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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中的责任和义务。法律规定学校有义务建立校园霸凌

防治制度，并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教师应当具备

处理校园霸凌问题的能力和责任心；家长也应该积极关

注子女在校园中的行为和心理状态，协助学校预防和处

理校园霸凌事件。最后，政府还可以制定政策，加强校

园霸凌问题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学生、教师和家长对

校园霸凌的认识和重视程度。通过教育宣传活动，培养

学生正确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倡导尊重、友爱、包容

的校园文化，从源头上减少校园霸凌行为的发生。综上

所述，通过立法和政策制定，可以为校园霸凌问题的化

解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推动学校、教师、家长和

社会各方共同参与，共同努力营造和谐、安全的校园环

境，保障每个学生的权益和成长。只有全社会的共同努

力，才能有效解决校园霸凌问题，为学生创造更加美好

的学习环境。

（二）加强教育和宣传

校 园 霸 凌 问 题 一 直 是 教 育 领 域 的 严 重 挑 战 ， 影 响

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习氛围。通过宣传和教育，可以有

效化解校园霸凌问题，促进学生间的友好相处和和谐发

展。首先，宣传和教育可以加深学生对校园霸凌问题的

认识和理解。通过校园宣传栏、主题班会、教育课程等

形式，向学生普及校园霸凌的概念、危害和表现形式，

引导他们正确认识霸凌行为的严重性，树立拒绝霸凌、

保护同学的意识。其次，教育和宣传可以培养学生正确

的 行 为 规 范 和 价 值 观 。 通 过 情 感 教 育 、 道 德 教 育 等 形

式 ， 教 育 学 生 尊 重 他 人 、 包 容 差 异 、 友 善 相 处 的 重 要

性，引导他们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远离欺

凌行为。此外，加强教师和家长的培训也是宣传和教育

的重要内容。教师应接受校园霸凌问题的专业培训，提

高他们对校园霸凌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能力，及时干预和

处理学生间的冲突和矛盾；家长也应加强对子女的教育

和关爱，关注子女在校园中的情况，与学校形成合力，

共同关注和防范校园霸凌问题。最后，宣传和教育工作

还 可 以 通 过 校 园 文 化 建 设 、 主 题 活 动 等 形 式 ， 营 造 尊

重、友爱、合作的校园氛围，倡导学生间相互支持、互

相关爱的正能量，凝聚全校师生共同抵制校园霸凌的力

量。综上所述，通过宣传和教育，可以有效化解校园霸

凌问题，引导学生正确认识霸凌行为、培养正确的价值

观和行为规范，促进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心理健康发

展。唯有全社会共同努力，形成合力，才能为校园营造

一个和谐、友善的环境，让每个学生都能在尊重与关爱

中茁壮成长。

（三）联合跨部门合作

校 园 霸 凌 问 题 是 一 个 需 要 各 个 部 门 和 机 构 通 力 合

作来解决的复杂社会问题。通过跨部门合作，可以更有

效地化解校园霸凌问题，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安全。

首先，教育部门、卫生部门和社会福利部门可以联合开

展校园霸凌问题的预防和干预工作。教育部门可以通过

课程设置、教师培训等方式提高学生和教师对校园霸凌

问题的认识和应对能力；卫生部门可以提供心理健康服

务和支持，帮助受到霸凌的学生及时缓解心理压力；社

会福利部门可以提供家庭支持和社会资源，全方位保障

受害学生的权益。其次，警察、法律部门和学校可以建

立紧密合作机制，共同应对校园霸凌事件。警察和法律

部门应该对校园霸凌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维护法律尊严

和社会公正；学校则应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加强与执法

部 门 的 沟 通 和 协 作 ， 确 保 校 园 内 安 全 稳 定 。 此 外 ， 媒

体和公众组织也应当参与到校园霸凌问题的解决中来。

媒体可以通过宣传报道、舆论引导等方式提高社会对校

园霸凌问题的关注度，促进舆论监督和社会参与；公众

组织可以组织相关活动、宣传教育，呼吁社会各界共同

关注和解决校园霸凌问题，形成合力。最后，政府应当

加强跨部门协调机制的建设，形成政府主导、多部门参

与、社会共治的合力机制，全面推动校园霸凌问题的解

决工作。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规范校园霸凌

问题的处理程序和责任分工，推动各方合作，共同打造

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综上所述，通过联合跨部门合

作，可以更全面、系统地解决校园霸凌问题，推动社会

各方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

学习环境，为每个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保障和支持。

只有各方通力合作，才能有效应对校园霸凌问题，建设

更加美好的教育环境。

小　结

关 注 校 园 霸 凌 至 关 重 要 ， 因 为 它 直 接 威 胁 学 生 的

身心健康和学习环境。有效解决校园霸凌问题，可以保

护学生的权利，促进其健康成长。校园霸凌问题反映了

社会道德观念的缺失，需要引起社会对价值观念的反思

和重塑。通过关注校园霸凌问题，可以建立积极的教育

环境，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为社会培养

更加全面发展的公民，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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