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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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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生来就是坏人，一个人的是

非观、善恶观与他从小生活的环境、被

对待的方式有很大关系。若孩子成为

“人人喊打”的欺凌者，他背后的原生家

庭有着难以推脱的责任。

“恶性事件中的‘欺凌者’，他们身

上大多具有攻击性强、情绪控制力不

足、低自尊等特征，在人际交往方面可

能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泸州市未成年人心理成长中心

主任刘绍英指出，“一味地指责与‘标签

化’这些犯错的孩子，或许是一种十分

‘解气’的做法，但有的时候，这些在我

们看来‘十恶不赦’的人，可能也是处于

困境中的人，能否真正帮助他们去解决

问题的根源，是他们能否改过自新的关

键。”

家庭是孩子生长的土壤，家长不能

小瞧了自己的榜样作用。刘绍英举例：

“如果父母双方长期处于争吵、暴力的

相处模式中，孩子也会在潜移默化中习

得用争执的方式与他人交往；如果家长

总是用权威式、强制性甚至‘棍棒式’的

方法解决问题，孩子将缺乏用温和、理

性的态度化解分歧的能力。”

此外，家长的“不当关心”也是容易

在孩子心里埋下“隐患”的因素。首先

是“漠不关心”，家庭结构不正常、没有

得到足够的关照与管教，往往是欺凌者

的共性特征；其次是“过于溺爱”，刘绍

英指出，孩子如果在家中长期以自我为

中心，不合理的要求也能通过被疼爱的

“特权”得到满足，他在与外界的交往中

很可能会轻视他人的权益与诉求，甚至

通过伤害他人的行为对他们实施打压；

最后是“关心的错位”，关心不只是停留

在口头或止步于成绩，孩子的精神状

态、身体状况家长更应时时留意。杨莉

指出：“有一些欺凌形式具有隐蔽性，如

果没有人去问，孩子也不主动告知，事

态可能会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家长不能

等到错过了孩子的求助信号才追悔莫

及。”

家长知法、懂法，把跟孩子普法作

为一种常态化、生活化的教育十分重

要。“出于职业原因，在跟孩子沟通时，

我对于欺凌、性侵、犯罪等话题并不避

讳。让孩子知道危险、知道后果，我们

再探讨怎么面对危险，不仅有利于帮助

孩子树立自我保护意识，也能让孩子在

了解之后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以这样的

方式引导他去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

杨莉建议家长结合事例，跟孩子一起学

习法律知识，让孩子知道自己的权利边

界、行为底线与法律后果。同时，家长

需要以身作则，让孩子明白“规则”与

“守法”的重要性。

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印发

专门通知，组织“全国中小学生安

全教育周”主题活动，其中特别提

到广泛开展校园暴力和学生欺凌

防治等专题教育。关于防治校园

欺凌，各地各校也纷纷出台相关政

策措施。

江 苏 完善未成年人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江苏省针对近年来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对《江苏省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条例》进行修订。修订草

案将校园欺凌和暴力纳入重点预

防对象，细化不同主体与阶段，整

合校园欺凌与暴力具体防治措施，

规定教育、公安部门应当与学校建

立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早期预警、

事中处置及事后干预机制；进一步

细化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学校发现未成年人有不良行

为或者严重不良行为后的管教措

施，建立健全专门教育、专门学校

制度体系；补充完善未成年人犯罪

记录封存制度，明确未成年人接受

专门教育、专门矫治教育的记录，

以及被行政处罚、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和不起诉的记录也需封存。

内 蒙 古 制定考核

评价和问责追责机制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推动建立由11个部

门和群团组织组成的学生欺凌防治工作协调机

制，要求全区各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成立学生

欺凌防治领导小组和学校欺凌治理委员会；制

定考核评价机制、问责追责机制，将学生欺凌防

治工作作为考评内容，纳入相关部门负责人年

度考评、校长学期和学年考评等，定期开展学生

欺凌防治工作督导检查，对职责落实不到位、学

生欺凌问题突出的地区和单位，通过通报、挂牌

督办、一票否决权制等方式追究责任。

新 疆 公布防治校园欺凌举报

电话

为有效防范校园欺凌事件发生，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八师、石河子市等地公布防治校园欺凌举报

电话。群众需要反映学生欺凌问题或线索，

均可于法定工作日内拨打电话进行举报。

四 川 成 都 在隐蔽区域设置

AI报警系统

四川省成都高新大源学校在厕所、操场、

学校门口及楼道等隐蔽地点设置了 AI 报警

系统，当有学生喊出“救命”或“打人了”等敏

感词汇，报警器就会立刻报警，校园管理人员

可在后台实时收到报警信息和报警位置，以

便远程语音制止后赶往现场。

四 川 自 贡 启用“反校园霸

凌法官信箱”

