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 会 自 我 保 护

不 成 为 受 害 者

我国刑法规定，未满14周岁或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故意
伤害但没有致人重伤的，不构成犯罪，作为一般民事纠纷处理，由
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以此为由，有些孩子就以“我没成年，
法律管不着我”为借口，肆无忌惮、有恃无恐。事实上，法律的约束
是防治校园欺凌不可或缺的一环，但这种约束不是简单地处置施
暴者，还包括对家长、学校、社会的规范。除了要让未成年人承担
欺凌与暴力的相应法律责任外，更应该进一步明确未成年人监护
人的监护职责。而学生在面对校园暴力的时候更要清楚了解如
何保护自己。

要从根本上杜绝校园欺凌和暴力，还是要立足教育。如果父
母一直重视家庭教育，给孩子一个有利于健康成长的环境，从小培
养孩子健全的人格，就能够很大程度上避免孩子遭受校园暴力。
而孩子一旦遭遇校园暴力，家长也不要着急，首先要问清事情的来
龙去脉，其次要接受孩子的情绪，理解孩子，以孩子的感受为中
心。有时候孩子所遭遇的困难恰巧是父母走进孩子内心的契机，
而在沟通过程中，如果父母发现孩子存在心理问题，也不要碍于面
子不愿承认，应当及时请专业人士进行疏导，以免错过最佳解决时
机。而作为老师对于那些有过暴力行为的孩子，不要另眼相看。
作为老师，要充分了解孩子的行为动机，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帮
扶。学校更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法制教育。

当青少年面对校园暴力，首先应该寻求老师和父母的帮助。
父母有着未成年人没有的决断力和成熟的分析能力以及处理能
力。在校园内发生此类事情，老师有义务与责任帮助你。勇敢地
告诉他们事情的原委和你的真实感受，并接受帮助。也可以去找
好朋友的帮助，同理心会让他更容易理解你，就好比我们小时候看
的《哆啦A梦》中长期遭受胖虎暴力及恐吓的大雄去向哆啦A梦寻
求帮助一样。朋友的安慰会给你与家长老师不同的心理的慰藉。
其次，若事态变得更严重，报警是最能保护你安全的选择。霸凌事
件不仅会伤害你，还会伤害爱你的朋友和父母，所以不要为施暴者
开脱。在老师有处理不当，包庇或不愿出面处理的情况下，警察的
介入可以用法律的公正、公平让施暴者得到应有的惩戒。除此之
外，可以寻求公益组织和心理医生的帮助。在青少年阶段，心理健
康尤其重要，随之产生的反面效应会影响人的一生。

面对校园霸凌
“我们”该怎么办？

“遇见更好的自己”之

校园暴力的预防和自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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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制校园暴力 让孩子健康成长
打开网站，输入“校园暴力”几个字，就会有一大批视频出现在眼前：羞辱、掌掴、围殴……每段视频，都触目惊心，刚看完女生天台群殴，转

眼男生厕所被揍。大部分人在面对校园暴力深为愤怒的同时，也总会忍不住叹息：原来本该用来给学生们接受教育、安心学习的学校，如今怎
么会出现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况？

目前，根据这些暴力的手段可分出6个类别，包括：关系暴力、语言暴力、肢体暴力、性暴力、反击型暴力和网络暴力。我们更多谈及的是
以未成年学生为加害人和被害人的校园暴力伤害事件，而在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中，施暴者的不以为然更是让人十分揪心。有些孩子“天真
地”认为暴力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是能够解决问题的；有些孩子则把暴力当作一种“发泄情绪”或“树立威风”的方式；还有些孩子录制视频，
上传到网络，将暴力行为当作一场“表演秀”，这些现象折射出的是青少年价值观的扭曲和家庭、学校、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校园暴力就像是一柄重锤，狠狠敲在我们的心上。令人们疑惑的是：现在的青少年到底怎么了？学校，本应是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然
而，当种种欺凌行为不断伤害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冲击社会的道德底线时，我们是否应该反思，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孩子变得暴戾？又是什么让
有些孩子无法得到应有的保护？而全社会又该怎样做，才能有效防治校园霸凌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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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校园暴力，有教育界的学者表示：
“许多施暴的孩子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或
是家境优越，认为不管出了什么事，家长都
可以摆平。或是家境恶劣，自己有过被父母
暴力对待的经历。家长处理问题的方式，往
往会引发孩子的模仿。校园暴力的发生，在
很大程度上与家庭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
系，作为父母，首先要做好孩子前期教育工
作，才能最大程度上使孩子免受校园暴力之
苦。”

