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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暴力危险测量与防控机制研究 

刘　焱

（安徽大学 法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　要］校园恶性暴力现象无论是内发式还是侵入式，都呈现出数量上升、施暴与受害者群体化、行为与结果恶性化程度加

重的特征。在探析校园暴力原因的同时，需要进行防控机制研究，包括建立校园暴力危机预测机制，建立、落实和改进间接

和直接防控机制，从而发现校园人身安全潜在问题，改善心理疾病学生心理状态，对违法犯罪进行威慑并增加犯罪障碍，从

而促进我国校园安全机制的良性发展和安全防范能力的实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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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暴力，指校园及其有限辐射地域内发生的
与校内人员有关的侵害人身安全的、并在行为方法

上达到一定暴力恶性程度的违法犯罪活动。近年

来，校园恶性暴力现象在我国频繁出现，尤其是自

２００４年云南某大学学生因同学矛盾连杀寝室４人
案至今，校园中的各类因日常琐事、情感、性关系、

心理扭曲等原因产生的恶性暴力事件不断，有关犯

罪人到小学幼儿园砍杀学生案件，校园内群殴、性

侵害等报道频频出现。校园暴力呈现出从个体间

的恩怨情仇向校园内群体性有组织违法犯罪、校园

外犯罪人因病态心理仇视社会等原因选择学生群

体进行发泄和报复的恶性发展趋势，校园暴力逐渐

成为犯罪学研究的一种犯罪类型。

　　一　校园人身安全的特殊重要性

校园人身安全，属于校园安全的范畴，校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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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还包括校园教学秩序安全、设施安全、财产安全、

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等，有医疗机构的还包括药品

安全。校园恶性暴力首要侵害的是人身安全，也可

能侵害财产安全、教学秩序等。在人们的心目中，

校园象征着安静祥和，是圣洁的读书之地，师生们

在这里享有外部社会所不具备的高度安全感。但

校园与社会毕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些联系包

括校园周边环境对校内的影响、社会不良群体甚至

违法犯罪帮伙对校内渗透、网络信息对校园的覆

盖、学生外出兼职等，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校园安

全具有不确定性。一般而言，校园人身安全具有以

下特点：

１．校园是人群高度聚集地，一旦发生恶性暴
力事件，伤亡难以预料。中小学校园人数往往达到

数千人以上，大学校园更是数万人以上，是持续性

人群高度集中区域（寒暑假除外）。如在寝室、课

堂、操场等地实施暴力行为极有可能伤及他人，如

果是群体斗殴或针对校园内不特定人群的发泄性

杀伤等，伤亡更加难以控制。

２．校园人群尤其是小学幼儿园学生，基于体
格发育、社会阅历等原因，多为难以自卫群体。实

际案件中针对不特定校园内人群的疯狂杀伤恶性

暴力犯罪主要集中于小学和幼儿园，如２００４年 ９
月一名歹徒闯进江苏苏州某幼儿园，挥刀狂砍伤２８
名儿童案，［１］２００６年５月河南巩义某幼儿园被纵火
致３名幼儿死亡１４人受伤案，［２］２０１０年４月江苏
泰兴某幼儿园一名男子持刀冲入砍伤２８名幼儿２
名教师１名保安案。［３］犯罪人选择在小学幼儿园实
施犯罪，与该地域人群天然防御能力弱具有直接

