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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小霸王，打痛了谁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一成被调查者遭遇过校园暴力
校园暴力事件一经曝光便引起舆

论哗然，有人心生疑问，我们的教育怎
么了？在参与调查的读者中，超过八成
的学生听说过校内发生过暴力事件。
其中，一成的被调查者表示曾经遭遇
过校园暴力。作为家长，有75%的家长
听过自家孩子提起校园暴力事件。有
网友坦言，表示“自己小时候参与过，
也旁观过”。

小林是省内一所中学的初二学生，
他就曾遇到过校园暴力。“上小学时，因

为身体柔弱，课间时经常会有班里身强
体壮的同学叫我出去，要么就是推搡，要
么就是嘲笑。有一次，因为走路不小心碰

到了班里一个同学，结果就被他的‘小团
体’打了一顿。”说起校园暴力，小林心里
仍有些恐惧。“不敢告诉家长，害怕引起
更大的矛盾。”

对于校园暴力，山师附中心理辅导
老师卢敏认为，首先要明确校园暴力的
范围，大家关注的多是博人眼球的肢体
暴力，而冷暴力往往被忽略。有些学生被
其他学生排挤、讽刺，甚至孤立，这样的
冷暴力对学生的心理伤害更大。校园暴
力呈现出小龄化，发生暴力行为的年龄
集中在12岁左右。

在调查中，记者了解到，在校园暴力
事件发生群体中，男生更多一些。卢敏解

释，这跟情绪反应有关系。从幼儿园到大
学的每个教育阶段，都存在校园暴力或
是欺凌事件。校园是个“微社会”，有些孩
子为了达到目标、彰显自己，会选择用身
体、肢体来证明“我有这个能力”。在情绪
达到愤怒值时，有些青少年就选择了用
肢体来解决。

“刚接诊了一个案例，一名初中生在
学校因与别人起冲突，产生了误会而被
其他同学欺负，现在不敢到学校上学了，
觉着抬不起头来，很自卑。”山大二院心
理咨询科专家郭公社介绍，不仅要关注
施暴者的心理问题，还要关注遭遇暴力
孩子的心理阴影。

“青少年通过暴力来获取一种关注”
我们的孩子怎么了？事实上，处在青

春期的孩子有逆反心理，再加上无处发
泄愤怒和压力，往往会选择比较极端的
方式排解。而一旦发生冲突，孩子们没有
自制能力，往往做出的反应也容易过激，
最终造成校园暴力的产生。

从网络曝光的校园暴力事件看，
青少年之间的暴力行为通常是团体性
的。打个比方，一根火柴燃烧起来并不
热烈，一旦聚集起来一堆火柴，那火就
着起来了。卢敏介绍，校园暴力往往是
拉帮结派，在小团体中，有些学生以此
来彰显自己的个性和能力。这些小团

体的成员往往学习成绩落后，在班级
里无法实现个人的价值和存在感。而
恰巧在小团体中会得到承认和关注。
实际上，越是小团体的孩子越缺乏安
全感，拉帮结伙是出于个人内心的需
求，当然有些是寻求保护伞。

本报调查结果显示，近半读者认
为家庭教育不当、学校管理不到位是
产生校园暴力的首要原因。对此，郭
公社认为，校园暴力的产生，归根结
底是环境的因素。一颗西瓜如果放在
方形盒子里培养，它就长成方形。也
就是说，会发生校园暴力的青少年并

不是自身的因素，而是家庭、学校、社
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孩子在学校出了
事，有的家长比孩子还冲动。“出了
事，我会替你摆平”。这是很多家长的
反应。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家长的
反应让孩子意识不到暴力后果的严
重性。

如今学校对孩子的评价体系中往
往更看重成绩，造成“后进生”受到歧
视。卢敏分析，在心理上，尤其是青少
年更需要得到认可。当暴力产生的诱
惑比带来批评后果大时，他们就往往
选择暴力。

对待校园小霸王，不能“简单粗暴”
面对这些校园霸凌行为，有人呼吁，

对个案施暴者该加强法律惩戒，甚至动
刑。对此，齐鲁律师事务所陈瑞福认为，
要求对不良少年动刑只是出于义愤，不
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我们须得明白，孩
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未成年人行为暴
力，弱肉强食，恰恰是成人世界奉行丛林
法则的折射。重要的是，我们成年人要完
善自我素养，做好自己。

