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海市教育局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校园欺凌防治工作

的意见》的通知

各区市教体局，国家级开发区教体处，南海新区公共服务局，局

属有关单位：

现将威海市教育局《关于加强校园欺凌防治工作的意见》印

发你们，请结合市教育局等 11 部门《关于转发山东省教育厅等

11 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的通

知>的通知》（威教安发〔2018〕6 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

威海市教育局

2020 年 10 月 1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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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校园欺凌防治工作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厅、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平安校园”

建设工作要求，有效防治校园欺凌，保障学生身心健康和全面发

展，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加强校园欺凌防治工作的若干措施》和

市教育局等 11 部门《关于转发山东省教育厅等 11 部门<关于印

发山东省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的通知》（下简

称《方案》），制定如下措施。

一、强化责任落实

（一）压实学校监管责任。一是各学校成立欺凌处置工作委

员会，全面负责处置欺凌事件。对所发生的欺凌事件，15 日内

完成调查、复查，提出处置意见及跟踪观察涉事学生及舆情管控

措施；涉法涉诉不宜由学校处置的，应明确告知当事人，引导其

及时按照法律程序办理。二是强化考核评价，将校园欺凌防治工

作纳入学校综合评价体系，纳入校长学期和学年考评，纳入相关

岗位教职工学期和学年工作考评，评价结果作为评先选优、职务

晋升、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三是要维护学校和教师的合法正当

权益，通过奖励措施及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引导鼓励教师担

当作为，大胆管理。

（二）压实家长监护责任。一是发生欺凌事件后，学校要立

即告知并要求实施欺凌学生及家长（或监护人）向被欺凌学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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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赔礼道歉，并协商妥善解决办法。二是要求实施欺凌的学生

及家长向学校欺凌处置工作委员会进行检讨，家长陪同学生抄写

学校有关规定，共同接受教育。三是对学生家长或监护人不予配

合或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的，学校主动邀请公安、检察机关协助

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三）压实涉事学生责任。一是将欺凌行为纳入学生综合评

价。对义务教育阶段有欺凌行为的学生，学校要视其轻重情况在

操行评价里有记录，高中阶段学校据此做好防范预案。二是依据

欺凌行为情节轻重分类施策。对情节轻微的一般欺凌事件、比较

恶劣的严重欺凌事件、屡教不改或者情节恶劣的严重欺凌事件，

依据《方案》分别予以处置。三是强化惩戒，将屡教不改、多次

实施欺凌和暴力的未成年学生，按有关程序转入专门学校进行矫

治。

二、强化源头防范

（一）构建多形式教育机制。一是各中小学校（含中职学校，

下同）每学期开学的前一周，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报送学期校园

欺凌防治宣传教育工作安排。二是充分发挥课堂教育主渠道作

用，利用两周 1 课时的安全教育课、开学第一课、1530 教育模

式等，把防治校园欺凌相关知识纳入重点教育内容。三是每学年

春季、秋季开学第二周定为“校园欺凌防治宣传教育周”，通过

专家讲座、主题班会、演讲、征文、制作悬挂宣传标语等形式，

营造全员参与氛围。四是每学年至少开展 1 次案例式、情境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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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学活动，让学生直观认识欺凌行为表现，并熟悉反抗或保护

措施。五是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全省校园欺凌防治相应学段的线

上、线下知识答题活动，确保参与率 100%。六是每学年至少组

织 1 次防治校园欺凌教师培训，3 年轮训一遍。

（二）抓实重点领域专项教育。一是持续深化核心价值观教

育。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依托思政课、传统文化课堂教学，

教育引导学生，主动团结关爱同学、珍爱生命、不恃强凌弱。二

是强化法治教育。借助《道德与法治》课程、运用教育部全国青

少年普法网，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

律知识；邀请法治副校长每学期至少到学校作 1 次辅导讲座;组

织师生积极参加“学宪法、讲宪法”专题活动等，进一步增强学

生学法、尊法、守法、用法自觉性。三是突出心理健康教育。每

所学校建设心理辅导室、设立心理咨询电话、配备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心理健康教师和班主任每学期至少参加 1 次校园欺凌防治

