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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垃圾桶倒扣在同学头上
算不算欺凌？

上海发布《中小学生欺凌防治指导手册》
划清学生欺凌边界

（一）管网水七项指标检测结果（2023年4月30日汇总报告）

以上公示数据由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兰州监测站检测并提供。

兰州城市供水（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4月）供水水质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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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厂水增加的水质非常规指标及参考指标的检测结果（2023年4月30日汇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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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欺负了应该勇敢
说‘不’”“看到别人被欺
负，及时告诉老师，这不是

‘告密’‘打小报告’，而是
保护同学、保护自己的正
确方式”……这是近日一
场法治副校长进校园的宣
讲活动，将应对欺凌的正
确观念植入孩子们心田。

据悉，《手册》还吸纳
公安、司法机关在未成年
人保护方面的经验与做
法，强化法治副校长参与
防治学生欺凌，明确了检
察机关、公安机关、社会工
作者等各方责任，将相关
主体责任进一步压实。

“《手册》创新性地增
设了‘需司法机关介入处
置的学生欺凌’一节，明确
了学校与司法机关配合衔
接的具体义务，引入司法
机关分类分级处理的制度
机制，重点吸收了上海检
察机关将司法保护积极融
入学校保护的创新成果。”
顾琤琮说。

《手册》发布当天，长
宁区人民检察院与区教育
局、区法院、区公安分局、
团区委会签《长宁区关于
加强专门教育工作的实施
方案(试行)》，齐聚各方合

力对有类似学生欺凌等行
为偏差的未成年人统筹进
行专门教育和矫治指导，
成为上海构建学生欺凌社
会防治格局的一个缩影。

“从把行为偏差的学
生‘送进去’矫治，到将专
门教师‘迎出来’防治，我
们创建专门教育教师入普
通学校指导的新模式，保
障相关学生既不脱离熟悉
的文化学习生活，又能接
受针对性的专门矫治教
育，让误入歧途的未成年
人‘无痕’回归正常学习、
社会生活。”长宁区新元学
校负责人韩婧说，专门教
育过程中，要避免“标签效
应”，确保行为偏差未成年
人“一个都不掉队”。

“学生欺凌对孩子人
身、财产或精神都带来极
大伤害，加强中小学生欺
凌综合治理是中小学校安
全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顾
琤琮说，通过升级《手册》，
充分整合家庭、学校、社
会、政府、司法等各方力
量，构建学生欺凌社会防
治大格局，把校园建设成
最安全、最温暖、最阳光的
地方。

据《法治日报》

小学三年级学生小强课间玩闹时将垃圾桶倒扣在小明头上，小明家长得知后，要求学校处理欺凌者，让小
强家长当众道歉并承诺管好孩子，学校赔偿治疗费用。然而，老师却认为这只是同学之间的玩笑，家长诉求未
果，上网发帖后引发舆论关注。

近年来，类似的事件屡屡引发人们热议，究竟何为学生欺凌？如何防治学生欺凌？近日，上海市教委、上海
市人民检察院发布了2.0版本《中小学生欺凌防治指导手册》(以下简称《手册》)，明确学生欺凌认定的四个要
素、五个常见形式和常见领域、八种常见错误观念等，为学校、教师、家长、学生等提供清晰的操作指引。

对欺凌的认定标准不明确、缺乏
权威中立的第三方居中裁定、学校和
老师作出的判断家长不认同……据
上海市预防中小学校园欺凌项目拓
展组调研发现，长期以来，学生欺凌
认定难、处理难问题成为防治的首要
阻碍。

为指引各方精准识别欺凌行为，
《手册》坚持操作导向，依托“上海市预
防中小学校园欺凌三年专项计划
(2021-2023)”等本地实践经验，将学
生欺凌概念解构成“主体要素”“主观
要素”“行为要素”“结果要素”四要素。

主体要素上，双方角色应具有特定

性，发生在学生之间，具有“以大欺小、
以多欺少、以强凌弱”的特性。欺凌者
与被欺凌者往往角色固定，如果双方时
常角色互换，则一般属于打闹行为。

主观要素上，欺凌者应具有故意
性，实施欺凌行为时有明确目的或恶
意动机，如勒索财物、教训某人、以此
为乐、宣示力量等，并放任或希望看
到危害结果发生。

行为要素上，学生欺凌应具有持
续性，往往反复或长期发生。一般而
言，一次性的推搡、击打、辱骂等不构
成欺凌，但网络欺凌由于一经上网就
会持续传播，应视为一种持续的伤害

行为。
结果要素上，学生欺凌行为往往

造成被欺凌者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
或精神损害。对被欺凌者的精神损
害，包括因在学校遭欺凌而不敢上
学，变得消极、沉默，被其他同学孤
立、排挤等。

“实践中，在认定学生欺凌时要
严格按照上述标准合理把握，既不能
讳疾忌医，将欺凌行为认定为普通打
闹，想着‘大事化小’，姑息纵容，也不
能动辄将学生之间的打闹上升为欺
凌。”上海市预防中小学校园欺凌项
目拓展组组长田相夏说。

