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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校园暴力在如今已经是个频发事件,在如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对此问题展开了研究。

而研究校园暴力行为需要从多个角度结合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将从法学角度出发,研

究在法治领域下如何预防校园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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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园暴力行为概述 

1.1校园暴力行为定义 

要研究校园暴力行为的预防,我们

首先要做的便是定义清楚何谓校园暴

力。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我们从常识可以

简单的对它下个定义即校园暴力是指发

生在校园领域内的一种暴力行为。而随

着时代的发展以及我们从法治视域去研

究这个行为就要求我们对其提出更精确

的定义以及赋予其法律上的含义。首先

从时代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观察

到目前校园暴力行为不仅仅是发生在校

园内,有的可以发生在校外有的也可以

发生在新兴领域比如互联网。其次从法

律意义的角度来说,暴力行为的定义太

过宽广,我们应当具体去看校园暴力行

为是发生在师生之间的,同时会造成师

生身体和心灵受到损害的一种行为。因

此,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试着给校园暴力

下一个定义,即受害者为师生的一种侵

害身体和心灵健康的暴力行为。从受害

者角度出发,将发生在校园外的行为也

纳入校园暴力行为的内容,也比较符合

该概念的外延。 

1.2校园暴力行为的类型 

将校园暴力行为进行分类,也有利

于对其进行法治管理。笔者认为校园暴

力的分类主要应当从主体出发,根据主

体的不同可以将校园暴力行为分为以下

两种：一类是学校外部人员对于校园内

部师生进行的暴力行为。这类行为主要

是指校园外部的一些人员对于校内人员

进行的一种欺凌行为,我们经常可以看

到校外人员采取恐吓、威胁的手段强行

在学生回家的路上勒索财物,还有一些

校内学生与校外人员勾结共同进入学校

与校内师生发生冲突这些都属于校外人

员对于校园内部的一种暴力行为。另一

类行为则是校内人员之间发生的暴力冲

突行为,这其中又包括了如学生之间的

冲突如不同年级不同班级之间的学生因

为生活琐事而发生的打架事件。如学校

管理人员对于学生的暴力行为,有时我

们可以看到学校管理人员因为学生不服

从管理而采取体罚等形式的暴力这种就

属于管理人员对于学生的校园暴力行

为。还有一种就是指学生对于老师的暴

力行为,在如今校园暴力行为已经发展

到受害者不仅是学生的地步,有一些学

生因为一些事情情绪不好甚至出手殴打

老师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1.3校园暴力的特点 

目前来说我国校园暴力行为的特点

主要有以下几点：(1)团体性暴力行为频

发,暴力行为常有群体矛盾。观察我国校

园暴力行为案件可以发现团体性案件出

现的频率非常的高,很多起案件都是当

学生之间产生冲突后两方分别组织人员

最后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而这种大规

模暴力事件往往造成的后果是非常恶劣

的,甚至在有的案件中还会出现规模型

械斗。(2)暴力行为的实施者出现低龄化

现象。不同于20多年前,目前我国教育普

及程度已经大大提升,对于目前的青少

年来说早熟的也更快了。因此校园暴力

呈现出低龄化现象,而法律对于一些未

成年少年的暴力行为相对来说规制力量

是比较弱的。(3)校园暴力行为手段新

发。根据社会调查,目前我国校园暴力行

为的方式可谓是多种多样的,刨除去此

前简单的肉体损害行为现在新型的互联

网谣言行为、肢体侮辱行为都是校园暴

力行为中的新情况。而这些新情况的出

现使得现在的校园暴力行为不同于以往

只造成身体伤害更对受害者心灵造成了

巨大的伤害。(4)受害者隐匿真相。目前

国内校园暴力行为的受害者普遍都是一

些内心比较脆弱的青少年,他们在遭受

暴力行为后往往出于恐惧不敢伸张,这

使得暴力行为的调查取证变得艰难。 

2 校园暴力行为的规制现状及

其缺陷 

2.1校园暴力行为的法治现状 

国内校园暴力行为的法治现状主要

包括了立法现状与执法现状两方面。首

先,从立法方面来看,我国关于校园暴力

行为在刑法中是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的。

但在实践中,对于此类校园暴力行为如

果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按照故意伤害

罪、侮辱罪等一系列法条去给予规制。

但我们前文提到了,目前校园暴力行为

呈现低龄化特点,因此很大多数的施虐

者即便因暴力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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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惩戒却难以用刑法去规制他。从民

