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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我国青少年网络欺凌的特征、影响及对策
熊子逸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河北保定，071000；

摘要：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催生了网络世界的产生，网络世界中有积极的正能量，也有消极的负能量，近年来有关

青少年网络欺凌的事件层出不穷，不仅对道德和秩序造成了冲击，更对青少年的成长极其不利。青少年网络欺凌

是指欺凌者通过互联网数字平台对青少年实施的恶意攻击、骚扰或言语侮辱等侵犯行为。网络欺凌与传统校园欺

凌相比，具有传播速度更快、形式更多样、发现欺凌者难度更大、负面影响更持久等特点，并且对青少年的身心

健康和网络秩序都有不良影响，如何预防、并及时发现和应对青少年网络欺凌，有效控制欺凌者进一步施暴和保

护受害者，需要发挥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的力量。本文通过青少年网络欺凌的特征、影响及对策等几个方面

论述，以期为促进反青少年网络欺凌综合治理，营造一个清洁文明的网络环境，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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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少年网络欺凌的基本理论

1.1 概念

青少年网络欺凌，是欺凌者利用大数据平台对青少

年进行的欺凌行为，即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论

坛和短信等一系列途径，以辱骂、激怒或诽谤、排斥孤

立青少年为目的的行为。随着社交平台的盛行，青少年

网络欺凌现象越来越多，给青少年造成影响身心健康发

展的心理伤害，也会对被欺凌者造成间接的躯体伤害，

并且损坏网络安全秩序，容易滋生犯罪，其产生的负面

影响更是备受社会关注。

1.2 特征

1.2.1 匿名性

网络欺凌实施者往往可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限

制性少，隐蔽性强，这使得欺凌者会觉得在匿名状态下

不用承担责任，从而助长了一些人称为欺凌者或者帮手，

更容易做出不恰当的举动。对于被欺凌者来说，难以确

定欺凌者的真实身份，增加了应对和寻求帮助的难度。

1.2.2 传播快速广泛

借助互联网的传播力量，欺凌信息可以在短时间内

迅速扩散到大量人群中。一条恶意的消息、图片或视频

可能在几分钟内被成千上万的人看到，对被欺凌者造成

极大的心理压力。传播范围不受地域限制，可能涉及不

同学校、地区甚至国家的青少年，影响范围广泛。

1.2.3 持久性

网络社会作为一个特殊空间,网络上的信息一旦发

布，往往很难完全删除。欺凌内容可能会被截图、保存

或不断转发，长期存在于网络空间中，持续对被欺凌者

造成伤害。被欺凌者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断受到

欺凌信息的困扰，心理创伤难以愈合。

1.2.4隐蔽性

网络欺凌通常不像传统欺凌那样易于被发现。许多

受害者不愿意公开自己的遭遇，或没意识到自己是被欺

凌的对象，尤其是在初期，受害者往往难以辨认是否已

经成为网络欺凌的目标。

1.2.5无地域限制

网络欺凌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欺凌者可以在任何

时间、任何地点进行攻击，而受害者也可能受到来自世

界各地的不友善行为。这使得网络欺凌的范围和规模扩

大，受害者的逃避空间变小。

1.2.6群体性

网络欺凌有时不仅仅是个体之间的攻击，可能是群

体性的行为。例如，某个青少年可能被一个网络群体或

班级群体集体排斥、讥笑或恶搞。这种群体性欺凌会加

重受害者的孤立感和无助感。

1.2.7形式多样

网络欺凌包括言语攻击，如恶意辱骂、威胁、诽谤

等形式；也有图片或视频恶搞，如制作并传播被欺凌者

的丑化照片或视频；还可能通过社交排斥，如在网络社

交平台上故意孤立被欺凌者。随着技术的发展，新的网

络欺凌形式也不断出现，如利用人工智能合成虚假内容

进行欺凌等。

2 我国青少年网络欺凌的影响

2.1 不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由于网络欺凌的特殊性，以及青少年的认知和心理

承受能力不够等原因，网络欺凌对青少年的攻击，无疑

会对其心理健康造成很大负面影响。欺凌行为不仅侵犯

青少年的隐私权和名誉权等，青少年受害者出于羞耻、

尴尬等心理原因，还可能导致出现焦虑、压抑、愤怒、

恍惚、自卑等种种精神和心理问题。青少年长期遭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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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欺凌，承受巨大心理压力的同时，可能导致青少年出

