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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情绪学习: 校园欺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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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预防校园欺凌，不仅要直接对欺凌行为进行惩罚和干预，学校教育应从更积极的视角探索预防欺凌

的长效机制。社会情绪学习旨在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人际关系和负责任的决策技能，改进

他们对自我、他人和学校的态度与信念。培养学生社会情绪能力是预防校园欺凌的一个关键要素。“社会性与情

绪能力养成”课程成为上海静安区的预防校园欺凌的溯源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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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欺凌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于学校，已被确定为儿童和青少年群体中日益严重和普遍的问题，是世

界各国教育面临的共同难题。为了更好地预防和处理校园欺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断地发布报

告和持续组织专题研讨会推动世界各国解决这一难题，例如: 2017 年公布《校园暴力和欺凌全球状

况报告》，2019 年 1 月 22 日在英国伦敦举办“2019 教育世界论坛”，发布《数字背后: 结束校园暴力

和欺凌》( Behind the Numbers: Ending School Violence and Bullying) 报告。
在我国，校园欺凌和暴力近年来频繁发生，其严重性、频率和隐蔽性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引发全

社会对校园欺凌的高度关注。根据最高检数据，2018 年以来共批准逮捕校园欺凌犯罪案件 3407
人，起诉 5750 人。在一项针对北京市中小学生校园欺凌情况的调查显示: 46． 2% 的学生有被故意

冲撞的经历，40． 7% 的学生有被叫难听绰号的经历，18． 6% 的学生有被同学联合起来孤立的经

历①。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在关于校园欺凌的初中生追踪调查显示: 有 49． 6% 遭

遇过言语欺凌，37． 7%遭遇过校园内社会交往的欺凌，19． 1% 遭受过身体的暴力伤害，甚至网络欺

凌的发生率也达到了 14． 5% ②。校园欺凌的行为其实每天不断在学校“秘密”上演，只有少部分被

发现的事件才能得到积极处理、预防。校园欺凌对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与学业成就有重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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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且给受欺凌者带来心灵创伤，影响其人格和社会性正常发展。
为了消除校园欺凌这一毒瘤，国家和地方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进行治理。2016 年 4

月，国家教育督导委员会提出对全国中小学校园欺凌进行专项治理。同年 11 月，教育部等九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强调积极有效预防学生欺凌和暴力、依法依

规处置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以及切实形成防治学生欺凌和暴力的工作合力。2016 年 12 月出台的

《中小学( 幼儿园) 安全工作专业督导暂行办法》将学生欺凌和暴力行为预防与应对纳入安全专项

督导工作。2017 年 11 月，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主要有六个

新举措: 明确学生欺凌的界定、提出具体预防举措、规范处置程序、对学生欺凌的不同情形明确了惩

戒措施、建立长效机制以及厘清职责分工。为了有效治理校园欺凌，各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实施办

法。2018 年 11 月，广东省教育厅等十三部门制定出台《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的实

施办法》( 试行) 对校园欺凌的分类、预防、治理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尤其指出起侮辱性绰号、在社

交媒体发表贬低或侮辱他人人格言论等行为也属欺凌。2018 年 11 月，天津市第十七届人大常务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并公布《天津市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若干规定》，针对校园欺凌的概念做了

明确界定，特别是对主观故意上作了明确规定，把校园欺凌与学生之间的恶作剧和嬉笑打闹严格区

别开来。面对互联网时代出现的“网络欺凌”，2017 年 9 月，上海市教委发布了《预防中小学生网络

欺凌指南 30 条》，要求各区教育局指导中小学校建立校园中网络欺凌发现、举报、处置机制，有效

防范校园中网络欺凌事件的发生。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和地方对校园安全的重视，

也说明了校园欺凌问题的严重性和治理的紧迫性。
学校是学生成长最重要的环境，学校的教育活动应建立在一个关怀、尊重、友善的基础上。当

前欺凌防治工作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模式，缺少学校本位的教育探索。如果学校和教师没有

