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应对校园欺凌的预防机制如
何 小学预防校园欺凌班会教案(优质10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
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学应对校园欺凌的预防机制如何篇一

由于校园暴力事件的随机性，许多同学对其产生了恐惧和焦
虑。一些同学不敢把事情告诉家长和老师，更不敢报警，甚
至警方破案后也不敢出面作证，成为“沉默的羔羊”。忍气
吞声往往会导致新的暴力事件的发生。

自己或发现他人遭遇紧急情况时，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向家长、
老师或警察求助，采取最有效的救助措施。

要应对暴力，我们必须增强五个意识：

第一，要有依法的意识。违法行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第二，要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

第三，要有方法和策略意识。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切记不
能蛮干。

小学应对校园欺凌的预防机制如何篇二

总指挥：

副总指挥：



成员：

工作职责：

建立健全校园安全管理制度和校园暴力事件预防、应急处置
机制；预防和处置校园暴力事件，提高校园暴力事件的预防
和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对校园暴力事件的组织领导、协调处
理，解决校园暴力事件的善后处理和稳定工作。

（二）防暴应急指挥小组下设现场防暴组、疏散引导组、通
信联络组、现场救护组四个具体工作组。

1、现场防暴组

组长：

成员：

工作职责：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与施暴者进行周旋，必要时可实施正当
防卫措施。

2、疏散引导组

组长：陆国明

成员：各班班主任

工作职责：

迅速将学生有序的转移至校园内安全区域，做好防范措施。
安抚学生情绪，控制混乱局面。

3、通讯联络组



组长：

成员：

工作职责：

第一时间报警，根据现场情况及时向区教育局汇报事件情况，
传达上级指示；联络协调各工作组。

4、现场救护组

组长：

成员：

工作职责：

对伤员进行急救处理，联系120将重伤员送往医院救治。

小学应对校园欺凌的预防机制如何篇三

各班级要集中对学生开展以校园欺凌治理为主题的专题教育。
充分利用安全教育平台，开展品德和安全教育。学校邀请司
法人员到校开展法制教育。组织教职工学习对校园欺凌事件
预防和处理的相关政策、措施和方法等。让学生明白“违法
必究，冲动必受惩罚，违纪就要付出代价”。

（二）加强制度建设

学校成立专项管理小组，建立系列制度。

（三）加强预防

学校加强校园欺凌治理的人防、物防建设，充分利用心理咨
询室开展学生心理健康咨询和疏导。



学校救助电话：xxx

1、安全隐患排查。各班级学生之间相互监督、举报。重点排
查管制刀具、手机（发现后及时联系家长来校领走并说明原
因），敲诈勒索同学、抽烟现象、单身家庭或家庭不和谐的
子女、留守子女、心理偏激学生等。各班级将排查结果书面
上交级部，以级部为单位报安全办公室存档。

2、出入大门登记制度。保卫人员按要求及时开关学校大门，
持警械于室外值班。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上课时间关门，
学生无特殊情况，不得擅自走出校门，离校必须由班主任写
出门证，履行正常手续后家长接出。对来客和来访人员，必
须予以查询、登记，并与学校被访人员联系，征得同意后，
方可进校。

3、上课。坚持晨午检制度，入校后班主任第一时间进行晨午
检。如有学生缺勤，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并逐级汇报。上课
期间，任课教师是第一责任人，发现问题及时联系班主任。
教师上课不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严厉禁止剥夺学生的听课
权。

4、课间管理。值班领导和值日教师分工安排检查课间秩序，
上下两节课任课教师是责任人。班主任检查两操人数，学校
安排专人对厕所、教学楼进行巡查。

5、立案查处。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语言及网络、肢体等
手段，实施欺负、侮辱他人者，一经查实，学校将依据有关
条例严肃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要及时向公安部门报案并
配合立案查处。