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人民法院、自流

井区教育和体育局在自贡市第二十二中学校

启用“反校园霸凌法官信箱”。将通过专人每

周收集信息、电话 30 分钟内司法联动、启用

绿色通道实质处置、联合自贡市第一人民医

院成立涉未成年人心理干预工作中心等，多

措并举全力筑牢保护未成年人的“防火墙”，

引导学生敢于向校园霸凌行为说“不”。

江 苏 扬 州 推出学生欺凌一

键报告小程序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推出小程

序，其中的校园欺凌一键报告功能，可以让家

长、学生以匿名的形式，把欺凌的信息、图片、

视频等提交给检察机关。

如果学生遇到紧急情况，还可以一键拨

打电话举报。举报信息提交后，检察官们会

进行核实，然后根据等级，分别移交给教育、

公安等部门处理。

（本报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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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用玩梗污名化“劳动教育”
近日，江苏省徐州市徐海路幼

儿园发布的一则“园内生活课”视

频走红网络，引发广泛关注与讨

论。视频中，孩子们围上围裙，

戴上厨师帽，熟练地揉面、切

菜、生火、炒菜，忙得不亦乐

乎。不少网友表示，“我都想去他

们幼儿园‘重修’生活课了！”

“这才是幼儿园该有的样子，建议

全国推广。”更有外地家长不远千

里慕名把孩子送来。

在该幼儿园内，生火做饭只是

孩子们劳动实践活动的一部分，他

们还饲养了鸡、鸭、兔子，会做简单

的家务与修理工作，动手能力和自

理能力都从小培养了起来。不过，

让该幼儿园的教育模式、理念为更

多人所熟知，却是网友们在评论区

玩梗赋予的头衔——“技校式幼儿

园 ”“新东方少儿班”，更有甚者称

其为“辛者库幼儿园”。

如此称呼一个幼儿园，给幼

小的孩子贴上“苦役工”的标

签，是极其不妥当的做法。徐海

路幼儿园本是从培养孩子的独立

生存能力出发，设立了丰富多彩

的实践课程，为保障孩子们的安

全操作，教职工也必定是费心劳

力。如此玩梗，不仅扭曲了幼儿

园的形象，更将“奴役”孩子的

罪名扣在了老师们的头上，不免

令教育者寒心。幼儿园工作人员

近日也回应，反对网友给幼儿园

冠以这样贬义的称呼。

同时，我们也需看到，过度玩

梗会对家园之间的沟通带来伤

害。网络舆论中，很少有人能真正

做到“未知全貌不予置评”，一些有

失偏颇的言论会破坏部分家长对

幼儿园的信任，甚至对幼儿园的日

常教育教学内容、教育理念与模式

产生误解。

一句恶搞、戏谑背后可能造成

的问题，需要我们每一个社交媒体

的使用者警惕与反思。“技校”“辛

者库”等命名的出现与传播，也透

露出社会观念的偏差，有不重视劳

动教育、看轻生活技能学习的倾

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劳动

教育与知识学习并非处于对立面，

二者也不应有优劣之分。之所以

一些孩子会出现“高分低能”“无法

独立生活”等情况，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对孩子最

基本的生存能力的忽视，而徐海路

幼儿园做法和大部分家长对此事

件所持的积极态度，则显示出了教

育的回归与理念的进步，应支持并

鼓励这种既能让孩子锻炼自理能

力，又能使他们体会到家长不易的

教育多多发生。

当然，一些细心的网友在视

频发布后提出质疑，如“孩子那

么小，又细皮嫩肉的，烙饼对他

们来说会不会太危险了。”“有明

火操作的步骤还是大人来做比较

保险吧。”这些担心孩子安全的声

音也值得我们注意。网友们的这

些担心不无道理，在充满探索欲

又活泼好动的年龄，孩子们是有

可能因“无知”“顽皮”弄伤自己

与他人的，在开展劳动教育时，

还需要老师和家长加强管理和监

护，适当调整任务难度，以安全

第一为前提。

拒绝校园欺凌拒绝校园欺凌拒绝校园欺凌
守护成长净土守护成长净土守护成长净土

近日，成都市招考委、成都市教育局印发《2024年成都市高中阶段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工作实施规

