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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教育理论对中小学校园欺凌防治的启示
◎ 陈明慧 符太胜（赣南师范大学，赣州 341000）

摘要：校园欺凌的实质是学生缺乏关怀导致的道德行为偏差，进行严厉的惩戒的确能让学生产生畏惧心理，但并

不能让学生意识到欺凌是一种不道德行为。校园欺凌治理的关键应该是让未发生欺凌的学生断绝欺凌的念头，形成道

德自律；让被欺凌的学生走出心理阴影。关怀教育理论主张以关怀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培养有能力、关心人、爱

人也值得人爱的人，其教育思想与防治校园欺凌的感化、教育、挽救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相契合。从关怀教育理论的

视角来看，校园欺凌产生的原因有：学生缺乏自然关怀体验，阻碍了伦理关怀的激发；学校缺乏关怀氛围，部分学生

道德异化；关怀榜样缺失，部分学生道德冷漠。由此提出校园欺凌的防治之道：加强自然关怀，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

育成关怀品德，消灭欺凌的种子；营造关怀氛围，切断欺凌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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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校 园 欺 凌 其 实 是 长 久 以

来一直存在的问题，由于之前

家长教育观念的落后、信息传

播的受阻等，使得该问题一直

没有受到重视。20 世纪初，挪

威心理学家奥维斯为了深入研

究 校 园 欺 凌， 对 挪 威 13 万 名

8~16 岁 的 中 小 学 生 进 行 了 调

查，发现约有 15% 的学生“经

常”或“有时”卷入欺凌事件，

严重卷入欺凌事件的学生约占

5%[1]。当时人们被这一数据所

震 惊， 意 识 到 问 题 的 严 重 性，

于是各国纷纷开展校园欺凌问

题的调查与防治。我国学者姚

建龙 [2] 在 2016 年对全国 29 个

县 104825 名 中 小 学 生 的 抽 样

调查发现，校园欺凌发生率为

33.36%。这一数据足以引起我

们的重视。

欺 凌 行 为 不 仅 会 使 欺 凌

者形成不良人格，助长其攻击

性倾向，增加犯罪概率，同时

会对被欺凌者造成严重的心理

伤害，使之形成消极人格，产

生社会化障碍。除此之外，这

种行为还为校园蒙上了一层阴

影，影响其他学生正常的学习

和生活。为此，我国教育部接

连下发了关于校园欺凌治理的

文件，表达出对治理校园欺凌

问题的态度和决心。学者们也

从不同视角深入剖析校园欺凌

产生的原因，提出防治之策。

章恩友和陈胜 [3] 认为， 校

园欺凌的发生与学生不良的心

理和个性特征密切相关，这类

学生极易成为欺凌者或被欺凌

者。苏春景、徐淑慧和杨虎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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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孩子是家庭的缩影，其一举一动都带着家庭

的烙印，最终都能在家庭中探本溯源，学生不良性

格的养成多源于家庭结构的失能、不良的家庭环

境以及家长的忽视和落后的教育观念。魏叶美和

范国睿 [5] 认为，校园欺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应将其置于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当前，我