不久前，在一起恶性校园欺凌事
件中，一名女生被其他两名学生掌
掴、飞踹，毫无招架之力，而周围没一
个人上前制止，反而还有学生起哄叫
好。

“学生欺凌事件中的旁观者，有
的是煽风点火者，有的是事不关己的
局外人，也有主动伸出援手的保护
者，他们对于欺凌行为的发展或制止
具有重要影响。”上海市检察院第九
检察部副主任顾琤琮说，为此，《手
册》给旁观者一份操作“清单”，当发
现正在实施的学生欺凌，在确保自身
安全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进行
劝阻或制止，及时向成年人求助，帮
助被欺凌者摆脱困境，降低学生欺凌

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
《手册》全文近2.7万字，清晰界定

了学校、教师、家长如何防治学生欺
凌、学生如何应对学生欺凌，并将相关
法律法规作为附则，便于查阅使用。

作为学生日常活动的校园，应加
强学生欺凌的预防和教育，制定相关
工作制度，畅通学生欺凌的早期预
警、事中处理及事后干预的具体流
程；对易发生学生欺凌的场所，通过
人防和技防等方式重点监管。

作为树德育人的教师，应在日常
教学中帮助学生识别欺凌，鼓励学生
如实报告，对因身体条件、家庭背景、
学习成绩等处于弱势的学生加强关
注，对孤立排挤等情形及时干预、制

止，发现欺凌行为向学校报告。
而对学生影响最大的家长，既要

教育孩子树立同理心和良好的同学
关系，还要及时发现孩子被欺凌或者
欺凌他人的端倪，强化家校沟通，正
确应对欺凌行为。

“防治学生欺凌落实到具体实践
过程中，仍存在许多模糊、操作不明
确之处。”在华东政法大学青少年犯
罪研究所所长高维俭看来，《手册》坚
持操作导向、问题导向和责任导向，
内容涵盖学生欺凌的早期干预、及时
发现、规范处置，将学生欺凌防治这
一难题转化成各方能看懂、可操作的
具体指导，提高学生欺凌治理的操作
性、规范性。

精准识别欺凌行为

防治恶性校园欺凌

共护学生健康成长》》》 》》》

已来而未均的AI时代
随着聊天机器人ChatGPT火爆全球，

人工智能这个诞生于 1956 年达特茅斯会
议上的概念，历经技术迭代，迎来新的发展
热潮。

“众所周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已经历
了三次浪潮……大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
是第四次浪潮的典型代表，已经展示出强
大的应用潜力。”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人工智
能伦理与治理工委会主任、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机器人实验室主任陈小平日前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我们已经进入AI 2.0的时代。”创新
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对记者
说，当前流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AI 2.0
时代的第一个现象级应用，“真正有望实现
平台化效应，进而探索商业化的应用创新
机会”。专家见解不完全相同，但普遍认为
当前已进入新的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
成为这个时代强大的生产力工具，将使人
类劳动出现深刻变化。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机遇
“人工智能和人类长处不同，所以基本

上能够和谐相处。”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理工
系教授、日本人工智能学会伦理委员会委
员长栗原聪表示，人工智能作为提高劳动
效率的工具将大大发挥作用，还能帮助人
类提升创造力。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预测，到2030
年，人工智能将创造15.7万亿美元的经济价
值。人工智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机遇。

李开复表示，人工智能可以通过高效运
算，接管一些重复性工作，把人类从忙碌而
繁重的日常工作中解放出来，让人类节省最
宝贵的时间资源，去做更多振奋人心、富有

挑战性的工作，如按其所长贡献创造力、策
略思维等。“如此一来，人类的生产力会大幅
提升，并且每个人都有机会把自身潜力发挥
到极致，从而共同促进高质量发展。”

在中国移动互联网企业麒麟合盛的办
公场景中，撰文、翻译、制图、代码核查等工
作一半以上都由人工智能完成。该企业创
始人李涛认为，人工智能已掀起新一轮工
业革命，让信息化产业从“手工时代”进入

“工业时代”。
在这种时代变迁中，的确有一些工作

会消失，但又有新的劳动形式涌现。在中
国作家协会科幻文学委员会副主任陈楸帆
看来，人工智能可能会替代一些重复性、高
强度和危险性的人类劳动，如制造业中的
流水线作业、金融领域的数据分析等；同时
也创造新的劳动形式，如人工智能训练师、
人工智能伦理顾问、机器学习工程师等。

随着人工智能与人的协同发展，劳动
效率大幅提升，工作与生活的关系可能发
生改变。

不过，未来人工智能并非百利而无
弊。陈楸帆表示，需要为人工智能确定伦
理规范，如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公平性与
不歧视等。

据新华社北京5月1日电

未来已来，科幻作家威廉·吉
布森的这句名言，似乎正在变成
现实。近日记者就人工智能（AI）
对人类劳动的影响采访一些人工
智能科学家、科技企业家、科幻作
家，他们反复提到“未来已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