（四）学校家庭齐抓共管

定期召开家长委员会会议。家庭学校既要相互配合又要分工
负责，各司其职，统一行动、联合整治，及时处理。及时发



现、调查处置校园欺凌等不安全事件，严肃处理相关学生。

小学应对校园欺凌的预防机制如何篇四

本次专项治理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xx年6月—8月

1、开展教育。集中对学生开展以校园欺凌治理为主题的专题
教育，开展思想品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校纪校规教育、
遵纪守法教育、行为规范教育和安全防范知识教育，邀请公
安、司法等相关部门到校开展法制教育。组织教职工集中学
习对校园欺凌事件预防和处理的相关政策、措施和方法等。

2、主题班会。组织学生围绕《遵纪守法、珍爱生命、共建平
安校园》主题，结合近期全国发生的一些校园欺凌事件，根
据本校实际进行讨论反思。通过班会，帮助学生树立纪律观
念、法制观念，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学会与人交往、沟通、
交流能力。

3、完善制度。制定完善校园欺凌的预防和处理制度、措施，
建立校园欺凌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明确相关岗位教职工预防
和处理校园欺凌的职责。

4、加强预防。加强校园欺凌治理的人防、物防和技防建设，
充分利用心理咨询室开展学生心理健康咨询和疏导，公布学
生救助或校园欺凌治理的电话号码并明确负责人。

5、排查建档。学校管理干部和班主任及任课教师要高度重视
学生之间的矛盾排查和化解工作，班主任和任课教师要通过
与学生谈心、交流随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认真排查学生
之间的矛盾纠纷，做好矛盾化解工作，避免矛盾激化，发生
过激行为。要加强对特殊留守儿童的教育管理，摸清底细、
建档造册，积极利用好家校沟通平台，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教



工作。要特别关注学生的课业和心理负担，防止因过重的课
业负担和心理压力引发事故案件。要对与学校、教师和学生
家长存在纠纷和积怨的人员、精神异常人员、有暴力倾向或
过激行为人员、仇视社会或扬言滋事报复人员等重点对象和
人员，进行细致排查，属于校内人员的学校要切实做好工作，
并逐一建档，落实专人加强管控，如涉及校外的应立即向公
安等部门报告。对管制刀具和其他可能危及校园安全的物品
进行清查。

6、及时处理。要及时发现、调查处置校园欺凌事件，严肃处
理实施欺凌的学生。涉嫌违法犯罪的，要及时向公安部门报
案并配合立案查处。

第二阶段：20xx年9月—12月

我校要对专项治理第一阶段专题教育情况、规章制度完善情
况、加强预防工作情况、排查建档、校园欺凌事件发生和处
理情况等，按照要求进行全面自查和总结，于20xx年7月10日
前形成自查报告并报区教育局安监办。

小学应对校园欺凌的预防机制如何篇五

一些同学在遭遇校园暴力、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却全然不知，
以为校园暴力仅仅是不礼貌行为;另一些同学在目睹校园暴力
时也无动于衷，以为只是同学间的“嬉闹”。要抵制校园暴
力，首先要具备对校园暴力的识别能力。

校园暴力包括行为暴力、语言暴力和心理暴力。行为暴力在
校园暴力现象中最为普遍。

行为暴力主要指包括打架斗殴、敲诈勒索、抢劫财物等一系
列对人身及精神达到某种严重程度的侵害行为。



小学应对校园欺凌的预防机制如何篇六

组长：杨东云

副组长：仇田珍、唐光斌

成员：李绍华、付刚平、谢小英、明玉丹、

李胜、田梦君、杨思源母彩霞

具体由副组长唐光斌分管，田梦君负责日常工作，负责资料
的收集和整理，杨思源做好宣传报道工作，母彩霞负责学生
心理疏导工作。

小学应对校园欺凌的预防机制如何篇七

1、认知与技能：让学生认识校园暴力产生的原因，认清校园
暴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2、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恰当的引导和暗示教会学生察觉自
己的攻击意识，并合理控制与调整不合理的观念。