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家庭结构的变化、反学校

文化的出现，加之学校管理的疏漏和法治建设的

不健全，都影响着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建立，导致部

分学生道德水平低下。 学者们基于不同学科视角

的深层剖析，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校园欺凌问题，

从而不断完善治理方案。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我们对青少年成长

的关注不够、关怀不够，学校过分强调竞争，家长

忽视孩子的心理发展，才导致他们形成不良的性格

特征和出现道德偏差。研究表明，家庭成员关系亲

密、父母的情感支持、教师平等对待学生、积极的

学校氛围及良好的社会环境对降低校园欺凌的发

生率起着积极的调节作用 [6-7]，因此，在防治校园

欺凌时，应加强对学生的关怀，为学生创设良好的

道德环境。

对校园欺凌的治理， 一些学者提出降低青少

年刑事责任年龄、制定有关法律法规等提高青少

年的违规成本来抑制校园欺凌发生的对策。诚然，

这些对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能谓之为长久

之道，只是从事情的结果上来治理欺凌，难以让学

生 形 成 道 德 认 同。 想 要 有 效 地 治 理 校 园 欺 凌， 应

该从预防入手，也就是用教育的方式。宗春山 [8] 指

出，欺凌不仅是一个法律概念，更是一种行为的描

述，我们将校园欺凌问题扩大化是保护儿童的体

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

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校园欺凌治理的关键

应该是让未发生欺凌的学生断绝欺凌的念头，形

成道德自律；让已经实施欺凌的学生纠正道德偏

差，帮助其改过自新；让被欺凌的学生走出心理阴

影。内尔·诺丁斯的关怀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一种

新模式，主张以关怀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培养

有能力、关心人、爱人也值得人爱的人，其教育思

想与防治校园欺凌的感化、教育、挽救的方法在一

定程度上相契合。下文将从关怀教育理论切入，探

析如何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增强学生的道德判

断力和道德敏感性，使其形成道德自律，从而降低

校园欺凌的发生率。

二、关怀教育的缺失：校园欺凌发生的重要

原因

二 战 之 后， 美 国 社 会 出 现 了 很 多 问 题： 忽 视

公共利益的个人主义，追求财富、权力的功利主义

盛 行， 社 会 犯 罪 率 升 高， 青 少 年 道 德 水 平 急 剧 下

滑。关怀教育理论就是在此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它

主张通过重构道德模式来改造社会。关怀教育理

论提倡以关怀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强调人与人之

间的情感、关系及相互关怀，指出每个人在人生的

各个时期都需要得到他人的理解、接纳、尊重和认

同，因此关怀他人和被他人关怀都是人的基本需

要 [9]。在关怀关系中，诺丁斯特别强调被关怀者的

作用，认为只有当被关怀者感受到关怀者的关心

并对关怀行为做出反馈后，关怀关系才算成立。在

当前的教育背景下，我们或对学生缺乏真正的关

怀，或实施的关怀行为是一种单向行为，学生仍抱

怨没人关怀他们。由于缺乏关怀体验，很多学生不

知道如何关怀他人，不会与他人友好相处，从而导

致校园欺凌事件频发。

（一）家庭缺乏自然关怀，阻碍伦理关怀的激发

诺丁斯把关怀分成两种形式：自然关怀和伦理

关怀。自然关怀是指不需要某种道德努力而自发产

生的关怀，这种关怀是人的天性，家人之间、亲人

之间的关怀就属于自然关怀，是关怀的根本样态。

自然关怀是伦理关怀的基础。伦理关怀是基于自然

关怀中的关怀体验和关怀记忆需要被激发的关怀

形式，它的产生是为了维护和保存自然关怀。自然

关怀的范围有限，对于那些我们不能直接与之产生

联系，时空上有一定距离的人的关怀就需要伦理关

怀发挥作用 [10]。一个人的伦理关怀能力和热情很大

一部分源于自身以往的关怀体验。由于家庭环境和

家庭教育方式的影响，一些学生缺乏自然关怀的经

历和体验，在和他人交往的过程中难以激发出其伦

理关怀，同伴之间关系冷漠甚至互相排斥，使校园

欺凌有了滋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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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庭环境的影响

家庭环境是儿童良好心理素质形成的土壤，直

接影响儿童品格的养成。研究表明，单亲家庭、再

婚家庭和寄养家庭的孩子成为欺凌者或被欺凌者

的概率高于原生家庭的孩子 [11]， 家庭成员关系一

般或常有矛盾的孩子更有可能卷入欺凌事件中 [12]。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安全、归属和爱是人