建立有效的欺凌预防计划，很可能从学生一开始的嬉戏胡闹，演变成令人痛心疾首的恶性事件。反

欺凌政策的落实，有赖于以学校为主体的觉醒和行动。学校本位的反欺凌计划可以有效减少欺凌

事件的发生，营造友善校园、降低欺凌事件是学校教育的迫切课题。

二、整体学校方法: 校园欺凌预防的方法论转向

欺凌是学生利用权力的不平衡在身体、社会或情感层面支配和伤害他人的行为。挪威学者奥

维斯( Olweus) 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最早开始校园欺凌现象的研究，随后欧洲、美洲、亚洲、澳洲等国

家的研究者陆续加入欺凌议题的研究行列。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校园欺凌成为全球共同关注

的课题。关于欺凌的定义以奥维斯的论点被广为采用。他认为欺凌行为存在于一群儿童或青少年

之间的一种权力不对等的人际互动，这种互动具有负面的意图，并造成重复而持续性的伤害①。校

园欺凌的形式包括: 言语攻击( 辱骂、威胁) 、身体行为( 殴打、踢打、损害受害者的财物) 、关系 /社会

攻击( 社交孤立、传播谣言) ，以及通过互联网和新技术的攻击( 又称网络欺凌) 等。校园欺凌如果

没有处理得当，不仅会造成学生间地位的不平等，也可能造成严重的问题。受害者与一般人相比，

较易产生健康、情绪和社会适应问题，对自我产生负向的评价，对学校没有安全感。格雷厄姆( Gra-
ham，2011) 报告了与欺凌有关的长期影响，包括焦虑、愤怒、以及学校表现的下降②。

欺凌行为最初被视为是一种个人缺陷或心理问题，研究者主要从个体心理问题的角度研究校

园欺凌，专注于识别欺凌者和受害者儿童具有的个性特征，关注欺凌行为和儿童心理缺陷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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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欺凌者缺少冲动控制力，易怒、机能亢进; 被欺凌者往往低自尊和高焦虑以及表现出糟糕

的应对策略。这些研究引导学校是将欺凌作为个体层面的问题进行解决，主要采用的方法是纪律

和社会技能训练，重点是改变个体欺凌者和受害者的行为。这种只关注个体心理的方法没有考虑

到欺凌行为背后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从根本上难以遏制校园欺凌的发生。随着研究的深入，

研究者开始采用社会 － 生态的概念重新定义欺凌，将其视为一种社会生态和系统现象。社会生态

理论认为，不能单一地从个体人格特质的角度理解欺凌问题。相反，它是个体与所成长的环境复杂

互动的结果，包括家庭、同伴群体、社区和文化影响①。社会生态理论强调采用整体学校的方法预

防欺凌，从关注解决个人问题到创建健康的系统。预防欺凌行为的整体学校方法建立在系统思维

的基础上，从社会生态的角度思考如何让广泛的学校系统和社区推动一种关怀的文化。整体学校

方法被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视为减少校园欺凌最有效的策略。
整体学校方法将欺凌视为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采取更全面的干预措施解决欺凌问题。学校欺

凌干预项目的范围不局限于学校内部，还必须包括进出学校的环境、校外、社区并涉及学生的家庭。
挪威学者奥维斯的 OBPP 计划就是一种整体学校方法的欺凌预防项目，该计划专为中小学生设计

( 5 － 15 岁学生) ，旨在减少现有的欺凌，防止新的欺凌问题产生，改善学校的同伴关系。它由四个

部分组成: 学校、班级、个体和社区②。整体学校方法的特点之一从对欺凌者的关注转向对学校氛

围的关注，倡导积极行为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利用学校氛围的力量预防欺凌。如: 新西兰的健康促

进学校和学校整体的积极学习行为 ( Health Promoting Schools and Positive Behaviour for Learning
School － Wide) ; 澳大利亚和日本采用的准备、教育、行动、应对和评估( 和平) 包( Preparation，Edu-
cation，Action，Coping and Evaluation ( PEACE) Pack) ，和平包包含了积极行为支持的要素，通过改

变行为来重塑学校氛围。
真正的反欺凌行动是一项系统化、整体化的教育与实践。最有效的欺凌预防方法是普遍的、多

元素的和基于技能的干预，包括社会情绪学习和积极的行为干预。然而，从大多数学校的行动来

看，往往将重点放在制定行为准则和观察控制学生的行为，而不是将重点放在转变学生欲望动机、
促进健康的关系和教授学生技能等预防策略上。重视立法和制度建设以及惩戒措施，这对治理校

