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河  北  省  教  育  厅  
河 北 省 综 治 办 
河 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河 北 省 人 民 检 察 院  
河   北   省   公   安   厅  
河   北   省   民   政   厅  
河   北   省   司   法   厅  
河 北 省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  
共 青 团 河 北 省 委  
河   北   省   妇   联  
河   北   省   残   联  

冀教安〔2018〕18 号 

 
 

转发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
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教育局、综治办、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公安局、民政局、司法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团委、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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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联、残联： 

校园欺凌事关青少年健康成长、校园和谐稳定。近年来，在

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注和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共同

努力下，校园欺凌得到一定遏制。但由于在落实主体责任、健全

制度措施、实施教育惩戒、形成工作合力等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

校园欺凌事件仍时有发生，个别事件情节恶劣、影响极坏，反映

出公众对校园欺凌的不满，也反映出全社会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的机制亟待健全。对此，教育部等十一部门联合制定了《加强

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较之 2016 年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

下发的《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更加具体有

力，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是当前防治中小学生欺凌的

有效举措。现予转发，请各地、各部门结合以下要求，采取有力

有效措施贯彻落实，确保方案落地。 

一、扎实落实责任。各地要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

组织成立本地校园欺凌工作领导小组，按照《治理方案》的要求，

进一步细化明确教育、综治、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民

政、司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共青团、妇联、残联等部门和学

校的职责。学校要根据实际成立由学校、社区、家长、校外专家

组成的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形成工作合力，切实加强和有效推

进本地校园欺凌治理工作扎实开展。 

二、广泛开展宣传教育。要坚持抓长期、长期抓的思想，坚

持教育为主思维，加强法制安全教育。要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和

心理特性，分层次、分类别、有重点地利用班会、队会、社团活

动等形式，通过集中教育、在道德与法治等课程中专门设置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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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等方式，定期对中小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法制和安全教育，

增强学生的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让那些曾实施欺凌的学生

从此不再欺凌、不敢欺凌、不能欺凌。同时，要深入开展家长培

训，引导广大家长增强法治意识，落实监护责任。通过广泛宣传，

让防治学生欺凌教育进校园、进家庭，营造全社会广泛关注校园

欺凌的氛围。 

三、建立常态化排查机制。让学生远离欺凌和被欺凌，预防

是关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学校加强日常排查，及时查找

可能发生欺凌事件的苗头迹象或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欺凌事件，

要及时化解一些较为显性的欺凌；要强化教师责任，特别是班主

任的责任，经常与学生谈心谈话，与家长保持沟通，共同促进学

生健康成长；对有隐性欺凌倾向的学生，特别是对心理有问题的

学生，要通过课堂观察、学生反映、家校沟通等方法，早发现、

早介入，有针对性地开展好心理辅导。要重点加强学校及周边日

常安全管理，尤其是对欺凌事件易发现场的监管。要加快推进校

园视频监控系统、紧急报警装置等建设，建立健全防治学生欺凌

工作各项规章制度。要建立信息共享、协同排查机制，充分发挥

学校其他职能部门辅助的联动作用。要积极调动社会力量，鼓励

群众参与监督，利用专用微信、QQ 群、电话、电子邮箱等新媒体

手段，拓宽排查举报渠道，形成人人参与、共同排查的大格局。 

四、加大依法惩戒力度。学生欺凌事件的处置要坚持依法处

置，学校为主、部门配合辅助，做到合法、合情、合理。学校要

切实负起主体责任，按照学生欺凌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和处理流程

对事件及时进行调查处理，由学校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对事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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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属于学生欺凌行为进行认定。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处理申诉请求，

可根据情况组成调查小组启动复查。有关部门要结合职能，对情

节轻微、情节比较恶劣、屡教不改或者情节恶劣等不同情形的学

生欺凌事件依法采取惩戒措施，共同做好教育惩戒工作。司法部

门对涉法涉诉案件要纳入相应法律程序办理。 

五、具体工作要求 

各部门、各学校在认真落实十一部门《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

合治理方案》要求的同时，还要具体落实以下几项要求： 

（一）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担负组织、指导、协调和监

督的职责。把本地落实治理方案的工作情况作为对相关部门负责

同志、校长、学校行政管理人员、教师、班主任及相关岗位教职

工的年度考评、学期和学年考评。 

（二）各级政府要把防治学生欺凌工作作为评价下级政府教

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市级教育督导部门要定期进行督导检查。县

级教育督导部门要对县域内学校按要求开展欺凌防治教育活动、

制定应急预案和处置流程等办法措施、在校规校纪中完善防治学

生欺凌内容、开展培训、及时处置学生欺凌事件等重点工作开展

情况进行专项督导检查。 

 省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适时组织联合督查组对全省防治

学生欺凌工作进行专项督导，督导结果向社会公开。 

（三）各中小学校要在上级教育部门协调组织下，成立由教

育部门、学校、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公安派出所、基

层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和家长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建立处置预案、

公布举报、投诉电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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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教育厅举报、投诉电话：0311-66005813。 

（四）各市（含定州、辛集市）教育局要确定负责治理工作

的负责防治学生欺凌工作的处（科）室，请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

前将负责人和联系人名单报省教育厅学校安全稳定工作处。电话：

0311-66005213，邮箱：aqclzg@163.com。 

 

 

河北省教育厅       河北省社会治安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综合治理办公室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     河北省公安厅         河北省民政厅  

 

 

 

 河北省司法厅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     共青团河北省委 

                      社会保障厅  
 

 

 

  河北省妇联           河北省残联 
2018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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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内发送：委厅有关领导 

河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8 年 4 月 2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