法的角度来说,我国目前规定暴力行为

对人身权财产权造成了侵害应当进行赔

偿,施暴者如果属于未成年也应当由其

监护人进行赔偿,同时学校应当负有一

定的赔偿责任。其他方面说,我国在行政

法、未成年立法领域对于校园暴力行为

有着一些规定但大都并未针对校园暴力

行为的特点或者是有些跟不上时代。因

此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出现案件找不到

法律依据的现状。 

其次,我们从执法层面来看。校园暴

力行为首先它属于一种暴力违法行为,

情况严重的甚至可能属于犯罪行为。那

么这种行为的规制应当是由我国的行政

机关以及司法机关进行,包括公安局、人

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他们才是对于校园

暴力行为进行规制的主要机构。但校园

暴力行为一般他的施害者和受害者都是

学生,如果采用司法手段进行规制往往

会导致时间长、影响大的后果不利于未

成年学生的身心发展。因此,现实中往往

会出现由学校牵头去解决校园暴力行为

的现象,由学校与家长之间达成协议处

理暴力行为这就造成了很多乱象。从这

个层面来看,目前我国对于校园暴力行

为的解决缺陷较多并不完善。 

2.2校园暴力行为规制缺陷 

由上文提到的我国校园暴力行为法

治现状可知目前我国校园暴力规制缺陷

较多。主要包括了以下几点：(1)立法规

定不足,对于校园暴力行为这一方面目

前我国的立法是较为缺乏的,没有特定

的对于校园暴力行为的相关立法。对于

实践中所面临的一些校园暴力行为问题

由于每个问题之间差距较大因此会采取

不一样的法律去规制,这样则会导致处

罚标准不一的问题出现。(2)执法思想偏

差,由于目前我国校园暴力行为的当事

人往往属于未成年人,因此在执法过程

中往往采取的指导思想是以教育为重而

忽视惩戒的作用。刑法中有提到对于未

成年应当采取教育保护为主惩戒为辅的

思想,但如果过分的轻视惩戒,那么对于

社会效果来说是较差的。 

3 校园暴力行为法治建设的

建议 

3.1加强专门领域立法 

立法的缺乏是校园暴力行为严重的

原因之一,特别是专门领域的立法目前还

处于空缺的状态,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加强

专门领域的立法,可以建立诸如《校园安

全保护法》之类的法律。在这类法律中应

当明确注明：(1)校园暴力行为的性质以

及规定,(2)校园暴力行为的责任。同时在

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立法中应当

将校园暴力有关的内容给予纳入,同时对

于较为严重的校园暴力行为可以考虑纳

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 

3.2明确校园暴力执法主体 

上文提到过目前我国校园暴力行为

执法过程中,执法主体不明确是一个很

严重的问题,我国的行政机关和司法系

统执法能力强但执法过程过于繁琐,而

学校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执法机构。因

此笔者建议,应当在校园暴力行为执法

过程中简化一些过程,同时加强校园与

执法机构之间沟通,形成以执法机构为

龙头学校家长给予配合的执法体系。同

时,在完善立法的基础上要求各级执法

机构严格按照规定对校园暴力行为进行

处理,绝不可随意适用法律,同时在达成

和解上要明确调查双方意愿不能让虚假

意图成功。 

3.3将校园暴力行为责任认定明确 

前文笔者提到过目前在校园暴力行

为的责任追究过程中,往往受害者的权

益很难得到真正的保护,个人名誉权以

及心灵受到的损伤难以受到弥补,而施

暴者往往只用付出金钱的代价便可以将

责任减轻。笔者建议在今后的校园暴力

行为责任追究过程中应当不仅仅注重于

经济损失的补偿,同时要注重受害者心

灵受到的伤害。可要求施暴者当众赔礼

道歉,行为严重者应当同时给予禁止接

触受害者的禁止令。最后,在学校责任这

块,应当注重追求管理人员责任承担,对

于出现校园暴力行为的苗头学校不及时

给予制止的行为也应当给予警告批评。

在疏忽管理,造成学生受到校外人员侵

害的学校同时也应当给予处罚。 

4 结语 

校园暴力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是

学校、家长、社会都不想看到的,而当

今社会校园暴力事件的频发正说明了

我们治理的漏洞所在。从法治角度去看

必须要完善立法,加强执法,厘清责任

划分才能更好的解决校园暴力行为。要

加强家长、学校以及执法部门之间的沟

通正确处理校园暴力事件。我们要从法

律上构建一个完善的体系、明确各主体

的责任问题,这样才能使校园暴力行为

得到彻底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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