3、行为与表现：当面对他人的攻击时能够尝试用温和和理智
的态度处理矛盾，有效化解危机。掌握应对校园暴力的正确
方法，从而提高防暴能力，进而学会保护自己。

了解校园暴力的实质和危害，掌握正确应对校园暴力的方法
和策略。 班会过程：

这一环节让学生就其平时听到或遇到的校园暴力进行讨论，
然后，教师进行简单的归纳，之后引出校园暴力的概念。

校园本是静美之所，然而这片静土也染上了血腥。如果任由
这种校园暴力发展下去，那无疑会在青少年中间造成一种不



良的暗示：邪恶比正义更有力量，武力比智力更有价值。这
是相当危险的，所以要拒绝校园暴力。

校园暴力的最可怕之处在于其施暴者是孩子，而受害者也是
孩子。对施暴者来说，其过早染指了不良恶习，日后的成长
令人担忧。而对受害者来说，这样的经历无疑是一场梦魇，
很容易留下永久的伤痕。列举一些校园暴力事件：

2013年9月30日下午3时50分，西安市81中初一学生于某与同
班同学李某在教室因琐事发生打架，于某用随身携带的一把
不锈钢单刃匕首捅入李某左肋部，李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2012年10月24日下午4时20分，高陵县原后小学三年级学生巨
某与五年级学生唐某放学回家途中，戏耍发生口角，打闹中
唐某用随身携带的小水果刀划破巨某的颈部，巨某因流血过
多，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2012年11月2日晚10时40分，西安桃李旅游烹饪专修学院中专
学生甄某与同学史某等打斗，被史某用雕刻小刀刺伤，经医
院抢救无效死亡。

校园暴力的产生原因比较复杂，受多方面的影响。有家庭原
因，有社会因素，也与教育工作者和学校管理有关。调查中
发现，仅从施暴者自身来看，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习压力大，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排解。

第二、心理不健康，精神空虚。

第三、传媒渲染（网络、电视、电影、广播、报刊等），社
会暴力文化的影响。

这一环节让学生就常见的校园暴力进行深入的分析，经过学
生分析总结后让学生自己先说出校园暴力带来的危害。之后，



教师进行总结。 从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四方面来看校园
暴力危害。

校园暴力在很多人的心里都留下很深的烙印。这种不良影响，
不仅仅体现在受害者，也使施暴者的心灵成长和社会前途中
增添了大量的阻力。

对于施暴者而言：

给他人带来伤害，要承担治疗甚至赔偿费用，要受到学校老
师严肃批评教育，甚至无法继续完成学业。他们的行为很难
获得社会（主要是学校和家庭）的认可，那些常在中小学打
架，特别是加入到暴力帮派的学生，很多最终都走上犯罪道
路。

对于受害者而言：

带来肉体损伤甚至残疾；易造成性格懦弱、自卑，缺乏信心
和勇气；造成心灵的阴影和伤害；厌学甚至辍学。

第一，不能“怕”字当头。在遇到勒索、敲诈和殴打时不害
怕，要敢于抗争。因为这些拦截的不良少年大多和受害者同
龄，他们所实行的第一次拦截往往都是一种试探。如果此时
在心理上就被对方所压倒，任其欺压，那么这样的第一次妥
协其实就纵容、鼓励了拦截者，就会带来了更不良的后果。
因而，有效防范校园暴力的第一要诀就是“不怕”。但是要
注意避免激发对方暴力升级，导致眼前吃亏。

第二、要及时报告。我们也要认识到勒索、敲诈经常是同暴
力紧密联系的，我们提倡在“不怕”的前提下与之抗争，但
不意味着逞一时之勇，反而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因此，在遇
到勒索、敲诈后要及时向学校、家长报告。第一次遇到拦截
后的表现是十分重要的。无论对方的目的是否得逞，如果一
味害怕而忍气吞声，或是不想宣扬，相反的会在无形中助长



了对方的气焰，使得对方以为你软弱可欺，往往会导致新的
勒索、敲诈和殴打事件的发生。

第三、要搞好人际关系，强化自己保护意识。这也是防范校
园暴力的一条途径。一个有广泛、良好人际关系的学生，就
不容易成为勒索、敲诈和殴打的对象。

第四、要慎重择友。要对学生的交友进行教育，鼓励多交品
德好的朋友，多交“益友”，不交“损友”，对已经受到暴
力侵害的朋友要多安慰，但不宜鼓动或煽动其找人来报复，
以免引起更大的争端。