现躯体伤害。比如会伴有心悸心慌、头晕头疼、恶心呕

吐、睡眠障碍等身体不适,甚至可能会有自残、自杀倾

向。

2.2 影响青少年日常生活

青少年被网络欺凌会使其在社会和学校的正常生

活受到负面影响。比如，会出现情绪低落，不愿社交等

倾向，自信心受打击，不敢与人接触，造成不健康的人

际交往。同时，网络欺凌对学生的在校学习也会有负面

作用，受网络欺凌的青少年相较于未受到欺凌的未成年

人，更有可能出现厌学、逃课、不敢上学、留级等现象。

2.3 破坏健康和谐的网络秩序

青少年网络欺凌事件不同于传统欺凌事件，网络的

发达和其特殊性，使得欺凌事件发生同事优很多隐形的

旁观者和键盘侠, 这意味着会有更多人通过网络参与

到欺凌中来,网络随意发言、转发等行为还会造成更多

的青少年助长新一轮的网络欺凌行为出现，破坏网络空

间的和谐秩序，导致网络空间戾气更重。

3 预防和惩戒青少年网络欺凌的对策

3.1 学校层面

3.1.1 积极营造干预网络欺凌的校园氛围

学校应强化反霸凌教育，比如，开设提升青少年网

络素养和网络安全教育等相关的课程，向青少年传授网

络安全知识、正确的网络行为规范等，引导学生不参与、

不回应、不转发网络欺凌信息，并且不网上分享个人及

家人隐私信息，在遭受网络欺凌时，学会保留证据。定

期组织主题班会和讲座，邀请专家、学者、老师或法律

工作者进行讲解。学校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培养青少年

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情绪管理能力。制定明确的青少年网

络行为规范，明确禁止网络欺凌行为，并将其纳入青少

年日常行为规范管理中。对违反网络行为规范的青少年

进行批评教育和相应的处罚，以起到警示作用。

3.1.2 加强监管

学校应与相关部门合作，利用网络技术手段，建立

网络监测系统，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网络欺凌行为，及

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处理。对校园网络进行严格管理，

限制青少年访问不良网站。开设举报渠道，鼓励青少年、

教师和家长发现网络欺凌行为时及时举报。学校要对举

报信息进行认真核实和处理，并对举报人进行保护。学

校处理机制上，制定学校详细的

3.2 家庭层面

3.2.1 加强与青少年的沟通和监管

家长要与青少年保持良好的沟通，了解他们的网络

生活和心理状态。关注青少年的日常行为变化，及时发

现问题并进行引导，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关心和支持。

限制青少年上网时间，了解青少年访问的网站和使用的

社交平台。安装网络过滤软件，防止青少年接触不良网

络内容。

3.2.2正确引导

家长要以身作则，规范自己的网络行为，为青少年

树立良好的榜样。教育青少年正确使用网络，遵守网络

道德规范，不参与网络欺凌行为。培养孩子的同理心和

责任感，让他们学会尊重他人。

4 社会层面

4.1 完善法律法规

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网络欺凌的

定义和处罚标准，加大对网络欺凌行为的打击力度。建

立网络欺凌举报平台，鼓励社会公众积极举报网络欺凌

行为。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监管，要求网络平台履行社会

责任，建立健全网络欺凌的预防和处理机制。建立合理

完善的精神伤害评估体系，将欺凌行为对被害人造成严

重精神伤害的情形纳入法律的规制中。

4.2 加强宣传教育

社会媒体应承担起宣传反网络欺凌的社会责任。新

闻媒体可以通过报道网络欺凌的真实案例，引起社会公

众的关注和重视。同时，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网络视频

等渠道，制作和传播反网络欺凌的公益广告、短视频等，

向青少年传递积极向上的网络价值观。社区也可以组织

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邀请专家、志愿者和青少年

代表共同参与，开展支持反网络欺凌的宣传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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