联系。

３．学生是家庭的中心、父母的掌上明珠，对校
园学生的侵害，往往更能够达到心理扭曲的犯罪分

子报复社会的意图。尤其是情绪宣泄型犯罪人，愈

是能造成他人更多的痛苦，愈能平衡自身扭曲的心

理。此外，在西方国家也有发生有政治目的的校园

劫持案件，如２００４年俄罗斯南部别斯兰地区的恐
怖分子基于政治目的劫持中学人质事件致３００余
人丧生。有研究者指出，各国已将维护校园安全视

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将其列为预

防和制止恐怖活动的重要规范活动之一。［４］因为，

犯罪人员可能利用青少年的社会价值，扩大犯罪的

政治影响，并增加劫持谈判的筹码。

　　二　校园暴力危机预测机制的建立

校园恶性暴力事件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校

园外进入人员对校园内师生的侵害，即侵入式；一

种是源于校园内的侵害，可称为内发式。校园暴力

的重要的特点是其违法犯罪集中于校园内或其有

限辐射地域，地域具有范围的确定性，校园暴力危

机的预测相对于社会普通犯罪更具有实施的可

行性。

校园暴力危机预测，是指通过对校园安全措施

的综合评估来判断该校园的潜在危险性以及防范

恶性暴力事件的能力。评估机制应当是对间接防

控与直接防控措施的综合评价，可以参考心理测量

量表，设计相关测试问题，给每个问题的回答选项

赋以相关分值，通过累计分值，综合判断校园的安

全程度。校园安全程度高的学校恶性暴力事件发

生可能性低，发生后应急能力强，有利于减少危害

的扩大，其间接防控措施的加强，对于减少本校内

发式违法犯罪具有重要积极作用。

校园暴力危机预测的对象是学校，学生是问卷

调研的对象，但不宜成为预测对象。因为，极少数

学生具有非常态心理或危险人格表征，一些学生具

有各种心理方面或轻或重的问题。现有部分学校

已开展对学生的心理测试，并对测试结果中表明精

神状况具有一定特征的学生进行私下约见或提供

心理咨询帮助等，这是学校人性化与科学化发展的

重要举措。但在本研究中尚不宜开展预测或发现

有暴力危险学生，因为该种预测本身具有不精确

性，一旦某学生的测试结果为具有暴力危险性人

格，其必然会产生巨大精神压力，同时也可能受到

周围师生的“重点关注”，从而产生受歧视感，导致

与测试本来目的相违背的结果。

校园暴力危机预测的具体方面可以包括：（１）
学校违法暴力事件与违法暴力因素现状。通过问

卷统计学生是否亲历或亲见校园地域发生违法暴

力事件，是否使用铁棍刀具甚至枪支等凶器（侵害

类型包括蓄意伤害、性侵害、强索财物、寻衅斗殴

等），是否见到有违法犯罪分子、精神病人进入校园

或在校园门口徘徊，校内是否存在帮伙组织、本人

是否被拉拢或有同学被拉拢等，从而了解该学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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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违法暴力因素及其危险程度。（２）学校的直
接防控措施状况。通过问卷统计学校的保安是否

正规，是否在重要场所设置监控设施，路灯是否充

足，是否在死角地区及危险地区有特别防范，是否

设置防止车辆高速行驶的减速设施，中小学幼儿园

是否禁止校外人员随意进入，是否有巡逻志愿者或

保安巡逻等，从而了解该学校在直接防控措施方面

达到的防范程度。（３）学校的间接防控措施状况。
通过问卷统计学校教师是否有歧视或不适当批评

学生的行为，如采用尖酸刻薄、威胁性批评方式，最

差生评选等（根据调研，８３％的学生对老师有伤自
尊或尊严的讽刺批评方式最不能容忍。有研究者

指出，带有讽刺、蔑视性等语言的批评指责，本身就

是一种冷暴力，这种现象不被重视，少数教师甚至

把它作为管教、震慑学生的法宝，会使学生心理上

产生一系列不良反应［５］），是否有为学生提供心理

帮助和开导的专门人员，是否坚持对学生进行违法

犯罪法制教育，是否公平公正地处理学生违法乱纪

问题等。

校园安全测量可以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每隔

一定年限测量一次并结合实际考察，对于分数不能

达到一定标准的学校，提出改进建议，帮助其改进

校园安全防范能力。

　　三　校园综合防控机制的发展

（一）间接防控措施的发展

１．加强人性教育，改进普法教育方法。校园
恶性暴力事件多数为内发式，源自于极少数学生对

人性的扭曲、生命的漠视。有研究者指出，我们习

惯于把学生出事归咎于其心理素质差，却忽视了心

理素质差背后存在的被扭曲的生命观念。［６］人性需

要教育么？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不是抽象的，而

是现实的、具体的，一定的社会关系是形成人性的

决定性因素。［７］学校需要加强以生命观教育为核心

的人性教育。人性教育应当是一种启发式、引导式

教育。有研究者指出，在教学中经常遇到学生咨询

“人生知识”的困惑，他们在专业课和政治课中找不

到如何协调人际关系、应对管理、恋爱、所学知识何

所用等等问题的答案。［８］当前我国各类学校普遍开

展普法教育，包括大学将法律基础作为公共课程，

同时增设了人性教育课程，如“大学生人际交往”

