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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欺凌”的法律责任分析
于乐瑶

摘 要 近几年以来，社会各界对于校园欺凌问题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校园欺凌的现象呈现多发态势，其严重损害了当

前社会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而且对校园安全环境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我国社会各界组织对于校园欺凌以及校园暴

力的认知程度较低，没有进行严格的惩戒，法律责任落实不到位，所以不利于营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因此，本文针对

“校园欺凌”的法律责任展开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落实法律责任的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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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安全作为所有家长与学生的共同公共服务追求，在国家

九年制义务教育体系中，只有保障校园安全，才能促进义务教育

发展。根据相关调查发现，在 2016 年年底时，我国一共具有 26.17

万所义务教育院校，这些学校的学生人数达到 1.52 亿人，而高中

阶段一共有 4.52 万所院校，这些院校的学生人数达到 5621.7 万

人。由此可以说明，我国的大部分院校学生为未成年人，而我国

各院校的未成年人群体中，超过 30%的学生受到一定的校园欺凌

与校园暴力，对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在

2016 年 5 月时，我国的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部门正式发布了

《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全国各个地

区的中小学必须加强对校园欺凌的专项治理，这也说明校园欺凌

逐渐进入国家治理的视野范围之内，各大中小学为了保障未成年

人的教育安全，必须准确落实“校园欺凌”的法律责任，弥补当前

的治理制度缺陷，才能促进新课程教育改革的稳定、健康发展。

一、“校园欺凌”的概念定义

“校园欺凌”也被叫作“校园霸凌”，其和“校园暴力”存在比较

明显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校园暴力的施暴者

主要指的是校外入侵人员或者学校师生，但是在校园欺凌中的施

暴者主要指的是校内师生，并不包括校外入侵人员。第二，在产

生校园暴力行为时，受害人主要指的是师生，而校园欺凌现象中

产生的受害人主要指的是在校学生。第三，通常发生校园暴力指

的是单独侵害行为，但是出现校园欺凌事件，却是长期和反复产

生的行为。第四，校园暴力发生之后，能够立刻发现，并且及时阻

止。但是在校园欺凌过程中，受害人不敢随意声张，而且容易发

现校园欺凌行为。第五，校园暴力通常为“硬暴力”，校园欺凌不

仅包含了“硬暴力”，而且包含了羞辱、孤立以及嘲笑等等一系列

“软暴力”行为。第六，在发生校园暴力之后，能够在短期内快速

治愈创伤。但是在发生校园欺凌之后，将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心理

创伤，短期内无法达到治愈的目的。第七，在各个学校随时都会

出现校园暴力行为，而校园欺凌只能在一些心智不成熟或者反抗

能力不足的青少年学生中产生，所以一般在中小学阶段会出现严

重的“校园欺凌”现象。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快速发展过程

中，如果持续給学生的人身财产以及精神造成侵害，这些行为都

属于“校园欺凌”行为。

二、“校园欺凌”的法律责任分析

为了充分了解“校园欺凌”的法律责任，必须从责任主体和种

类等等两个方面来进行深入了解。

（一）“校园欺凌”法律责任的承担主体

首先，我们对欺凌行为人进行分析。在校园欺凌行为中，需

要直接承担责任的主体指的是欺凌实施者，无论欺凌实施者具有

多大的年龄，其都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只是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其

能够适当地减轻法律责任，无法承担法律责任的未成年主体，需

要让用他们的监护人来替代承担法律责任。校园欺凌行为大多

为集体行为，所以在评判欺凌实施者的法律责任时，情况非常复

杂，其中参与校园欺凌的带头人、参与者以及协助者都需要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而旁观者并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如果在发生

校园欺凌现象的过程中，旁观者具有起哄助威、教唆他人或者出

谋划策的行为，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次，作为未成年欺凌行为的直接监护人，在许多未成年人

无法承担法律责任时，需要把这部分法律责任转移给未成年人的

直接监护人来承担，所以无法使直接监护人身上的责任完全免

除，只能根据实际情况把监护人承担的法律责任适当减轻。通常

情况下，在被监护人产生欺凌行为之后，法定监护人必须承担相

应的未尽监护义务责任，甚至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损害事件，还需

要把监护人的监护权剥夺。

最后，学校组织。学校组织在管理学生的过程中，出现管理

不善的问题，没有及时制止校园欺凌行为，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行

政法律责任。而且在受欺凌学生受到损害之后，学校也要承担补

偿责任，其主要指的是侵权责任中产生的补充责任，以及合同中

出现的违约责任。从一定意义上来看，校园欺凌行为中，不仅受

欺凌者属于被害者，而实施欺凌者也应该属于受害者，按照《未成

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学校组织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欺凌行为的法律责任类别

在校园“欺凌行为”中，主要存在这样几种法律责任类别：

1．刑事责任

如果在发生“校园欺凌”行为之后，触犯了刑法规定，那么这

种欺凌行为属于犯罪，作为欺凌行为的主体责任人，必须承担相

应的刑事责任。同时，在校园欺凌行为的集体行为中，作为集体

行为人，属于共同犯罪的行为，只是说在共同犯罪行为中，各自担

任着不同的职责，其分别为主犯、从犯、教唆犯以及胁从犯，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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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分别承担各自的刑事责任。但是必须责令家长以及监护人