校园本应是我们学习知识、接受教育的地方，但频频出现的
校园暴力却打了校园应有的宁静。校园暴力是人际冲突的一
个极端，对我们来说是双重伤害，同时也体现出人际交往的
问题。要应对暴力，我们必须增强五个意识：

第一，要有依法的意识。违法行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第二，要有强烈的自己保护意识。

第三，要有方法和策略意识。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切记不
能蛮干。

第四，要有见义勇为、见义智为、见义巧为的意识。在保护
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对他人实施救助。

第五，要有强烈的报告意识和证据意识。及时上报并注意搜
集证据，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出示。

我们青少年共同生活在一起，就应当互相帮助、互相谅解、
互相包容，仇恨的种子长不出和平的芽，暴力不能真正的解
决问题，让我们一起大声说“远离校园暴力”。这节课后，
同学们要进一步向家长、老师请教如果校园暴力侵害我的时



候，我还能怎样做？完善自己保护的手段，提高自己保护的
能力。希望同学们尽量不看有暴力画面的影视剧，不读有暴
力情节的书刊，不玩有暴力色彩的游戏，不做有暴力倾向的
人，让我们熄灭暴力的火焰，做个健康阳光的学生。

小学应对校园欺凌的预防机制如何篇八

通过举办主题班会，使学生认识校园暴力的危害性，掌握与
校园暴力做斗争的方法，那么，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收集
的中小学版预防校园欺凌主题班会教案，供大家阅读参考。

1.通过本次主题班会，使学生懂得什么是校园欺凌以及校园
欺凌的危害。

2.使学生掌握面对校园欺凌时应该采取的措施，教育学生遵
纪守法，互帮互助，共建平安校园。

使学生懂得什么是校园欺凌以及校园欺凌的危害，学会正确
面对校园欺凌，保护自己。

一、谈话导入主题

同学们都知道校园是一个供我们读书和掌握知识的地方，这
里承载着我们的梦想，但是，如果这片圣洁的土地上因充斥
着暴力而失去生命，将是何等的悲哀啊!“暴力”，它不但可
以摧残你的肉体;还可以使一颗纯净的心灵走向弯曲;更能使
人的精神受到痛苦的折磨，严重时，能威胁你身边的人的生
命安全。今天我们班会的主题就是“反校园欺凌，建平安校
园”。

二、有关校园欺凌的事例

近些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多起校园欺凌引发的惨案，一桩桩、



一件件发生在学生身上的事例让人触目惊心，也让我们更加
关注校园安全。

1.女生太邋遢引公愤遭群殴

重庆荣昌区法院审理了一起健康权纠纷案件，一初中女生兰
兰在住校期间太邋遢，引起宿舍其他女生的“公愤”，5名女
生对兰兰打耳光，想要“教育”兰兰，不料竟将其打成10级
伤残。

2.多人围殴女生事件

11月23日下午，qq空间、微信朋友圈热传一则视频，视频中一
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学生被两名同学轮番掌掴，视频画面之外，
不时传来阵阵狂笑。视频画面中，一名穿校服的女孩站在路
边上，被几名年纪相仿、身穿同样校服的女学生轮番掌掴。
记者细数了下，在短短的6分多钟视频里，被打女生遭38次掌
掴。据了解，这个视频发生在张掖市山丹县第二中学校外，
而打人者与被打者均为该校学生。

3.福建南安两初中女生暴力3分钟小学女生被扇25巴掌

6月29日，福建南安水头，一小学女生被打视频流出，父亲认
出女儿后报警。视频中，这段流出的视频，时长共3分40秒。
视频显示，女生扎着长长的马尾辫，白衣黑裙，被10多个学
生围着，两名女生断断续续，前后共朝前脸部扇了25巴掌。
通过视频声音可知，其中一名女孩，一边动手扇巴掌，嘴里
还振振有词地质问：“你不是说见我一次打我一次吗?”