“大学生恋爱”等课程。问题是其效果不甚理想，存

在相关课程内容枯燥乏味、较严重逃课、背书应付

考试或下载论文应付考查等现象。因而需要思考

如何逐步改进人性教育、普法教育的方法，如对课

程理论内容进行压缩，留出更多课时给案例探讨、

播放纪实片和电影等，当然还有更多创新方式。

２．建立和发展心理帮扶机制。针对少数学生
存在心理问题（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包括极少数教

师），许多学校已经建立心理咨询帮扶机制。有学

校教师采用意象对话、音乐疗法等各种方法进行有

益尝试。心理帮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良心

理的预防及轻微不良心理的纠正，二是对严重不良

心理情况进行评估。学校的心理帮扶应当主要是

前一方面，如通过人性教育、普法教育、多元价值观

探讨（多元价值观有利于人们从不同角度对同一问

题进行多元化理解，从而避免对问题理解的单一

化、钻牛角尖，有利于化解偏激心理）、心理知识的

一般普及教育，进行健康心理培养，同时促使轻微

不良心理的矫正。如果发现对象有严重不良心理

且已表征出相当危险性时，应当考虑在本人同意下

由心理专业机构采用技术要求更高的心理矫治方

法（可能需要药物辅助治疗）对其进行帮扶，并对其

宿舍安排、父母陪同等做适当考虑。心理学的研究

已对不良心理矫治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如精神

分析法、厌恶疗法、认知与内省疗法、镇定情绪排解

紧张等各种方法，其中认知和内省疗法、排解紧张

的各种疗法（如娱乐疗法、体育疗法）等一般适合校

园采用，而类似精神分析法涉及当事人隐私等，宜

通过专业心理机构来实施。

（二）直接防控措施的发展

１．加强动态保卫巡逻机制。科恩和费尔舍在
日常活动理论中指出：犯罪的发生除了具有犯罪动

机的潜在犯罪人外，还要求适宜的目标和缺乏有能

力的保卫者。［９］詹姆斯·加罗法洛指出：大量的学

校犯罪与有能力的保卫者（教师、保安人员）不在时

潜在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１０］

２０１０年连续发生小学幼儿园恶性暴力事件后，各级
各类学校均已建立正规保卫制度，招聘经过训练的

保安，校园人防力量得到实质性提高，多数中小学

幼儿园隔离社会人士随意进入校园的入校审查制

度也更为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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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保安对违法犯罪人具有强有力的威慑力，