园欺凌是非常重要的，但绝非有效的治本措施。这些策略只是针对欺凌行为本身的应对性策略，而

不是一个主动积极的建设性策略。预防和减少校园欺凌事件，不仅要直接对欺凌行为进行惩罚和

干预，学校教育应当有所作为，从更长远的视角探索预防欺凌的有效机制。社会情绪学习(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项目就是西方探索预防校园欺凌的一种路径。研究表明: 整体学校的干预措施

更有效，尤其是将社会情绪学习作为解决个体和同伴层面欺凌问题的关键要素的项目③。美国州

教育厅协会(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Boards of Education ，NASBE，2013) 指出: 培养健康的

社会情绪能力对于战胜欺凌和培养儿童、青年在学校和生活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④。社会情绪学

习包括“一套核心的社会情绪技能的系统发展，这些技能帮助儿童更有效地处理生活的挑战和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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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他们学习、社会环境中茁壮成长。”①社会情绪学习通过帮助学生理解和管理情绪，培养积极的个

体、同伴态度，同时提高学生的行为调整能力，增加亲社会行为，从而有助于防止欺凌。

三、社会情绪学习: 能力构成与实施效果

( 一) 社会情绪学习的能力构成

社会情绪学习一词最早于 1994 年在费兹研究院( Fetzer Institute) 举办学术会议提出，用以分析

学校教育对儿童发展、心理和健康需要脱节的问题。1994 年，学业、社会情绪学习合作组织( Col-
laborative for Academic，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CASEL) 成立，目的是“建立高质量的、基于证

据的社会情绪学习，这是幼儿园到高中教育的必要组成。”CASEL 对社会情绪学习给出更具体和权

威的定义:“帮助儿童和成年人发展有效生活之基本技能的过程。社会情绪学习教给我们生活所

需要的技能，这些技能帮助我们有效而伦理地方式处理我们自身、人际关系和工作的问题。这些技

能包括识别和管理我们的情绪，培养对他人的关怀和关心，建立积极的关系，做出负责任的决定，以

建设性地和伦理地方式处理挑战性情况。有了这些技能，儿童在生气时先让自己冷静下来，交朋

友，礼貌性地解决冲突，做出伦理而安全的选择。”②可见，社会情绪学习可以提高学生整合技能、态
度和行为的能力，以有效和伦理的方式处理日常生活的任务和挑战。

CASEL 将社会情绪学习技能概括为五个核心能力，包括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关系

技能和负责任的决策( 见图 1 ) 。( 1 ) 自我意识( self － awareness) ———识别自己情绪、思想、价值观

的能力，知道如何指导行为。( 2) 自我管理( self － management) ———在不同的情境下成功地调整自

己情绪、思想和行为的能力，确定和迈向目标。( 3) 社会意识( social awareness) ———能够站在他人

立场看待问题，具有同情心，理解行为的社会和伦理规范。( 4 ) 关系技能( relationshipskills) ———清

晰沟通、倾听、和他人合作、抵制不恰当的社会压力、建设性地协商冲突以及在需要的时候寻求和提

供帮助的能力。( 5) 负责的决策( 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 ———在于伦理标准、安全问题和社会

规范基础上在个人行为和社会互动方面做出建设性选择的能力③。

图 1 社会情绪学习五个能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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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社会情绪学习的实施效果

社会情绪学习描述了一个框架旨在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机会获得和维持贯穿一生促进个人幸

福感和积极关系的必要技能，从而在学校教育、工作场所、社会关系和公民素养方面取得成功。学

校是儿童社会情绪发展的重要场所，高质量、实施良好的社会情绪学习可以给学校氛围带来积极的

影响，促进学生学术、社会和情绪的收益。社会情绪学习干预已被证明可以为儿童和青少年带来积

极的结果，包括减少纪律介绍、用于特殊教育的时间、管理、缺课、攻击行为和提高毕业率、学业成

就、自我效能和亲社会技能①。
社会情绪学习项目关注的是个体责任、同理心、友谊技能、冲突解决技巧以及自我控制的建构，

帮助学生改进对自我、他人和学校的态度和信念。社会情绪技能是成为一个好的学生、公民和劳动

者的关键。社会情绪学习在美国被整合到强制性 K － 12 课程学习标准; 在英国实施国家战略———
学习的社会和情绪方面计划( the Social and Emotional Aspects of Learning Programme，SEAL) ; 在澳