我们不难发现，容易遭受校园暴力的孩
子往往在性格上缺乏自信、人际交往能力较
差，这种性格的形成一般与父母的教育方式
有很大的关系。有些父母总是不断批评孩
子的缺点而忽视孩子的长处，子女缺少来自
他人的欣赏与肯定，长此以往，十分不利于
自信心的建立。而校园暴力的施暴方则常
常表现出心理失衡的特点，究其根源，同样
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难以得到父母的认
可，同时，如果孩子长时间生活在家庭暴力
中，也很容易成为校园暴力的主角。另一方
面，现在一些孩子都是在家长的溺爱中成长
起来的，导致其不懂感恩，甚至不会尊重别
人，学生对老师的敬畏感也逐渐弱化，老师
甚至不敢正常地教导学生。所以，孩子的问
题更多地反映了家庭教育出现的问题，导致

孩子不能容人，不会处理、化解和同学之间
的矛盾。对于这些问题，家长应该深刻地反
思。

网络上有不少家长的求助信息，许多都
是因为孩子在学校受了欺负，家长既心疼孩
子，又不知所措。如何让孩子远离校园暴力
的伤害，成了很多父母心里忧患的问题，既
要让孩子不被校园暴力案例吓到，又要让孩
子相信生活的美好，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
题。遇到这种情况，有心理学家建议：家长
不要简单粗暴地教育孩子“打回去”，更加切
忌指责孩子，而是要努力充当子女坚强的后
盾。首先要向孩子问明情况，当一名好“听
众”，倾听孩子的心声。当知道孩子为什么
会遭到校园暴力后，家长要尽量站在孩子的
角度，用朋友的语言与孩子交流，让孩子打
开心结，释放压力，还可以适当用一些肢体
动作，例如拥抱、爱抚等安慰孩子，让孩子感
受到来自家庭的爱和温暖，还要与老师和对
方家长沟通，及时解决问题。不能灌输给孩
子太多负面的东西，以免让孩子生活在对善
良的质疑中。但现在各种伤害的案件让我
觉得，还是要让日渐长大的孩子适当的了解
一些，不管是发生在校园还是社会上的伤害
案，让孩子多一些警醒和防范，避免不必要
的伤害。

校园暴力：在家庭的不良影响下“成长”

前不久，北京某专修学院发生了一起校
园暴力事件。两名女生在宿舍内遭到多名
女同学殴打，导致嘴角撕裂、身体多处受
伤。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事发后，打人女生
竟在微信朋友圈公然发布警车和警察照片，
并配发“已经对警车免疫”“这次几日游？”等
调侃性的文字。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青少
年中出现的校园暴力、道德沦陷，究竟是出
于什么样的心理？

首先，社会大环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
孩子，成为校园欺凌滋生的土壤。比如影
视、游戏中的暴力，会让孩子形成一种“心
理免疫”。一旦现实生活中出现了矛盾，他
们就会不自觉地将暴力行为应用到其中。
有心理学家表示：“青春期的孩子身心发育
不完全，大脑的前额叶还不成熟，加之荷尔
蒙激增，所以情绪不稳定、暴躁失控、自我
调节能力差是常见的现象。这也是导致青
少年暴力行为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除
去生理因素外，更主要的原因则是青少年
对施暴行为的认知出现了偏差。偏差的出
现，与其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包括家庭、
社会等诸多方面。”现在的孩子多为独生子
女，养成了孩子唯我独尊的畸形心态，形成

了遇事只考虑自身利益、漠视他人存在的
褊狭性格，一旦自身利益受到了外界的侵
犯，就会采取一些极端行为来进行反击，其
中就不乏通过伤害对方身体或者性命来发
泄自身愤怒的行为。抗压能力也很薄弱，
青少年学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校园中
度过的，缺乏社会的历练，心理比较脆弱，
遇事不冷静，易冲动，遇到压力、挫折、委屈
时，也不与他人沟通，而是自己默默地承
受，因此很容易为了一点小事而发生极端
的违法犯罪行为。

面对青少年的心理缺失，还折射出政
府、社会和家庭以及学校对学生教育、管理、
青少年法制教育等方面的缺失。对学生心
理健康状况的不重视，造成青少年心理极端
激进而做出不当的事情，是当今社会不得不
面对、不得不加以反思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预防青少出现校园暴力，了解青少年的暴力
心理并相应地为其做好心理健康教育是关
键。只有疏导了青少年心理问题、改善青少
年心理不健康的状态、除掉青少年心理障
碍，才能给青少年一个更好的心态，去面对
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从而避免校园暴
力的发生。

校园暴力：在孩子的心理缺失中“发芽”

控制校园暴力，是家庭、学校、社会和
政府的共同责任，学校有第一责任主体的
特殊地位，加强学校管理和提高教师素质，
以及建立预防校园暴力的综合体系都是当
务之急。除了被我们看到的暴力事件之
外，日常生活中被老师家长当作“女生间小
打小闹”而忽视的霸凌事件也不占少数。