4. 福建永泰初三男生遭围殴脾被切除 此前被同学欺凌4年

6月10日上午，16岁的永泰县东洋中学初三学生小黄，在结束
中考语文科目考试后，难以忍着剧烈腹痛继续参加中考，这
才向父母道出了一个藏掖4年多的秘密：自小学五年级起，他



就经常被其他同学无故殴打。8日晚，小黄再次遭同班同学夏
某、林某和张某围殴，忍痛2天后被送医，却被发现脾脏出血
严重，于11日晚，经手术切除了脾脏。

三、学会正确面对校园欺凌

这些悲剧令人闻风丧胆!然而暴力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因校
园欺凌而流的血还未凝固，它仍在上演，它仍在继续。针对
连续发生的校园安全极端事件，我们学校高度重视，积极行
动起来，切实加强思想教育和校园安全保卫工作，确保学生
生命安全。同时，同学们也要学会一些面对欺凌的应急方法：

1.在威胁与暴力来临之际，首先告诉自己不要害怕。要相信
邪不压正，终归大多数的同学与老师，以及社会上一切正义
的力量都是自己的坚强后盾，会坚定地站在自己的一方，千
万不要轻易向恶势力低头。

2.大声地提醒对方，他们的所作所为是违法违纪的行为，会
受到法律纪律严厉的制裁，会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同时迅
速找到电话准备报警，或者大声呼喊求救。

3.如果危险发生，可用自己的书包、扫把、凳子、桌子等物
来挡，可以躲避受到的打击;若是隔壁班发生危险情况，要赶
快关紧自己班的门、窗，不让歹徒进来。

4.如果受到伤害，一定要及时向老师、警察报案。不要让不
法分子留下好欺负的印象，如果一味纵容他们，最终只会导
致自己频频受害，陷入可怕的梦魇之中。

5.如果周围有人，要大声喊叫，引人注意，同时也要避免激
怒歹徒萌生杀机，须以保全生命为第一考虑。

6.要冷静面对，巧妙运用机智逃离。



7.找机会逃到人多的地方求救，或躲入商店、民宅。

四、总结谈话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由亲情、道德、责任、义务等等所交织的
密切的关系当中。每一个人的现在都与未来相连，每一个人
的自身都与家庭相连，每一个人的荣辱都与整体相连。为了
个人的成长，为了家庭的幸福，为了这荣辱相伴的整体，让
我们行动起来，一起反校园欺凌，建平安校园。

1.认知与技能：让学生认识校园暴力产生的原因，认清校园
暴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2.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恰当的引导和暗示教会学生察觉自
己的攻击意识，并合理控制与调整不合理的观念。

3.行为与表现：当面对他人的攻击时能够尝试用温和和理智
的态度处理矛盾，有效化解危机。掌握应对校园暴力的正确
方法，从而提高防暴能力，进而学会保护自己。

：了解校园暴力的实质和危害，掌握正确应对校园暴力的方
法和策略。

活动一：走近校园暴力

这一环节让学生就其平时听到或遇到的校园暴力进行讨论，
然后，教师进行简单的归纳，之后引出校园暴力的概念。

校园本是静美之所，然而这片静土也染上了血腥。如果任由
这种校园暴力发展下去，那无疑会在青少年中间造成一种不
良的暗示：邪恶比正义更有力量，武力比智力更有价值。这
是相当危险的，所以要拒绝校园暴力。