大利亚，有幼儿和小学阶段的“儿童最重要”( Kids Matter) 和中学阶段的“心灵最重要”( Mind Mat-
ters) 项目。该项目被证明是改善学生的技能、减少问题行为和提高学业成就的重要手段。

社会情绪学习整合了能力提升和青少年发展框架，是减少危险行为和培养积极适应的保护机

制。在学校里实施社会情绪学习能够改进学生社交能力、提高学校出勤率和更好的学业表现，也有

利于减少课堂破坏行为。最近对 200 多项社会情绪学习评估的综合分析发现: 在学校里接受过社

会情绪学习项目的学生表现出对学校、自我和他人社会情绪技能和态度的改善，对学校的联系更紧

密，积极的社会行为，减少行为问题和情绪困扰，学业成绩提高了 11 个百分点②。社会情绪学习可

以通过提高社会情绪技能发挥作用，这可能会减少学生遭受欺凌的伤害。英国通过在 172 所学校

KS1 和 KS2 阶段儿童进行前测后测问卷调查，对 29 所学校教师、教学助手和校长问卷调查和 13 所

学校教师和学生进行访谈。研究发现: 90% 的教师认为 SEAL 项目相对比较成功。80% 的教师和

96%的非教学教师一致认为，项目推动了儿童的情绪幸福，82%的教师认为提高了学生控制情绪的

能力，例如愤怒。48%的教师认为，可以减少欺凌③。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和认可社会情绪学习对减

少校园欺凌的作用。对社会情绪学习项目的研究显示: 从短期来看可以减少欺凌和身体攻击，后续

的研究( 经过两年实施后) 发现操场欺凌、受害和其他攻击性、争论性行为在减少④。

四、社会情绪学习在校园欺凌预防中的作用

社会情绪学习常常通过课堂上结构化的课程方式进行，所教授的技能对校园欺凌预防具有重

要的作用。社会情绪学习教会儿童和青少年获得和有效地应用知识、态度和技能来理解和管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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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确立和实现目标，感受和对他人表现移情，建立和维持积极的关系，负责任地决策。社会情绪能

力课程被认为是学校欺凌预防方面有效干预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发展移情能力减少欺凌行为

移情能力强调儿童能够识别、理解和回应他人的情感，表现出友善的社交行为。一般而言，具

有较高移情能力的儿童不那么咄咄逼人，更有社交技巧，学业上更成功。移情可以直接作用于减少

欺凌行为，也可以通过影响旁观者的行为发挥重要的间接作用。对同伴的移情关心、积极的情感与

态度使得儿童更可能干预并制止欺凌行为。如果同伴不支持的话，欺凌行为就会少发生。在很多

社会情绪学习项目中，教授移情能力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换位思考。移情通常指学生能够理解另

一位学生的情感，换位思考更是一个理解他人感受的认知过程。社会情绪学习项目能够提高学生

的换位思考技能，让学生感受不同的人在同样的情境中有不同的情感。具有换位思考技能的学生

不太可能表现出对同伴的身体、言语和间接的攻击行为。换位思考技能也使得学生更有可能为他

人提供情绪支持。
2． 掌握情绪管理技能预防欺凌发生

情绪是影响欺凌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缺少自控或情绪调节技能的话，学生更有可能欺

凌他人①。有些欺凌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学生不能很好地掌控自己的情绪、管理自己的行为

和合理地处理问题。如果受害者学生以强烈的情绪反应来回应欺凌时，可能会增加受害的可能性。
因此，需要提高学生处理强烈情绪的技能，如愤怒、尴尬、焦虑、恐惧、嫉妒等，利用自我对话和其他