因为身穿制服的保安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维护秩

序和安全的一种力量。以往校园保安制度主要是

静态防卫，即主要在学校门口的保卫室进行安保工

作。少数违法犯罪人利用这一点，无视校园安保。

当前，部分高校基于学校面积扩大、地域开阔的实

际情况，已经开始实施保安的动态巡逻，如两位保

安人员骑自行车或驾驶小型电动车巡逻校园。与

街区公安巡逻的有益性一致，校园保安在校内也需

要建立动态巡逻机制，尤其是操场巡逻、树林道路

巡逻、晚间教学楼和宿舍楼道巡逻、校内建筑死角

巡逻等。通过动态巡逻可以向校内人员彰显安保

力量，威慑违法犯罪，同时也可以加大对违法犯罪

及时发现的可能性。如２０１０年９月，贵州某中学
一女生被该校５名男生强行拉到男生寝室内实施
轮奸，［１１］该校虽然建立了宿舍楼管理员值班制度，

但显然巡查机制不够完善。动态巡逻需两名以上

安保人员，学校需充足安保人员数量，合理安排工

作程序。在聘用保安的模式上，有研究者提出建立

“单位买保单、保险公司聘保安、保安保平安”的联

动防控模式，［１２］可以尝试和探索。

２．合理配备校园监控设施。部分大学和中学
搬迁到城市附近地区后面积增幅较大，有些学校原

本建于山坡附近，或校园内建筑死角多，这些地域

特征在客观上为违法犯罪提供便利的隐蔽条件，为

有潜在犯罪心理的人创设了犯罪情境，不利于对犯

罪的及时发现和控制。当前许多学校已安装监视

探头，如２０１０年６月合肥市教育部门要求全市中
小学幼儿园校园进出通道，原则上至少安装一个

３６０度全景数字监控探头，图像存储不少于 ３０
天。［１３］部分暴力犯罪人鉴于监控设备的存在所产

生的趋避心理冲突，可能会阻却犯罪意图，或迫使

其在实施暴力行为后尽快逃离犯罪现场从而减少

重复伤害或连续伤害。有研究者指出，美国海兹堡

州立大学将电视闭路系统应用在不同的校园建筑

里，在派遣区域进行遥控监管，警务人员能够在巡

逻车的膝上电脑遥看监视内容。［１４］健全的监控设

施具有威慑犯罪人、及时发现犯罪、方便侦查的重

要作用，也有利于发现犯罪人逃跑路线及地点、有

利于危机处理员在赶赴途中适时了解犯罪现场状

况。监控设施也有利于防止其他违法犯罪如盗窃

财物等。校园监控设施的安放应充分考虑安全必

要和不侵犯隐私。

３．安装足够数量的校园内路灯。实践表明犯
罪分子偏爱在照明度低的地点实施犯罪活动，黑暗

有利于犯罪得逞和逃脱，故而易于增加犯罪人的胆

量，并有可能增加被害人的恐惧感。对晚间有学生

学习生活的校园，应当保证照明设施的充足；对于

一些特殊地段不宜充分照明的，可采用加强人防巡

逻等其他措施。

４．改善校园交通安全。校内道路一般不属于
公共交通，也基本不存在快车道与慢车道、人行道

之分（虽然校园内部分路段也有人行道，但实际中

师生及进入校内人员并没有同在普通公共道路上

走人行道的意识。同时校园内学生在行走过程中

由于讨论学习、聊天、打闹、谈恋爱甚至思考等，往

往注意力分散）。校内人群的密集度和流动量高，

故驾驶员需放慢速度谨慎驾驶。２０１０年１０月，河
北某大学校园内发生严重机动车撞人致两名女生

一死一伤。据校门口保安称，轿车进校门时并不

快，但进校约一百米后突然加速，经过超市门口时，

将两名玩轮滑的女生撞飞。［１５］学校需要采取措施

加强校园交通安全，如限制校外车辆随意进入、在

校门口和校内直行道路上隔段设置减速带，减少岔

路口建筑或树木遮挡等。

５．设置校园警报装置。２０１０年柏林一所中学
发生疑似校园枪击案险情，校长发现后立即摁下警

报按钮发出校园内警报，学生在教室里迅速锁好门

窗并用障碍物堵住，趴在地上或躲藏在桌子底下，

等待来援警察指令。［１６］学校不仅与公安机关建立

报警联通，自身也可以建立警报装置，在发生突然

事件尤其是严重恶性暴力犯罪时，及时发出校园内

警报，提醒周边师生及时了解情况、就近躲避疏散

或前往抢救伤员。目前，一些高校已经建立了多部

门联合的独立警报装置。学校也可以在校园保卫

部门设置校园警报装置，借助校园内广播音响系统

发出适时警报。

（三）对危险征兆的处理

校园恶性暴力案件中，一些由于学生之间矛盾

纠纷和学生违法犯罪团伙等引发的案件往往具有

犯罪先兆，但征兆处理往往比较困难。如２００７年１
月安徽金寨某中学学生因情感纠纷捅杀两同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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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前班主任找犯罪人谈话，让他把心思放在学习