校园暴力的最可怕之处在于其施暴者是孩子，而受害者也是



孩子。对施暴者来说，其过早染指了不良恶习，日后的成长
令人担忧。而对受害者来说，这样的经历无疑是一场梦魇，
很容易留下永久的伤痕。列举一些校园暴力事件：

20xx年9月30日下午3时50分，西安市81中初一学生于某与同
班同学李某在教室因琐事发生打架，于某用随身携带的一把
不锈钢单刃匕首捅入李某左肋部，李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20xx年10月24日下午4时20分，高陵县原后小学三年级学生巨
某与五年级学生唐某放学回家途中，戏耍发生口角，打闹中
唐某用随身携带的小水果刀划破巨某的颈部，巨某因流血过
多，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20xx年11月2日晚10时40分，西安桃李旅游烹饪专修学院中专
学生甄某与同学史某等打斗，被史某用雕刻小刀刺伤，经医
院抢救无效死亡。

活动二：分析校园暴力产生的原因

校园暴力的产生原因比较复杂，受多方面的影响。有家庭原
因，有社会因素，也与教育工作者和学校管理有关。调查中
发现，仅从施暴者自身来看，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习压力大，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排解。

第二、心理不健康，精神空虚。

第三、传媒渲染(网络、电视、电影、广播、报刊等)，社会
暴力文化的影响。

活动三：校园暴力带来的危害

这一环节让学生就常见的校园暴力进行深入的分析，经过学
生分析总结后让学生自己先说出校园暴力带来的危害。之后，



教师进行总结。 从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四方面来看校园
暴力危害。

校园暴力在很多人的心里都留下很深的烙印。这种不良影响，
不仅仅体现在受害者，也使施暴者的心灵成长和社会前途中
增添了大量的阻力。

对于施暴者而言：

给他人带来伤害，要承担治疗甚至赔偿费用，要受到学校老
师严肃批评教育，甚至无法继续完成学业。他们的行为很难
获得社会(主要是学校和家庭)的认可，那些常在中小学打架，
特别是加入到暴力帮派的学生，很多最终都走上犯罪道路。

对于受害者而言：

带来肉体损伤甚至残疾;易造成性格懦弱、自卑，缺乏信心和
勇气;造成心灵的阴影和伤害;厌学甚至辍学。

活动四：如何预防校园暴力?

校园暴力常见情形：1.是索要钱物，不给就拳脚相加;2.是以
大欺小，以众欺寡;3.是为了一点小事，大打出手;4.是同学
之间因“义气”之争;5.是不堪长期受辱，以暴制暴。

这一环节，教师首先归纳有关校园暴力常见的情形，然后，
让学生讨论后为事件里的主人翁出主意，教主人公几招预防
暴力的办法。对于学生而言，以下几个方面可参考：

第一，不能“怕”字当头。在遇到勒索、敲诈和殴打时不害
怕，要敢于抗争。因为这些拦截的不良少年大多和受害者同
龄，他们所实行的第一次拦截往往都是一种试探。如果此时
在心理上就被对方所压倒，任其欺压，那么这样的第一次妥
协其实就纵容、鼓励了拦截者，就会带来了更不良的后果。



因而，有效防范校园暴力的第一要诀就是“不怕”。但是要
注意避免激发对方暴力升级，导致眼前吃亏。

第二、要及时报告。我们也要认识到勒索、敲诈经常是同暴
力紧密联系的，我们提倡在“不怕”的前提下与之抗争，但
不意味着逞一时之勇，反而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因此，在遇
到勒索、敲诈后要及时向学校、家长报告。第一次遇到拦截
后的表现是十分重要的。无论对方的目的是否得逞，如果一
味害怕而忍气吞声，或是不想宣扬，相反的会在无形中助长
了对方的气焰，使得对方以为你软弱可欺，往往会导致新的
勒索、敲诈和殴打事件的发生。

第三、要搞好人际关系，强化自我保护意识。这也是防范校
园暴力的一条途径。一个有广泛、良好人际关系的学生，就
不容易成为勒索、敲诈和殴打的对象。

第四、要慎重择友。要对学生的交友进行教育，鼓励多交品
德好的朋友，多交“益友”，不交“损友”，对已经受到暴
力侵害的朋友要多安慰，但不宜鼓动或煽动其找人来报复，
以免引起更大的争端。