专题培训；常态化关注学生思想动态，每学年开展 1 次学生心理

健康筛查，健全异常心理学生和跟踪教育情况台账。

（三）推进家校联动共育。一是每学年开展一次大范围家访，

通过问卷调查、设置防欺凌倾诉信箱等形式，了解学生家庭状况，

向家长宣传校园欺凌辨识和防范常识，听取学生离校后表现及家

长意见建议。二是每学期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形式，通报学生

在校情况，提示家长强化家庭教育及监护责任。三是每学期通过

召开家长会，向家长普及欺凌防范常识，教育孩子遵纪守法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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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四是建设网上家长学校，通过利用微信群、QQ 群等信息

化手段畅通家校联系，及时发布校园欺凌事件信息，警示家长时

刻绷紧监护弦。

三、强化风险防控

（一）加强制度防范。一是会议制度。学校领导班子每学期

至少召开一次办公会，专题研究解决校园欺凌防治工作措施、经

费、人员保障等问题。二是风险评估制度。每学年开学前，学校

要组织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并动态完善校园欺凌防治预案。

三是强制报告制度。严格落实学校教职员工对侵害学生行为强制

报告责任和义务，学校老师在接到学生报告后，应立即报告学校，

严禁知情不报或私下了结。学校突发欺凌事件后，第一时间报告

属地教育、公安部门；属地教育部门在 3 小时内电话报告、12

小时内书面报告上一级教育部门。发生性质极端恶劣欺凌事件，

可直接报告市级教育、公安等部门。四是信息员制度。建立班级、

小组、宿舍等学生安全信息员制度，随时搜集、掌控情报信息，

及时锁定有欺凌倾向人员，实现对苗头问题早干预、早化解。五

是承诺书制度。每学年组织家长、学生与学校签订防范校园欺凌

承诺书。

（二）加强风险隐患排查。一是学校每学期开展 1 次校园欺

凌隐患排查，全面掌握学困生、特困生、留守儿童、父母离异学

生情况，对情绪异常、有暴力倾向、有小团伙迹象等特殊群体及

个体学生，要一班一册建立台账；全面排查涉校涉生矛盾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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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欺凌线索和事件，并建档立卡。二是各区市教育主管部门要

畅通举报和求助渠道，设立学生欺凌举报和咨询平台，线上线下

接到相关线索信息时，立即组织会商研判并启动应急预案，指导

学校及时有效处置。三是学校在校园显著位置公告学校欺凌防治

负责人姓名和联系电话，制定有奖举报措施；建立校长“谈心日”，

每学期每位校领导至少拿出 3 个半天时间开展谈心活动，畅通学

生倾诉渠道，对重点关注学生要个别约谈。四是加强视频巡查，

完善探头站岗、鼠标巡逻防控机制，每月组织对欺凌易发区域和

重点场所的视频监控资料进行分析，从视频大数据中梳理行为异

常学生轨迹，甄别问题线索。五是加强人员巡查，组织力量深入

到班级、宿舍或学生集中活动场所，对监控死角要注明标识重点

排查，发现问题即刻处置。

四、强化措施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领导机制，各区市教育主管部门

要配备校园欺凌处置内设机构，负责指导本辖区校园欺凌防治工

作。强化协同联动机制，各区市教育主管部门要积极主动与网信、

公安、司法、检察院、法院等部门联动协作，按照《方案》要求，

落实部门职责，定期研判、交流信息，帮助学校解决实际问题。

强化专班攻坚机制，对极端恶劣校园欺凌事件，成立由教育主管

部门、学校及专家参与的处置专班，进行现场处置指导。

（二）加强舆论引导。各区市教育主管部门、各学校要积极

开展校园欺凌防治工作的正面宣传引导，把准惩恶扬善主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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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宣传时效和质量，发挥社会舆论威慑力，形成学校内外呼应、

社会人人喊打社会氛围；要及时回应群众关切，消除公众误解或

质疑，防止负面舆情蔓延和不良炒作。对于造谣传谣的不法分子，

教育要会同公安等部门依法惩治。

（三）建立救助机制。学校要做好对被欺凌学生及家长的抚

慰、心理疏导干预，同时做好对被欺凌学生情况的保密工作。被

欺凌学生生活特别困难的，学校应当及时启动资助程序，严防衍

生极端事件。

（四）加强督导问责。各区市教育主管部门要常态化中小学

校欺凌防治督导检查工作，把校长第一责任、分管副校长领导责

任、班主任直接责任等落实情况，作为“平安校园”“文明校园”

创建、综合治理工作考核重要依据。对每学期发生 2 起及以上欺

凌事件的学校，应调整学校主要领导岗位，约谈上级教育主管部

门负责同志；对每学期连续发生 2 起及以上欺凌事件的区市，进

行全市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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