对于未成年人暴力行为也有相关的
法律规定。陈瑞福介绍，校园暴力事件，
加害人或有关方面或会涉及到以下几个

方面的法律责任：加害人虽然未成年，但
应由其监护人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校方在管理方面有过错的话，校方
应根据其过错程度向受害人承担相应的
民事赔偿责任。

除了法律渠道，如何能从源头上预
防暴力事件出现？郭公社认为，青春期孩
子的懵懂、悸动等都很正常，要注意孩子
的全面发展。在青少年的成长中，家庭教
育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父母要
合理引导孩子和平地度过“危险期”。

在校园暴力的治理上，卢敏建议，学

校不能处理起来“上纲上线”，或是学生发
生了一次打架冲突就完全否定他，甚至上
升到道德、人品层面进行批评。随着年龄
的增长，校园暴力事件有所减少，这也说
明这是慢慢成熟的过程。当他发现用武力
不能解决问题时，他自己就会放弃这种方
式。孩子的行为都具有模仿性，如果家长
平时就在生活中使用暴力解决问题，那么
孩子就会模仿，认为暴力存在就是合理
的。有些家长习惯“以暴制暴”，这也是不
可取的。让孩子变得更好是通过以身作
则、正确引导。

如果你是学生，你是否听说或遭遇
过校内发生过暴力事件？

84 . 78%A、听说过

B、没听说过 2 . 17%

C、遭遇过 10 . 87%
D、没遭遇过 2 . 17%

1

如果你是家长，你是否听自家孩子提过校园
暴力事件？
2

75%A、听说过

B、没听说过 25%

你认为校园暴力事件多发生在什么级别的
学校？
3

B、初中 85 . 11%
C、高中 14 . 89%A、小学 0% D、大学 0%

你认为产生校园暴力事件的原因是什么？
(可多选)
4

A、家长教育不当 23 . 45%

B、学校管理不到位 20 . 69%

CC、、个个别别学学生生的的行行为为 1166 .. 5555%%

D、没有针对性的法律条例 22 . 76%
E、一些影视作品起到了误导作用 16 . 55%

你认为该如何预防、治理校园暴力事件？5
A、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 27 . 64%

B、用法律来威慑 26 . 83%

C、学校应建立动态监控机制 22 . 76%
D、全社会齐抓共管 22 . 76%

“几名少年围着一
个年龄相仿的孩子，他
们不是聚在一起玩耍，
而是轮番对他扇耳光、
拳打脚踢。施暴的少年
脸上带着笑意，被围攻
的孩子只能双手抱住
头呻吟，却无力反抗。”
这不是出现在哪一部
电影中的画面，而是发
生在校园里的真实场
景。

近日，“浙江一男
童遭多名少年暴打”、

“四川初中女生遭扒光
羞辱”等校园暴力事件
频遭曝光，引燃舆论的
怒火。校园里发生令人
震惊的施暴行为，这与
人们印象中校园天真
纯净的形象格格不入。
对于校园小霸王，本报
发起了相关调查，并采
访老师、心理专家、律
师分析原因，提出防治
建议，以期还原象牙塔
的宁静。

本报济南6月28日讯(记者 李飞) 齐鲁晚报“齐鲁学堂”周刊即将推
出“课改擂台”栏目。无论是课堂改革、课程改革，还是考试创新、评价多
元，只要学校做得有新意、有效果，都可以在“课改擂台”一展风采。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曾几何时，这句话响彻
校园。如今，课堂教学变革此起彼伏，“翻转课堂”、“智慧教室”、“高效课
堂”等新兴词汇不断涌现，课堂改革百花齐放。

即日起，“课改擂台”将为课改的学校提供展示风采的舞台，无论是课
堂改革、课程改革，还是考试创新、评价多元，只要打破“唯分数论”，以学
生的长远发展为本，我们就会为学校的创举点赞。不是打擂，是展示，“课
改擂台”等学校前来！

我们的联系方式：0531-85193712。

齐鲁学堂推“课改擂台”，快来展示吧 山东高校启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

本报济南6月28日讯(记者 李飞 通讯员 苏鹏) 26日，山东高校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举
行。抗战英雄袁永福老先生作了首场报告，驻济部分高校代表以及山东青年
政治学院师生代表300余人到场参加。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省委高校
工委与新华网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题，在全省
高校共同组织开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旨在教育
引导师生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据介绍，启动仪式后，将举行“牢记抗战历史，
传承抗战精神”宣讲活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学生演讲比赛、歌咏
比赛、“致敬抗战老兵”60名山东抗战老兵图片巡展活动等。9月份至10月份
抗日老战士代表、抗战史研究专家5-8人将到相关高校巡回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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