最基本的需求，生长在家庭结构不完整或非原生家

庭的孩子，由于得不到来自父母双方的关爱，极度

缺乏安全感，无法与他人建立感情联系。同样，家

庭成员关系一般或常有矛盾发生，致使家庭氛围压

抑，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心理会变得敏感脆

弱，会潜移默化习得用争吵和打架来解决问题的方

式。诺丁斯认为，关怀教育始于家庭，父母对孩子

的关怀是子女关怀品质发展的起点 [13]。那些缺乏家

庭关怀的孩子，逐渐形成了不良的性格特征，或孤

傲自大，或性格孤僻，他们成为欺凌者或被欺凌者

的概率也更高。

2. 家庭教育方式的影响

目前，家长们的一些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有待

改善。在教育过程中，大部分家长的目光更多聚焦

在孩子的物质生活和学习成绩上，对孩子品德、人

际交往等方面的教育有所忽视或教育方式错误。一

些家长在人际交往方面教育孩子在外面不能吃亏，

不能让别人欺负自己，这种教育理念在一定程度上

助长了孩子的攻击行为。还有一些家长在教育孩子

时受传统“和”文化与“忍”文化的影响，告诉孩

子在外面不要招惹是非，能忍则忍，在这种教育理

念下，孩子在遭受欺凌或目睹欺凌现象后通常会选

择沉默。另有一些家长平时忙于工作，较少关注孩

子的心理健康和人际交往情况，没有和孩子建立起

良好的亲子关系，孩子在遭遇欺凌之后不敢或不愿

告诉家长。综上所述，种种不当的家庭教育方式使

孩子的关怀品质未得到正确培养，阻碍了伦理关怀

的形成，致使部分孩子以自我为中心，在学校不会

和其他同学和睦相处，或者遇事胆小退缩，使校园

欺凌有了发生的潜在条件。

（二）学校缺乏关怀氛围，学生道德异化

当前，学校教育仍以言语智能和逻辑数学智能

为主要培养方向，对学生的评价也以学习成绩为主

要依据，不断给学生灌输竞争理念，相对忽视了学

生的品德发展。诺丁斯认为，学校应该为学生建立

一个充满关怀而不是充满竞争的环境，应把道德教

育放在学校教育的首位，将关怀孩子且培养孩子学

会关怀作为学校的道德教育目标 [14]。随着我国教育

改革的推进，学校逐渐提高了道德教育的地位，取

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注重道德知识的教学、与

实际生活相脱离、学生缺少道德实践机会等问题，

部分学生未形成道德认同，不会用正确的道德观控

制自己的行为，从而导致校园欺凌的发生。

1. 欺凌者的道德认知存在偏差

部分学生的道德水平低下， 道德认知存在偏

差，习惯根据自己的意愿改变道德规则，对自己的

道德行为做出解释。当遇到冲突时，一些学生以自

我为中心，对他人施加欺凌行为，旁观者的助推或

无视无形中对他们的错误行为起到了强化作用，使

得他们无法对行为后果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反而

认为这一行为能彰显自己的气概，有助于提高自己

在同伴中的地位，从中获得“成就感”甚至“荣誉

感”[15]。当学校对他们进行通报批评时，这些欺凌

者不仅不觉得羞耻，还觉得自己很光荣、很厉害，

把通报批评看成学校帮自己“宣传”的途径，甚至

当成自己的“战绩”向同学炫耀。

2. 欺凌者的道德情感冷漠

道德情感是指在一定道德原则影响下对他人

或自己的行为进行判断、 评价时所产生的一种情

感体验 [16]。当前，学校的道德教育侧重于认知层面

的教学，忽视了对学生道德情感的激发。一些学生

受家庭环境、父母教育方式、学业成绩、师生关系

等的影响，获得的积极情绪体验较少，情感上麻木

淡漠。在欺凌他人时，他们往往受直觉的道德情感

主导，没有经过理性的道德判断，在一时情绪的主

导下做出冲动行为，从中寻求短暂的快感和“价值

感”。欺凌者道德情感的冷漠使其对被欺凌者无法

产生情感共鸣，认识不到自己的欺凌行为对被欺凌

者身体和心理所造成的伤害。

3. 欺凌者的道德意志薄弱

目 前， 学 校 开 展 的 德 育 大 多 是 知 晓 的 德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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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只是在认知层面掌握了系统的道德知识，并