活动五：课堂小结

校园本应是我们学习知识、接受教育的地方，但频频出现的
校园暴力却打了校园应有的宁静。校园暴力是人际冲突的一
个极端，对我们来说是双重伤害，同时也体现出人际交往的
问题。我们青少年共同生活在一起，就应当互相帮助、互相
谅解、互相包容，仇恨的种子长不出和平的芽，暴力不能真
正的解决问题，让我们一起大声说“远离校园暴力”。这节
课后，同学们要进一步向家长、老师请教如果校园暴力侵害
我的时候，我还能怎样做?完善自我保护的手段，提高自我保
护的能力。希望同学们尽量不看有暴力画面的影视剧，不读
有暴力情节的书刊，不玩有暴力色彩的游戏，不做有暴力倾
向的人，让我们熄灭暴力的火焰，做个健康阳光的学生。



小学应对校园欺凌的预防机制如何篇九

1、高度重视校园安全工作，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结合实际，
举一反三，严防此类事故发生。要加强学校教育教学常规管
理，严防因管理疏漏发生意外。要采取措施，加强安全防范
能力建设，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切
实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严格落实
安全工作党政一把手负责制，形成“一把手”亲自抓，分管
领导具体抓，相关部门和教职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工作
机制，坚决防止有规定不执行、有制度不落实、有责任不追
究的倾向。

2、把安全教育管理工作的好坏与个人评先评优、职称评定、
绩效工资挂起钩来，严格落实“一票否决制”，使安全教育
管理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3、按照有关规定，全体教职工要及时上报安全工作信息，尤
其对重大情况和突发性事件要第一时间上报，发生迟报、漏
报、瞒报现象的将追究相关责任人。

4、严格排查，建立台账。要以“零容忍”的'态度，对校园
欺凌专项治理情况开展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要列出清单、
建立台账。

小学应对校园欺凌的预防机制如何篇十

亲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校园欺凌是危及学生安全、破坏校园稳定的一大隐患。近几
年不断频发的欺凌事件让我们为之心悸。如今，随着网络的
发达与普及，校园欺凌又呈现出了网络传播的新趋势，让许
多无辜的人受到更严重的身心伤害，而要彻底杜绝校园欺凌
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作为新
时代的高中生，应该从自我做起，拒绝校园欺凌，首先拒绝



成为校园欺凌的施暴者：

1、提高个人修养，与同学友好相处。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文化精髓值得我们继承与发展，
例如“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退一步海阔天
空，忍一时风平浪静”，与人为善，宽容待人，能避免同学
之间大部分矛盾。

2、积极沟通，疏泄情绪。

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难以化解的难题，也难
免怒气冲冲。遇到难题，要积极与家长、老师、朋友倾诉沟
通，在家长、老师的引导下，提高非暴力意识和非暴力情感，
正确疏泄心中情绪，避免暴力发生。

3、远离暴力源。

中学生的暴力行为，很多源自于模仿社会帮派和影视中的哥
们义气、侠士风度，把动用武力看成解决人与人之间争端的
唯一手段，崇尚“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是很危险的，同学
们要主动远离暴力影视，远离社会帮派。

4、加强法律知识学习。

作为中学生，有些同学已年满16周岁，满足担负刑事责任的
年龄要件。同学们要积极阅读法律书籍，增强法律意识，从
小养成良好的法制观念，要明确施暴者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
后果。

5、校园欺凌不仅仅是“打”。

心理学家将校园欺凌分为直接欺凌和间接欺凌，直接欺凌主
要是指打骂，间接欺凌包括散播谣言、排挤受欺凌者等等。



间接欺凌造成的伤害不容小觑，严重可致人死亡。所以，不
能给其他同学起侮辱性的绰号、不能散播关于其他同学的消
极谣言，说闲话，更不能威逼恐吓。

同学们，当你与家人、同学之间产生隔阂、发生矛盾时，要
及时沟通，寻求帮助，纠正不良心理，不让自己成为“暴
力”的奴隶。

1、自尊自信，培养健全的人格。

在遭遇校园欺凌的孩子中，普遍存在“自卑”“低自尊”的
现象，所以避免“被欺凌”，首先要培养自尊、自信的人格，
壮大自己的气场。另外，自大、自私的性格也容易招致报复，
同学们要提高自己的修养。

