有 2.4亿学生遭受校园霸凌，占
总学生数的 1/3。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
对 10 个省市的 5864 名中小学生展开调
查，结果显示有将近4成的学生都曾遭受
过校园霸凌。其中32%的学生表示偶尔受
过欺负，6%的孩子表示经常受到欺负。

当然，还有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是，
2020 年至 2022 年，检察机关审结 （含起
诉、不起诉） 未成年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罪犯罪人数为 8711 人，2022 年
较2021年同比上升82.41%。

那么，当前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方面还
存在哪些问题呢？谢文敏认为，学校、家
庭、社会的主体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存

在做表面文章的现象；法治工作经验不足、
缺乏创新性；普法教育方式滞后，现阶段开
展的法治宣传教育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运
动，普法者主要由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组
成，通常更强调结合时政热点以及社会主义
法治理念等进行思想理论教育，这样虽能达
到硬性普法指标，却很难满足未成年人群体
的实际法律需求。

“ 未 成 年 人 的 法 治 教 育 工 作 任 重 道
远。”在谢文敏看来，要增强他们的法治意
识，就要拓宽法治教育的途径。为此，应进
一步健全和完善法治教育工作机制，可以学
校教育作为主阵地、以家庭支持为基础，以
社会支撑为多元保障，明确各职能部门的职
责，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要搭建“互联
网+”的宣传教育阵地，整合法治文化资
源，健全法治文化资料库，加快网络普法云
平台的发展；应用前沿动画技术，将案例改

编为具体形象的动画故事，创造出特色法治
文化产品。与此同时，谢文敏还建议，“搭
建普法教育平台，由相关部门联合组成中小
学法治教育宣讲团，通过宣讲团这一载体，
定期会商研究教育形式和策略方法，以提高
未成年人的法治素养。”

“应该加强法治教育队伍建设，这是法治
教育工作顺利高效进行的前提和基础。”谢文
敏提出，可建立法治副校长综合考核机制，
把法治副校长的选聘、履职作为推动法治校
园建设、深化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的抓手，强
化考核力度。组织法治副校长进行教学研讨
和教学培训，逐步掌握授课技巧，提高授课
的专业化水平。教育部门应会同政法部门，
按不同年龄段编写适合的法治教育教材。

“学校的法治教育模式也要创新。”谢文
敏认为，学校在这方面要多下点功夫，千
万不要认为法治教育会耽误学习时间，因
为学生的法治意识具备了，对学校管理和
学生学业促进都只能是更高效、更轻松。
为此，学校可以通过举办校园模拟法庭、
法治知识竞赛、法治研学游、法治动漫评
选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实践活动，探索

“寓教于乐”的宣传教育形式，以生动、直
观、形象的活动让未成年人潜移默化地接
受法治的熏陶。

全国政协委员谢文敏：

未成年人法治教育任重道远
本报记者 徐艳红

一项调查显示，大约
48.9%遭受学生欺凌的学
生因为“怕丢脸面，在同
学中抬不起头”而选择了
沉默，不愿意将真相告诉
家长、老师和同学。很多
欺凌事件发生后，学校、
家长和学生并未觉察和发
现，因而也常常会否认学
生欺凌的存在，没有及时
采取应对措施。

本报记者 田福良 作

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日前，北京市西城区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 创新引领

10周年”主题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本次活动
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政治安全、社会安全、金融安全等
热点领域开展集中宣传，同时开展国家安全法、保密法、密码
法等普法活动。此外，为深入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走深走
实，引导广大公民增强国家安全意识，西城区相关部门和街
道社区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推进国家安全教育
宣传常态化。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