未将认知层面的知识转化成实践层面的行动，从

知晓的德育到智行的德育，道德意志起着必不可

少的作用 [17]。校园欺凌不论是从道德上还是法律

上都是件不被允许的事情，一些欺凌者并非没有

认识到校园欺凌是一种错误行为，但仍然对他人

实施欺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道德意志薄

弱， 不 能 理 智 地 控 制 自 己 的 欲 望 和 行 为。 这 些 欺

凌者虽具备一定的道德知识，但他们所掌握的知

识不是一种现实性的知识，只是一种潜在的知识，

他们的认知只存在于拥有意义上，并非使用意义

上；另外，这些欺凌者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所用的

推理机制是错误的，他们习惯用一种自洽的逻辑

推理来满足内心的欲望 [18]。

（三）关怀榜样缺失，学生道德冷漠

关怀作为一种品质，在培养的过程中不能像

传授学科知识那样给学生详细地讲解什么是关怀，

而是应该和学生之间建立起关怀关系，向学生示

范 关 怀， 让 学 生 在 感 受 和 体 验 中 学 会 关 怀。 这 要

求教师在关怀关系中成为关怀者，做学生的榜样，

帮助学生发展关怀能力 [14]。然而，学生数量众多，

教 育 资 源 紧 张， 学 校 班 额 的 扩 大， 再 加 上 分 数 为

王的教育现状，使得师生之间深入交流的机会越

来越少，教师关心的内容更倾向于学生的学习成

绩， 越 来 越 多 的 学 生 抱 怨 没 有 人 关 心 他 们。 一 个

人关怀他人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被关怀

的 经 历， 当 学 生 感 受 不 到 来 自 教 师 的 关 怀， 被 关

怀 的 体 验 较 少， 就 很 难 和 其 他 人 建 立 关 怀 关 系，

从而导致学生道德情感冷漠，当看到他人被欺凌

时，或是一旁观看，或是直接离开，不去主动帮助

被欺凌者，助推了校园欺凌事件发生。

在校园欺凌事件中， 人们往往将目光聚焦在

欺凌者与被欺凌者两大“主角”身上，忽视其中另

一个重要角色——旁观者。旁观者作为一个复杂的

群体，通常分为三类：担当阻止欺凌行为的“保护

者”，充当推动欺凌行为的“助推者”，扮演无视欺

凌行为的“局外人”[19]。现实中，较少的旁观者会

主动选择“保护者”这一身份，大多数旁观者会通

过道德推脱对自己“纵容”校园欺凌发生的内疚情

绪进行掩护，从而心安理得地接纳自己的不道德

行为。

旁观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道

德推脱。

一方面是基于恐惧的道德推脱。一些旁观者目

睹欺凌事件时，内心的道德感会油然而生，会与被

欺凌者产生共情，想要帮助被欺凌者，但由于害怕

自己的帮助会使欺凌者将矛头指向自己，或者失去

现有的朋友和地位，便在道德挣扎中放弃了救助 [20]。

这类旁观者往往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责，也会因

为欺凌事件而感到恐惧，于是便通过道德推脱来弱

化自身责任，缓解痛苦。

另一方面是基于班级文化的道德推脱。研究发

现，班级环境可以显著预测暴力攻击行为，道德推

脱在班级环境与中学生暴力攻击行为之间起完全

中介作用，同伴关系越好，学生的道德推脱水平越

低 [21]。然而，由于师生之间没有建立起关怀关系，

教师关怀榜样身份缺失，学生缺乏关怀体验，关怀

能力尚未习得，当发生校园欺凌事件时，一些旁观

学生便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心想

“围观的人有那么多，谁愿意管谁管，我只管看热

闹”。一旦旁观学生将集体作为道德推脱的借口时，

便会更加纵容校园欺凌的发生。他们把阻止校园欺

凌的责任扩散为集体共同的责任，而不仅是自己的

责任，由此弱化或撇清自己的责任。

三、建构关怀教育环境：校园欺凌的防治之道

校园欺凌产生的重要原因是学生缺乏关怀而

形成道德偏差，那么防治之道就是要建构具有关怀

的教育环境，让学生在关怀的环境中感受到爱、平

等和尊重，提高道德敏感性和道德责任感，从而形

成道德自律，学会关怀他人。

（一）加强自然关怀，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

诺丁斯认为家庭对于学生关怀能力的培养具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家庭是学生关怀教育的首要

场所， 关怀教育始于家庭 [22]。 父母对孩子的关怀

是自然关怀，这种关怀是人的天性，父母和孩子的

首次相遇便激活了这种天性。要想建立关怀关系，

不仅关怀者需要付出努力，被关怀者的作用同样

不可忽视。只有当被关怀者感受到关怀者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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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关怀行为做出反馈之后，关怀关系才算成立。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家长总觉得自己如此关爱孩子，

