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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孩子子间间闹闹别别扭扭，，家家长长赶赶来来动动了了手手
貌似出了气，可别忘了自己的孩子也在看着呢

5日，记者在网上做了一项调
查———《小孩起冲突，家长该不该

“护短”》。参与调查的20位网友做
了34条有效回复，认为家长不应
该护短的占30条，认为家长应该
护短的有4条。调查显示，95%的
网民对家长护短打别人家孩子的
行为持反对意见。

“首先看是谁的错，如果是自
己小孩的错，要跟对方家长道歉
说明情况，回去也不要打孩子，先
问清楚孩子做事的原因和想法，
然后耐心教育和引导。”对于孩子
间产生冲突的解决办法，网友表
示，“应该劝解和弄清楚问题所
在，让小孩和好，孩子们没有什么
原则性的冲突。”

有网友表示，这种事情得认
真处理，如果一味地为了出气而
做出相应的举动，很容易给孩子
养成蛮横且不辨是非的习惯，

“今天的小事你能摆平，接下来
很可能有家长武力解决不了的问
题。”

调查显示，出于对自己孩子
的保护和疼爱，5%的网民认为家
长护短是理所应当的。“现在基本
是每家一个孩子，都拿着当宝。他
们担心孩子被欺负，在孩子的冲
突过程中更希望自己的孩子占上
风，不能吃亏。”

5月5日晚，小学生鹏鹏（化名）、小杰（化名）和几个
小伙伴在小区的广场上踢球时，两拨孩子发生了小摩
擦，一名学生家长酒后动手打了五六个孩子。经民警现
场调解，涉事家长给孩子道歉。

5日晚8时，鹏鹏、小杰和
约好的几个小伙伴在南部某
小区广场上踢足球，没踢多
久，来了另一帮小学生。之
后，两拨孩子闹得不愉快，起
了一些小摩擦。

“我听小杰说，他们七八
个孩子在踢球，过来另一帮
孩子，两拨孩子是一个学校
的，但彼此之间没怎么接触
过。冲突过程中有个孩子觉
得吃亏了，就跑去向家长告
状。”小杰的妈妈吴女士说。

这本是孩子们之间的一
桩小事，却引来对方家长“大
动干戈”。一名韩姓家长告诉
记者，那个孩子喊来家长后，
对方不是劝解，而是对五六
个孩子拳脚相向。

“5日晚8点半，我突然接
到儿子的电话，说有人打他
们。”鹏鹏的妈妈王女士赶到
现场时，小广场上已有很多
人围观，被打的五六个孩子
都在哭。“孩子们一把鼻涕一
把泪地指着打人的家长说

‘就是他打的’。”
“那个家长抓着孩子们

的衣领往腰、腿、屁股上踢。
我儿子在推搡、躲避过程中
不知道怎么碰着了，导致鼻
子出血。一共七八个孩子，他

打了五六个。”王女士说。
事发当晚，在市中区十

六里河派出所民警的调解
下，涉事家长做了道歉。据了
解，涉事家长称自己正在给
儿子过生日，邀请几个朋
友一起吃饭，还喝了酒。听
说孩子被欺负了，他比较
生气，冲动之下就把其他
孩子打了。

“孩子之间打打闹闹，大
人应该出来制止，合理地教
育孩子而不是动手打孩子。”
几位家长认为，涉事家长以
这种暴力方式处理孩子之间
的纠纷不妥当。他们刚知晓
自己的孩子挨揍时，心里很
不满。事后孩子们接受了道
歉，双方家长也表示和解。

“都是做家长的，应该互相理
解。我们只是想从教育孩子
的角度，提醒家长给孩子树
立一个好榜样。”

烟台大学人文学院社会
心理学副教授卢凤菊认为，
家长不应该有过重的护犊心
理。家长对子女的影响除了

“言传”，还有“身教”，“家长
对孩子的作用是直接的、潜
移默化的，家长暴力解决问
题的方式会给孩子不良示
范。”

●2014年6月，广东省湛江市赤坎某小学门口，因两名学生调皮
打架，双方家长差点打起群架。两个孩子的妈妈各自打电话搬救兵，
几分钟的工夫，双方家长各来了五六个人，好在学校校长和班主任及
时赶到并进行了制止。

●2011年6月，江苏省常州市两个房客的小孩打架，房东看不过
去就上前多说了几句，由此引发大人间的一番血战。冲突中，一名房
客的哥哥持刀将房东等人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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