应对策略帮助学生培养自我控制的能力。以美国 PATHS( Promoting Alternative Thinking Strategies)
为例，这是小学阶段关注冲突解决的项目。主张在行动前停下来思考，有效地管理和表达情绪。它

的设计目的是促进学生和教师社会情绪能力的发展，减少攻击性和问题行为，从而提高课堂效果和

学习环境的整体质量。情绪管理技能帮助儿童表现出恰当的社会技能，增加他们获得朋友和社会

支持的能力，使得他们更有可能在与同伴的挑战性情境中使用社会性问题解决的技巧。
3． 利用社会问题解决技能正确处理同伴冲突

成功的干预应该试图修复同伴之间的关系，并赋权个体应对欺凌情境的能力。训练解决冲突

的方法可以帮助学生解决或化解敌对行动，引导他们一种更建设性的方式应对冲突情境。糟糕的

社会问题解决技能是涉及欺凌行为学生的预测因素。攻击性强和欺凌他人的儿童常常误读社会暗

示，倾向于妄下结论，认为他人更有敌意或攻击性，采用更激进的方式处理同伴冲突。被欺负的学

生通常缺乏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技能，这会削弱他们在受到欺凌时的有效应对能力。被动或激

进地回应欺凌，往往受害的频率更高、更久和更严重。研究表明: 如果学生在被欺凌的时候学会使

用解决问题的策略，与学生常常使用的激进的、报复的或情绪的反应相比，可以有效地将冲突减少

13 倍②。为了有效地处理同伴挑战，学生需要能够恰当地评估社会情境和以深思熟虑的方式作出

回应，社会问题解决技能对有效处理同伴冲突是非常重要的。学生通过社会情绪课程中的情感教

育形成习惯和能力去关心他人，形成相互尊重和愿意合作的学习共同体，日益提升的高效解决冲突

的技能会减少欺凌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儿童还需要管理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具有一定的行为社交

技能，与他人一起有效地形成解决方案。社会情绪学习所教授的技能引导青少年走向更亲社会的

同伴互动和人际问题解决，为学生提供策略从而有效应对同伴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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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养社会能力远离欺凌伤害

沟通技巧、友谊技能( 如何加入小组、开展谈话) 以及自信属于社会能力或社交技能的范畴。
社会地位和同伴关系会对欺凌有很大的影响，缺乏交往技巧、社交能力低下，人际关系紧张的人容

易遭受欺凌。被人讨厌、边缘化或被同伴嫌弃大大增加学生被欺凌的危险。受害的儿童常常很少

有朋友，从而减少在欺凌中获得社会保护的可能，而友谊和社会支持直接保护学生免受同伴伤害。
具有低层次的同伴地位和较少的社会支持，使得儿童容易成为目标，更易在欺凌中受到情绪伤害。
“由于欺凌是发生在同伴团体的一种社会现象，孤立且缺乏友谊支持网络的儿童较容易遭受欺凌，

同伴支持遂成为防治欺凌相当重要的元素。”①通过社会情绪学习让学生学会建立友善的同伴关

系，让友谊保护学生远离欺凌伤害。
让弱势的儿童获得朋友，与同伴友好相处，提高他们的社交能力和友谊技能，这可能是预防欺

凌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社交技能能够帮助被拒绝的儿童更容易被同伴接受，更不容易被欺凌，更

可能受到其他同学的保护。社会情绪学习项目通常教授沟通技巧，例如如何开始对话或参加团体，

友谊技能，如何公平地游戏( 分享、轮流、遵守规则) 、尊重同伴等，从而培养学生与同伴相处和交朋

友的能力。社会能力的提高可以减少学生应对欺凌的脆弱，帮助他们获得朋友和社会支持，从而可

以减少欺凌和缓冲欺凌的负面影响。此外，自信是一种通常在社会情绪学习项目中被教授的社交

技能，学生可以在很多情境中从自信中受益，例如向教师寻求帮助，更对自信地回应更大的挑战

( 欺凌或同伴冲突) ，或者果断地干预一个欺凌事件。
5． 营造积极学校氛围增强学生安全感

预防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就要建立一个能让学生感到安全、舒适的学校氛围。学校氛围被定