记者经过多方走访发现，大部分学生在
受到暴力对待的时候，首先选择了忍气吞声
的处理方式，其次才想到要告诉家长，而本
来应该是优先考虑向老师和校方求助的，反
而是到了最后关键时刻才不得不开口，仿佛
向学校寻求保护是一种下策。很多时候是
因为老师和校方对校园暴力的认识不足，仅
凭淘气或恶作剧来裁定学生的行为性质，倾
向于谴责弱势一方，这就导致了学生对老师
和校方的负面理解。有同学表示：“有些时
候，告诉了老师也没有用。老师不会管的，
说不定这个事儿说出来之后，不但会受到老
师的批评，对方还会报复我。”

未成年人行为能力不健全，在校学习学
校当然应该承担监护责任。从法理的角度
考虑，虽然父母是监护人，但父母把孩子送
到全日制寄宿学校，就没有办法对孩子实施
监护，监护权实际上转移到学校。不管学校
是寄宿学校还是非寄宿学校，学校对学生的
监护责任都是不容置疑的。现在一些学校
为追求升学率，放弃了很多认为不重要的科
目，尤其是中小学，因法律、法规不作为考试
的科目，一些学校甚至于虚设的教学时间都

没有安排。在现代社会，学法、守法、用法，
是一个人生存的基本前提。学校一方面要
教给学生一定的法律知识；另一方面，要用
身边发生的事例及时教育引导学生，使学生
明白学校提倡什么、鼓励什么、禁止什么、反
对什么。此外，对违法犯罪的学生，不要因
为害怕影响到学校的声誉而大事化小、小事
化了，这会助长其他学生的阴暗心理。加强
对学生的跟踪管理，及时了解学生动向，把
握学生思想动态，及时发现学生矛盾，及时
引导学生正确处理矛盾。关爱学生，加强管
理，预防校园暴力的发生。必要的时候，可以
聘请法制教导员、法官、家长、警察、心理专家
等对学生进行经常的演讲、授课，努力培养学
生的法律意识，使学生明白通过法律维护自己
合法权益和利用法律解决矛盾冲突的道理，并
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做一个守法的公民。

学生是教育的对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的好坏关系到学校教育的成功与否。面对
校园暴力，学校要及时处理，公平处理，不放
松不忽视，及时调查。事发后，学校可以组
织人手，一边平息事态，稳定当事双方的情
绪，一边调查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并进一步
抓好受伤害师生的安抚工作，帮助施暴学生
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认真做好其他学生的
教育和警示工作，达到处置一例，教育一片
的目的。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强化学校的安
全防范措施和应急处置措施，将校园暴力事
件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校园暴力在学校的
忽视下“结果”。

校园暴力：在学校的忽视下“结果”

“网络暴力”流行，施暴者将暴力事件
上传网络。施暴者通过论坛、微信、微博等
对受害人进行言语攻击，或上传受害人隐
私、被侮辱的照片、视频等。与过去相比，
发生在网络时代的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有
着更易传播、更易扩散的新特点。当人人
都是自媒体的时代，一起发生在校园角落
里的暴力事件，很有可能在当天就会广为
人知，暴力就会通过网络达到“二次传播”。

记者留意到，校园暴力的另一个新特点
是，施暴者暴力、旁观者冷漠。当看见校园暴
力发生时，围观者不是去制止、劝阻或报告老
师，而是饶有兴趣地拿起相机和手机进行拍
摄，以一种娱乐的心态看待正在发生的暴力
行为，并且在网络中传播散发。此种冷漠举
动或纵容，给被侵害人造成的身体、心理损伤
极大。

一些施暴视频发布到公共平台之后，由
此带来的传播效果，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比如人们会对受虐者产生同情、加强自我保
护意识，对施暴者加以谴责、告诫自己不可施
暴等，这是积极的效果。但如果施暴者对自

己的恶行引以为傲、高调叫嚣，引发未成年人
的效仿，这会造成很严重的社会消极效果。
所以，网络的“双刃剑效应”，必须引起我们的
足够重视。有学者表示：“在新媒体环境下，
有一些视频材料没有经过后期处理，直接把
暴力现场展示在屏幕上，甚至过度渲染细节，
这些都是应该禁止的。因为，孩子们在观看
欺凌暴力视频报道时，往往缺少家长或学校
的合理引导，这就很容易让身心发育尚不成
熟的观看者感到不适、受到冲击，成为欺凌暴
力的间接受害者。另一方面，这些视频也很
有可能造成‘观察学习’效应，引起一部分未
成年人的模仿，成为反面教材。”

其实，暴力事件可以报道，典型事件也
应当通报，媒体可以做道德上的评价、行为
上的指导。但要注意的是，不要过分渲染
细节，不要出现暴力打斗的具体场面。否
则，可能适得其反。传播案例，能够引发社
会关注，起到警示的作用。但是，应该避免
泄露孩子的隐私、揭开孩子的伤疤、使他们
受到二次伤害。无论如何，要将孩子的身
心安全与合法权益放在首位。

校园暴力：在网络的陷阱中“扩散”

遵 纪 守 法

绝 对 不 当 施 暴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