2、广泛交友，与同学友好相处。

在学校多交朋友，和同学友好相处，平时不要过于争强好胜，
说话要注意分寸，给自己给别人都留点面子。不要拉帮结派
或加入社会帮派，避免和一些喜欢惹是生非的学生走得太近。
遭遇故意挑衅时，懂得巧妙化解，然后快速离开。

3、加强体育锻炼，强身健体。

身体弱小的同学、不善交流的同学、朋友不多的同学，都建
议培养一项体育方面的爱好，一方面可以强身健体，一方面
可以通过运动结交好朋友，有朋友的陪伴就不容易被欺凌。

4、外出时不走小路，尽量结伴出行。

放学后有校车的尽量乘坐校车回家，没有的可以和同学们结
伴而行，同时不要走小路、抄近路，避开一些有潜在危险的
地带，尽量不要单独待在厕所、操场、校园偏僻的角落。不
熟悉的人找尽量不去，有事在班级里解决。



5、携带防身用品、报警器。

如果曾遭遇过校园欺凌或威胁，为防止再遭打击报复，可以
携带防身用品或报警器。建议女孩子们尽可能随身携带，不
仅可以预防校园欺凌，也能预防社会上的不良侵害。

一旦遭遇了校园欺凌，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1、面对校园欺凌不低头。

校园欺凌发生时，首先告诉自己不要害怕，要相信大多数同
学、老师以及社会上的正义力量都是自己的坚强后盾，会坚
定地支持自己。一旦我们内心笃定，就会表现出一种强大的
威慑力，让施暴的人不敢贸然攻击，甚至自动退缩。

2、拖延时间，瞅准机会逃跑。

若被多人围困，要懂得周旋，一旦对方放松警惕，立刻趁机
逃跑；

如果你有把握打动他们，那就尽可能取得他们的信任，不让
暴力事件发生。注意：人身安全是第一位的，避免使用挑衅
性语言惹怒对方，以免遭遇更严重的暴力。

3、抓住机会呼救或报警。

若正好有人经过，一定要大声呼救；

如果你携带手机，一定要及时拨通电话报警，或发送求救短
信至12110。报警时要小心以免被对方发现。

4、发现校园欺凌事件不要坐视不理。

当发现有同学遭受校园欺凌时，应尽快报告老师或报警，不
要坐视不理，默默走开，更不能围观。



总之，同学们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当你感觉可能会遭遇校
园欺凌时，要主动及时地和老师、家长联系，积极争取学校、
家庭和社会的保护与帮助。学会用法律知识保护自己，大胆
揭发坏人坏事，不要忍气吞声，姑息养奸。

同学们已经是高中生，身形体力与成年人相近，若遭遇暴力
侵害、无法逃脱且危及生命的情况下，可适度反抗，保护自
身安全，所以学习和掌握一些基本的防身术非常必要：

1、如果施暴者从侧面抱住你，可以用靠近他的那只手猛击他
的裆部，再迅即用同一只手的肘部猛撞他的肋部，这一举措
可以使施暴者遭到重创。

2、如果施暴者从前边抓住了你的肩，建议你用同侧的手搭在
他的手臂上，然后朝被按的方向转身，头一低，即可咬住他
的小臂。咬紧不要松，再猛摇头，趁机朝他脚尖上猛跺，他
必然松手。

3、如果施暴者将你按倒在地，并掐住了你的脖子，你可以顺
势抓住他的手臂，借力弹起双腿夹住他的头，用力撞向地面。

4、上身被困住时，用膝盖撞击施暴者下身或腹部，也是很有
力的反击。

5、如果和对方面对面站着，可用前额攻击对方面部和胸部，
一般而言，撞击面部效果较好（尤其面部鼻梁三角区）。

注意，学习防身术，是为了在关键时刻为自己赢得逃跑的机
会，切忌与施暴者多纠缠，先逃跑再报警才是硬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