义为身体的、社会的和情绪的环境，主要指学生在学校感受的安全感、舒适感和归属感②。安全感

是欺凌的保护性因素。社会情绪学习课程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情感技能，也有助于促进积

极的学校氛围和营造友善的校园环境，进而增强学生对学校的安全感和归属感。通过发展学生的

社会情绪技能改善他们的学校生活体验和关系能力，与同学和教师保持积极的关系，进而可以增强

学生抵抗欺凌负面影响的能力。社会情绪学习的实施意味着从一个更广阔和更全面的视角看待校

园欺凌，将减少欺凌和创造积极的学校氛围紧密结合起来。

五、“社会性与情绪能力养成”课程:

上海静安区预防校园欺凌的实践探索

培养学生社会情绪能力是预防校园欺凌的一个关键要素，上海静安区“社会性和情绪能力养

成”课程的开发和实施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上海静安区从 2009 年开始试点实施该区域课程，现

已成为该区预防校园欺凌的溯源性举措。主要分三个层面对校园欺凌问题进行引导: 一是学生建

立不欺凌他人的观念; 二是学生学习掌握应对欺凌的具体技能和基本的应对能力; 三是通过引导学

生个体与环境进行良性互动，积极避免欺凌行为土壤的生成。
首先，课程活动的主题设计是以学生生活环境中出现的真实问题作为依据。课程的这一研发

特征对预防校园欺凌极为重要。这门课的研发起初并不是专门应对校园欺凌问题的，在进展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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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发现主题内容的原型都是来自于学生校园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教师们慢慢发现很多课程内容

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潜在的校园欺凌问题。于是，教师有意识地将真实事件进行隐私处理后，将其作

为学生讨论的话题。面对身边出现的真实问题，学生会从“我要如何解决问题”出发，积极参与到

与预防欺凌有关的对话和问题解决的情境中来。当课堂抛出的是带有校园欺凌因子的事件时，学

生就不会再游离在外说一些官方的套话，而是会深入其中思考问题解决的途径，此时教师就有机会

去引导，从而遏制学生不良想法的恶性发展。
其次，构建基于体验的从幼儿园到高中的一体化课程，通过培养个体社会情绪能力建立与所处

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这是一门针对静安区全体学生的课程，旨在自幼儿园到高中阶段持续

培养学生的社会情绪能力。课程从内容设计到实施路径，对预防校园欺凌、对健康校园环境进行深

层次培育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样本。幼儿园阶段，课程形式是“融合体验和感知社会”，将幼儿

社会情绪能力的培养融入到一日生活的细节当中，培养一颗向善的心灵。小学阶段，课程形式是

“主题体验和聚焦生活”，让学生直面校园及家庭生活中真实问题的解决。初中阶段，课程形式是

“聚创体验和体悟人心”，通过半开放的微型剧创作，通过对社会情景中后果的推演帮助学生理解

问题解决中不同的因果关系，引导学生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决策。高中阶段，课程形式是“自我体验

和走进社会”，帮助学生建立起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的责任意识，积极维护社会环境中的正能量。
再者，重视对全体教师的课程培训，保证课程的有效实施。项目实施取决于教师的参与，并不

是所有的教师在项目实施中对自己的角色充满信心，提高他们的意识、确保他们的参与是关键。研

发团队的教师积极主动对真实事件进行调查、加工和处理，针对每所学校有共性的高频事件纳入到

课程主题和融入到课堂教学。小学阶段《主题教学指导手册》涉及 71 个教学主题，为执教教师和

新手教育更好地胜任教学提供了指南。同时通过讲座或公开课形式让全体教职工了解社会情绪能

力课程的内容及其重要性，让他们立足自己的岗位，在配合中共同成长。预防校园欺凌的发生是每

一个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教师需要对校园欺凌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尤其是日常生活中一些

隐蔽性的欺凌行为，同时学习和解决欺凌问题的专业技能。
最后，将课程理念和内容延伸至家庭，打造预防校园欺凌的家校合力。在主题中设置“家庭对

话”活动，当天晚上由家长和孩子在 20 分钟内共同完成。家长通过这个活动了解该课程的理念和

孩子内心的想法。同时安排“课外长作业”，给学生长达两周的时间做与课程相关“行为观察”研

究，一般是正向的积极行为，将课堂所学内容与实际生活相联系，践行“做中学”的教育理念。
上海市静安区通过实施“社会性和情绪能力养成”课程，激发其关怀他人和对他人负责任的正