孩子依然叛逆：因为家长对孩子的很多关爱都不

是孩子真正需要的，在孩子看来这并不是关爱，而

是负担。自然关怀是伦理关怀的基础，孩子只有在

家庭里获得充分的关怀体验后，才会和他人建立

起关怀关系。因此，家长应该重视自然关怀，教育

孩子学会关怀。

1. 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

家长平时要经常和孩子沟通，学会做孩子的倾

听者。诺丁斯认为，吃饭时间是增进亲子感情的好

时机，一家人坐在一起边吃饭边聊聊彼此的日常生

活，孩子从中可以学到父母与人交往的态度及处理

问题的方式，家长也可以了解孩子的在校生活。有

时孩子在家长面前的表现和在同伴面前的表现是

截然不同的，家长可以从孩子的聊天内容中判断其

性格特征，如发现孩子有蛮横霸道或胆小怯懦的表

现，则应多加关注。这一方法可以帮助家长和孩子

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亲子关系，当孩子实施或受到欺

凌之后，才会愿意向家长敞开心扉，亲子共同解决

问题。

2. 激发孩子的积极情绪体验

欺凌者和被欺凌者的性格缺陷是过多的消极

情绪体验导致的 [23]，因此，家长要注意激发孩子的

积极情绪，引导他们正确宣泄不良情绪。家长首先

要学会站在孩子的立场思考问题，了解孩子的内心

需求，不要过分强制和压迫孩子，给孩子安全感和

归属感。其次，要提高孩子情绪调节的能力，教孩

子学会用合理的方式调适情绪，如运动、向他人诉

说等，而不是通过欺凌他人宣泄情绪。最后，教孩

子学会悦纳自己、尊重他人，与他人和谐相处。

（二）育成关怀品德，消灭欺凌的种子

1. 教师要为学生树立关怀的榜样

想要培养学生的关怀品德，教师的角色至关重

要。关怀能力的培养依赖于足够的被关怀的体验，

从未体验过关怀的学生， 难以成为关怀者 [24]。 为

此，教师要主动成为关怀者，为学生示范关怀，让

学生体验关怀，增强对关怀的敏感性。当学生体会

到关怀所带来的温暖，便会主动想要成为关怀者，

对胆小怯懦的同学伸出的将不再是欺凌之手，而是

友善之手。当同学之间能和谐相处、互相尊重，欺

凌也就不复存在。

2. 教师要为学生提供关怀实践的机会

当学生对关怀有了足够的体验之后，还需要

关 怀 实 践 的 机 会， 以 便 学 以 致 用、 知 行 合 一， 提

升关怀能力。关怀实践的形式有多种多样。首先，

学生最基本的道德实践是保持对他人关怀行为的

敏感性和反应力 [25]，有时欺凌者和被欺凌者并不

是真的没有人关怀，而是他们敏感的性格让他们

误 解 了 他 人 的 关 怀，所 以，教 师 要 做 的 就 是 组 织

开 展 相 关 活 动， 帮 助 学 生 提 升 对 关 怀 的 敏 感 性，

主动体验关怀。其次，引导学生对同学实施关怀，

这 也 是 一 种 有 效 的 实 践 方 式， 如 帮 忙 接 一 杯 水、

讲解一道题等。教师一定要让学生分清什么样的

关怀是正当的，切忌把帮欺凌者欺负他人看作同

学 之 间 的 义 气。 同 时， 在 学 生 实 践 关 怀 时， 教 师

不要吝啬自己的赞扬，当学生在行为上有一些改

进，要 及 时 表 扬，教 师 的 认 可 能 帮 助 学 生 建 立 一

种积极的道德形象，尤其是那些在学习上受挫或

者平时比较自卑的学生。当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

发现了自身的闪光点，便不会通过欺凌他人获取

价值感。

（三）营造关怀氛围，切断欺凌的诱因

学校要营造温馨和谐的校园氛围，打造充满人

文关怀的校园文化，让关怀常态化、连续化，增强学

生对学校的归属感。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 营造被关爱的校园环境

学校可以通过美化校园环境、增加方便学生学

习和生活的基础设施等方式，让学生感到被关爱。

切忌处处张贴“鸡血语录”，营造过度竞争的氛围。

另外，欺凌事件通常发生在校园隐蔽的角落中，学

校应增加校园的开放性空间和减压空间，让校园欺

凌在阳光下无处遁形 [26]。

2. 让学生感受到被尊重

学校在制定校园欺凌的治理方案时可以征求

学生的意见，采纳其中的合理建议。这一举措一方

面可以让学生感受到学校对他们的尊重，增强与学

校之间的联结感；另一方面，可以引起学生对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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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凌的重视。

3. 加强“关怀文化”建设

学校要着力打造“关怀文化”，多开展以关怀

为 主 题 的 活 动， 让 关 怀 成 为 学 生 的 一 种 习 惯。 在

治 理 校 园 欺 凌 事 件 时， 要 将 关 怀 理 念 贯 穿 其 中，

对于欺凌者的处理不应止步于惩罚，帮助其矫正

不 良 行 为 才 是 最 终 目 的。 此 外， 避 免 给 欺 凌 者 贴

标 签， 要 帮 助 欺 凌 者 树 立 正 确 的 道 德 观 念。 对 于

被欺凌者，学校要给予更多的关怀，班主任、科任

教师要密切关注学生的心理状况，在生活和学习

上给予必要的帮助；心理教师要通过一些专业的

干预手段抚慰其心理创伤，并对其进行长期追踪

观察，减轻欺凌造成的心理伤害。

综上， 校园欺凌问题的实质是学生缺乏关怀

导致的道德行为偏差。有效防治校园欺凌，应建构

具有关怀的教育环境，让学生感受到被尊重、被关

爱，从而主动成为关怀他人者，铲除校园欺凌滋生

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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