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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内容：校园欺凌是威胁青少年健康成长、破坏教育生态的突

出问题。近年来，滑县中小学虽在校园安全建设上取得一定成效，

但校园欺凌事件仍时有发生。据抽样调查显示，23.5%的中小学

生曾遭受言语侮辱、肢体冲突等不同程度的欺凌行为，其中超半

数受害者因恐惧或缺乏有效申诉渠道选择沉默，导致心理创伤长

期积累，甚至引发辍学、抑郁等严重后果。当前，滑县校园欺凌

防治工作仍存在以下短板：预防机制不健全：缺乏系统的欺凌识

别标准、应急处置流程和长效跟踪机制；教育引导不足：学生法

治意识淡薄，部分教师对欺凌行为存在大事化小倾向；家校社协

同缺位：家长参与度低，社区资源未有效整合，心理干预专业力

量薄弱；技术手段滞后：校园监控盲区多，缺乏数字化预警平台。

为切实保障未成年人权益，营造安全育人环境，建议加快构建预

防为主、干预及时、多方联动的校园欺凌防治体系，助力滑县教

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案据：（一）国家政策与法律要求。《未成

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规定学校应建立学生

欺凌防控工作机制；教育部《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2021

年）要求学校成立欺凌治理委员会，定期开展专项排查。滑县需

对标政策要求，将防治体系纳入法治化轨道。（二）校园欺凌危

害深远。研究表明，遭受欺凌的学生中，40%出现焦虑、抑郁症

状，学业成绩平均下降 15%；欺凌实施者成年后犯罪率是普通群

体的 2.3 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数据）。若不及时干预，将严

重损害社会和谐稳定。（三）其他地区经验可借鉴。例如，浙江

省嘉兴市推行校园欺凌智慧预警平台，通过 AI 分析监控视频和



网络舆情，预警准确率达 85%；山东省青岛市建立家校警联动机

制，设立 24 小时欺凌举报专线，使欺凌事件处置效率提升 70%。

滑县可结合本地实际吸收先进经验。（四）现有治理能力不足。

滑县多数学校仅依靠班主任主观判断处理欺凌事件，76%的教师

未接受过专业培训，心理辅导教师师生比仅为 1:1200，远低于

国家标准（1:500），亟需系统性补足短板。

具体建议：（一）完善制度体系，压实主体责任制定实施细则：

由县教育局牵头，联合公检法部门出台《滑县校园欺凌防治工作

实施细则》，明确欺凌行为认定标准（如语言、肢体、网络欺凌

等分级标准）及处置流程。建立责任清单：将欺凌防治纳入学校

年度检查，校长为第一责任人，班级设置安全观察员，实行一票

否决制。推行一案一档：对欺凌事件建立电子档案，记录处置过

程、心理干预及跟踪反馈，确保闭环管理。

（二）强化教育引导，筑牢思想防线开设专项课程：编写《反

校园欺凌手册》，每学期开展不少于 8 课时的法治教育、心理健

康课，组织模拟法庭、情景剧等实践活动。加强师资培训：联合

师范院校开设欺凌识别与干预必修课，确保三年内全体教师轮训

全覆盖，合格方可上岗。营造校园文化：设立反欺凌宣传月，通

过主题班会、校园广播、匿名举报箱等形式，鼓励学生勇敢发声。

（三）构建三级干预机制，实现精准应对一级预防（全员覆

盖）：在教室、走廊、宿舍等区域加装智能监控设备，接入县级

教育管理平台，运用 AI 识别异常行为；推广使用阳光校园 APP，



学生可匿名提交求助信息，系统自动推送至班主任和校保卫处。

二级干预（重点排查）：每学期开展心理测评与欺凌风险评估，

对高风险学生（如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建立帮扶档案；设立校

园警务室，公安干警每月入校开展法治讲座。三级处置（依法惩

戒）：对查实的欺凌行为，视情节采取警示教育纪律处分移送司

法分级处理，责令施害者参加社区服务、心理矫治；为受害者提

供法律援助、转学安置等救助措施。

（四）整合社会资源，凝聚共治合力家校协同：成立家长反

欺凌志愿队，每季度举办家长学堂，普及《家庭教育促进法》；

签订《家校共育承诺书》，明确家长监督责任。专业支撑：与滑

县人民医院、心理咨询机构合作，开通心理援助绿色通道；聘请

法律顾问、社工定期驻校值班。社会参与：发动社区网格员、志

愿者参与校外安全巡查，重点监管网吧、游戏厅等场所；设立反

欺凌公益基金，鼓励企业捐赠专项保险、心理咨询服务。

（五）强化监督评估，确保长效运行建立动态监测体系：每

年发布《滑县校园安全白皮书》，公开欺凌事件统计数据及整改

情况。引入第三方评估：委托高校或专业机构对防治效果进行年

度评估，结果向社会公示。严格问责机制：对瞒报、漏报欺凌事

件的学校负责人依法追责，对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校园欺凌防治关乎青少年健康成长，更关乎社会公平正义。

建议滑县县委、县政府将此提案纳入 2025 年民生实事项目，成

立由分管副县长牵头的工作专班，统筹财政、教育、公安等部门



资源，力争两年内实现全县中小学欺凌防治体系全覆盖，打造平

安校园建设的滑县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