进行严格管教，或者让政府进行收容教养。在使欺凌行为人担负

刑事责任时，需要考虑到欺凌行为人的年龄是否达到 14 或 16 周

岁，或者欺凌行为是否产生故意杀人、致人重伤等等行为。

2．民事责任

在产生校园“欺凌行为”之后，欺凌人給被欺凌人造成非常严

重的人身以及财产损害，不仅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还必须承担民

事责任。如果在校园“欺凌行为”中，并没有出现犯罪的问题，以

及当事人的年龄比较小，没有达到相应的标准，那么只需要承担

民事责任。在欺凌者没有能力或者特殊要求下，不能承担民事责

任，那么必须让欺凌者的监护人来代替承担。一般在欺凌人具有

相应的经济能力时，需要给被欺凌者支付赔偿费用，剩余部分必

须让欺凌者的父母尽快补齐。在出现集体欺凌行为之后，需要让

每个欺凌者都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在分别欺凌的行为中，需

要由各个欺凌者来平均承担责任。

3．行政责任

如果在发生校园“欺凌行为”之后，并没有构成犯罪的条件，

那么需要对欺凌者进行治安管理处罚，使其承担相应的行政责

任。对于年龄低于 14 周岁的欺凌者，需要让他们的监护人代替

承担行政责任。在中小学中如果发生欺凌行为，学校没有对学生

进行严格管理，没有按照相关条例要求来发现、干预以及制止欺

凌行为，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学校也要承担行政责任。

三、“校园欺凌”的法治化策略

（一）必须明确校园欺凌的主要行为和违法性质

目前，我国关于“校园欺凌”的立法体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所以在承担“校园欺凌”的法律责任时，必须先把校园欺凌的行为

界定出来，真正了解校园欺凌的违法行为，使校园欺凌行为和校

园暴力行为的性质真正明确出来。只有针对校园欺凌和校园暴

力的行为进行具体的界定，才能及时发现并终止，防止对他人产

生持续伤害。在校园欺凌法治化治理路径中需要真正确定校园

欺凌的违法性质，找准其中的隐蔽性特征，对校园欺凌的过程进

行深入分析，把一些羞辱、威胁、骚扰以及恐吓的现象，都应该把

这些行为归类到校园欺凌事件中。

（二）加强建立校园欺凌信息收集机制

当前，在校园学习和生活中，如果产生校园欺凌的行为，很多

被欺凌的学生精神比较恐惧，不敢給教师、学校和家长反映欺凌

问题，不敢举报欺凌现象，如果自己举报欺凌问题之后，被欺凌者

了解之后，担心他们会继续欺凌自己，所以只能埋藏在心底。虽

然有些胆大的学生敢于上报校园欺凌现象，但是缺少有效的途

径，不知道如何进行举报，給谁举报才有效，害怕在自己举报之

后，学校和教师不会受理。所以为了促进“校园欺凌”法治化建

设，落实法律责任，必须加强建立校园欺凌信息收集机制，通过利

用信息收集机制来及时收集“校园欺凌”的相关信息，而且可以在

校园内部成立举报机构，并且针对日益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

专门设立投诉电话、网页以及邮箱，这样才能使学生及时举报欺

凌现象，学校的领导阶层和教师也要定期进行匿名调查，才能充

分了解学生受到校园欺凌的显现。此外，警察和医院部门要积极

配合，对于学生遭受的人身伤害，要及时把相关信息提供给学校

机构，使校方充分了解学生的“校园欺凌”问题，才能及时解决与

遏制校园欺凌问题。

（三）建立科学、合理的调查处理程序

针对“校园欺凌”事件，各个学校必须尽快成立专门的校园欺

凌处理机构，建立科学、合理的调查处理程序，在调查处理“校园

欺凌”事件时，学校的校长、教师以及学生的家长必须积极参与进

来，这样才能体现出校园欺凌机构的专业性以及代表性。同时，

在对“校园欺凌”事件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调查以及了解

学生的信息，对于欺凌者、被欺凌者以及教师进行全面调查，只有

全面听取意见，及时询问未成年人，才能准确调查出“校园欺凌”

事件。此外，学校也要成立相应的辅导团队，及时对受欺凌学生

展开辅导和监督，逐渐引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并不能完全应用

处罚的方式，必须发挥教育的作用。学校各个部门需要进行密切

配合，共同在教育行政部门协调下，开展“校园欺凌”调查工作，一

旦发现校园欺凌事件，必须及时上报给相关机关，并且对事件进

行调查处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来处理“校园欺凌”事件，各

大责任人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对校园欺凌人的法律责任进行严格追究

从法律的角度上来看，作为校园欺凌行为人，必须承担相应

的民事责任以及刑事责任。如果校园欺凌行为人没有从主观的

角度来故意施加伤害，但是在客观上产生校园欺凌行为，学生的

心理以及生理带来极大的伤害，那么必须遵循《侵权责任法》的要

求，要求校园欺凌行为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同时，校方承担着

处理者的身份，也应该及时对校园欺凌行为人进行追求，不能随

意姑息这类事件。同时，根据我国的《刑法》以及《治安管理处罚

法》规定，对于年龄没有达到十四周岁的青少年者，如果出现故意

杀人、殴打等故意伤害罪行之后，需要根据犯罪行为人的年龄，来

按照法律规定要求追究刑事责任。此外，对于未成年犯罪行为

人，必须及时纠正他们的犯罪行为，不能养成片面从轻处理的习

惯，必须充分发挥刑法保护处理制度的效用，社会各级部门以及

社区部门必须进行密切配合，相关的公安部门也要积极主动对未

成年人进行管教和训诫，勒令赔偿和罚款，必要时可以送交到专

门的教养机构进行管教，才能使“校园欺凌”行为得到遏止。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中小学阶段，校园欺凌行为时有发生，为

了避免校园欺凌行为对学生的身心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必须明确

“校园欺凌”的法律责任，要求各方主体主动承担“校园欺凌”的法

律责任，注重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严格防治校园欺凌事件，才能促

进现代化教育稳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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