向情感，建立积极和谐的人际关系。在减少高危行为的同时形成健康的行为，进而铲除滋养校园欺

凌的土壤，营造安全、阳光、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但我们需要认识到，社会情绪学习本身不是解决

欺凌问题的灵丹妙药，不应该被视为解决欺凌问题的独立方案，而应被视为整体学校干预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学校仍然需要更加全面和制定针对性地减少校园欺凌的措施，如明确禁止校园欺凌

的校规和政策、加强学生监督等。而且，对于教育者来说，防治和干预校园欺凌是一项持续不断的

挑战。实施一个有效的反欺凌项目，并不是在某一个时段简单完成的任务，而必须是一项长期和详

细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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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de national audit risks into audit department risks and execution behavior risks. This paper summarizes kinds of audit
risks of execution, operation, recognition and strategy in risk management opinion. This paper explores risk management
diversification, risk grid management, scientific risk procedure and dynamic risk management operating mechanism
composed with early warning, assessment, monitoring and repartee.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safeguard mechanism
composed with quality improvement,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supervision and accountability and ideology and morality.

Why They Don’t Talk：Empirical Study on Self-Reveal of Children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SHANG Xiaoyuan, TIAN Tian, TAN Zimin

Sexual assault in children is hidden behavior. The occurrence rate is high in China while few children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are reported. This paper deeply sorts outon primary documents narrated by 126 children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anonymously on network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ofchildren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to hide their experience and
condition they face with after revealing their experience. We find out factors preventing children to reveal sexual assault,
including lack of sexual knowledge, fear (fear of revenge, fear to be a burden to family, fear of destroying family relation),
sense of shame caused by social culture, lack of support and help, negative feedback from family to reveal sexual assault.
This paper uses social culture theory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ulture to individual child and family when they
encounter with traumatic event, provide specific suggestions aiming to help family and society pay attention to children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earlier, and protect children from further harm, promote smooth operation mechanism of children
protection system.

Logical Analysis on The Concept of Police
MA Shuncheng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ncept of police with definitions of “specific plus differential” from the angle of Science on
Public Security, taking formal logic ways. In the “specific” aspect, this paper defines police as functional subject from
historical dimension, academic dimension and legislative dimension. It benefits making a distinction between police,
police affairs, police behaviors, police bureau and police power in case of unnecessary controversy. It benefits prevent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informal main police power such as private police forces and auxiliary police officers to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professionalism and standardization of police. It is also helpful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on Public Security. In the “differential” aspect, through the limitation of nature, purpose and method, we find out that
class nature is the na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ce. I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distinguish police from other subjects. It is
also sharp weapon to prevent welfare police theory and police neutrality theory. The purpose of police is multilateral and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It should be society control including negative factors and positive factors and assistant factors.
Coerciveness is the specific method of police. Coerciveness of police methods doesn't reject non-powerful methods such
as guide, service and assistanc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Economic System Valu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Based on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EN Si
This paper bases on empirical study. Through investigating Chinese students in 26 Chinese 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presents economic system valu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rom
recogni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 and evaluation on the result of economic system operatio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has
obvious influence on economic system valu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through analyzing data. In general, university
students’ recogni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 and evaluation on the result of economic system operation are closed to official
mainstream value orientation. Meanwhile, Chinese students’ attitude on economic question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re
freer than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ir needs for powerful country are also stronger.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A Possible Path to School Bullying Prevention
DU Fangfang, LI Meng

To curb school bullying, punishing and intervention directly is not enough, so schools should explore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preventing bullying from a more active perspective.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ai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self -awareness, self -management, social awareness, relationship and 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 skills, improve their
attitudes and beliefs towards themselves, others and the school. Cultivating students' social emotional ability is a key
factor to prevent school bullying. The curriculum of “social and emotional ability developing”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action to prevent school bullying in Jing An district of Shanghai.

（翻译：潘肖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