上，之后惨案还是发生。［１７］２０１１年４月安徽怀远某
中学两位中学生因搬桌椅争吵，班主任进行了教育

并让两人都写下保证书保证不会再惹事生非，而其

中一人晚上下课后在校门口与对方再次发生冲突

时持短刀乱捅致１死６伤。［１８］一方面，以情感纠葛
为代表的各种矛盾具有复杂性，一时的劝说往往难

以取得确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劝说行为本身

也可能引起被劝者的逆反心理，如使被劝者增强失

败感、觉得没面子等。部分高校开始逐步试点的心

理测试能为尽早发现危险征兆进行心理干预，但也

需慎重。如２０１０年４月北京某高校一女生在被学
校心理约谈后９天跳楼自杀。［１９］从被测试者的角
度来看，学校心理测试与约见有可能加剧被测试者

的心理负担，如果周围同学了解被测试者被单独约

见，可能会造成更多的负面效果。针对已有征兆的

校园内发式危险，当前实践中处理机制较为简单直

接，尚不足以应对复杂的危险情况。如何建立有区

分、有针对性和循序渐进的应对处理机制，值得进

一步深入研究。有研究者者指出，校园暴力应急处

理机构应由事故处理、信息传达、医务、心理咨询、

法律咨询人员共同组建。［２０］对于出现有违法犯罪

学生团伙征兆的，学校应当及时与管辖公安机关沟

通，共同协商对校园内违法犯罪团伙组织的摸查、

登记与处理方案。

参考文献：

［１］李　灿．一歹徒闯进苏州民工子弟托管点砍伤２８名儿

童［ＥＢ／ＯＬ］．［２００４－０９－１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

ｃｎ／ｃ／２００４－０９－１１／１８２４３６４５１１５ｓ．ｓｈｔｍｌ．

［２］陆　欢．河南巩义发生幼儿园纵火案３名幼儿死亡１４

人受伤［ＥＢ／ＯＬ］．［２００６－０５－０８］．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

ｃｏｍ．ｃｎ／ｃ／２００６－０５－０８／１７２８８８６８５５８ｓ．ｓｈｔｍｌ．

［３］王骏勇．江苏泰兴一男子持刀闯入幼儿园砍伤 ３１人

［ＥＢ／ＯＬ］．［２０１０－０４－２９］．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ｏｈｕ．ｃｏｍ／

２０１００４２９／ｎ２７１８３６３９６．ｓｈｔｍｌ．

［４］孙　晔．国外校园安全措施及启示［Ｊ］．山东警察学院

学报，２０１０（５）：１１８－１２０．

［５］田　丽．关注学校冷暴力［Ｊ］．当代青年研究，２００９

（１０）：５６－５９．

［６］冯宇红．从大学生自杀和校园暴力论大学生生命意识

［Ｊ］．黑龙江高教研究，２０１０（７）：１３２－１３４．

［７］辞海 ［Ｍ］．１９９９年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２０００：８６５．

［８］李玫瑾．马加爵犯罪心理分析［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学报，２００４（３）：１１０－１１５．

［９］李　伟．犯罪学的基本范畴［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４：１１５．

［１０］吴宗宪．西方犯罪学 ［Ｍ］．第２版．北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６：２９７．

［１１］中学女生被多名男生强奸同学围观无人制止［ＥＢ／

ＯＬ］．［２０１０－１０－１２］．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ｌｅ

ｇａｌ／２０１０－１０／１２／ｃ＿１２６５０１３３．ｈｔｍ．

［１２］沈惠章．论校园安全问题的综合应对［Ｊ］．上海公安高

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１０（５）：５１－５５．

［１３］徐颖奇．下月２０日前全市校园装上电子眼［Ｎ］．合肥

晚报，２０１０－０５－１４．

［１４］魏　莉．美国大学社区警务新方略比较研究［Ｊ］．甘肃

警察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１）：１０－１３．

［１５］孔　璞．河北大学校园醉驾撞人疑犯被拘［Ｎ］．新京

报，２０１０－１０－１９．

［１６］刘　向．德专家谈校园安全：老师家长政府共同构筑

校园“安全伙伴”［ＥＢ／ＯＬ］．［２０１０－０５－２６］．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１０／０５２６／２０／６７ＫＴＶＰ２７０００１４６ＢＣ．ｈｔ

ｍｌ．

［１７］周瑞平．校园惨案 法理视角的警示意义［Ｎ］．人民法

院报，２００８－０５－２５．

［１８］张　涛．高中生持刀连刺７人［Ｎ］．新安晚报，２０１１－

０５－０３．

［１９］北科大女生接受学校心理约谈后跳楼身亡［ＥＢ／ＯＬ］．

［２０１０－０５－０４］．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ｈｏｔｏ／

２０１０－０５／０４／ｃ＿１２７１９４４．ｈｔｍ．

［２０］吴允锋．建立校园暴力应急处理机制的若干思考［Ｊ］．

青少年犯罪问题，２００９（３）：２４－２９．

责任编辑：黄声波

０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