定》，其中明确，初中期间存在校园欺凌等行为的考生，不得推荐为指标到校生，并在录取中最后投

档。

“防治校园欺凌”是一个被常年讨论的话题，每一次恶性事件的发生都牵动着大众的神经。该规

定发出后引起广泛讨论，不少网友表示“支持”，建议“全国推广”。不过，也有网友提出担忧，如“该规定

是否有实质性作用”“该如何界定欺凌行为”等。的确，“预防校园欺凌”绝非靠“打补丁”或处

理个案就能解决问题，如何更好地避免下一个“受害者”出现，需要全社会共同思考、综

合施治。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青少年犯罪问题是个社会问题，

需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留守儿童

教育问题、健全人格发展问题等进行全

方位的考量，而能否在萌芽期发现潜在

问题，并及时处理，是决定事态发展的

关键。”杨莉指出，从制度程序上看，一

旦家长或老师怀疑有相关情况发生，应

立即向公安机关和教育行政部门报告，

由相关部门做调查认定，进行惩处、管

教或赔偿。

先报警处理，再进一步决定对孩子

进行怎样程度的批评教育，无疑是最公

正与稳妥之举。有老师曾收到学生反

馈，同学间出现较严重的肢体冲突，因

学校注重日常学习生活中的防欺凌培

训，从学生、生活老师到班主任、德育处

主任都十分关注冲突事件的发展情况，

学校调取事发时的录像后，马上展开调

查，发现其中有学生态度恶劣、殴打同

学，学校当即选择了报警处理并通知家

长，由警方对事件性质做出认定，学校

指导家长对孩子开展批评、警示教育。

“面对校园欺凌，学校用‘零容忍’

代替‘和稀泥’，才是真正对学生、家长

负责任的做法。目前，部分学校并没有

完善的德育教育体系，哪里出了问题才

开始进行专题教育，或引起舆论关注后

才作出处理。”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初

中党总支委员、德育处副主任袁成说，

“对于厕所或宿舍等欺凌事件多发的地

方，少有学校安装反欺凌报警装置，一

些学校甚至没有开通电话热线与投诉

信箱，无法第一时间对学生的求助进行

反馈，及时发现和制止欺凌行为。建议

各学校重视，在‘隐蔽的角落’守护学生

安全。”

“孩子不敢告诉老师，老师不想惊

动家长”的回避态度也是令事态升级的

一大原因，与其“事后追责”，不如“前置

处理”，袁成认为，除了畅通渠道、尽早

发现，家校之间的共同干预、协力配合

也十分重要。“部分家长在收到老师的

提醒后会认为只是孩子间的‘小打小

闹’，或者‘上纲上线’，直接对孩子进行

棍棒教育，也有的家长会推脱责任，认

为是老师管教不力。”袁成指出，“事情

不能得到及时处置，受伤的是孩子，家

长一定要对老师多一些信任与理解，重

视沟通、理性配合，共同解决问题。”

对于教师而言，及时做好“双边家

校沟通”更是重中之重。袁成认为，“在

事件萌芽期，最好让欺凌者和被欺凌者

的父母都能知晓事情的来龙去脉、发展

状况，教师主动作为、提供建议，引导双

方父母都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才能阻

止事件扩大化、恶性化。”

提起“校园欺凌”，浮

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常是欺

凌者凶恶却稚嫩的面孔，

棍棒殴打、威胁恐吓他人

的场面，还有受害者无助、

无措的惊恐眼神，而这些

看似经影视剧加工处理的

呈现正发生在现实生活

中，在一些孩子身上重复

上演。对于未成年人恶性

犯罪来说，校园欺凌行为

往往是先兆，想让未成年

人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必须让其知晓行为的底线

在哪里。

“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 认为，

‘学生欺凌’是指发生在

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者

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

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

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

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

害 的 行 为 。” 北 京 兰 台

（成都） 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杨莉指出：“在校园欺

凌事件中，不仅被欺凌者

的身心会受到伤害，欺凌

者也需要承担相应后果。

轻则加强管教，重则是矫

治教育，甚至承担刑事责

任，如寻衅滋事罪、聚众

斗殴罪、故意伤害罪、故

意杀人罪。”

比如，在已面向社会

公开通报的校园欺凌和暴

力事件典型案例中，15岁

辍学在家的马某莲因生活

琐事对六年级学生熊某心

生怨恨，纠集八年级学生

何某和七年级学生施某、

夏某、刘某 4 人，在放学

后尾随熊某胁迫其到偏僻

处，5 人轮流对熊某进行

掌掴。马某莲还要求围观

学生用她的手机拍下视

频，传至微信朋友圈，令

该视频被转发扩散。事发

后，公安机关依法对已满

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何某

进行治安拘留 （因其系初

次违反治安管理，不执行

投所）；对已满 14 周岁不

满16周岁的马某莲、刘某

进行治安拘留 （不执行投

所）； 对 不 满 14 周 岁 的

其他欺凌者，责令其监护

人分别严加管教。

法 律 是 未 成 年 人 的

“保护罩”，不是法外妄为

的“护身符”。杨莉指出：

“针对频发的未成年人暴

力事件，法律已经进行了

相应调整。2020年12月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正案（十一）》通过，修正

案第一条对刑事责任年龄

进行了调整。最小的刑事

责任年龄已经从14岁下调

到 12 岁。”不过，杨莉认为

下调刑事责任年龄不能根

治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不

论是矫治教育、经济赔偿，

还是承担刑事责任，法律

能做的始终是事后的惩

戒，再严厉的判决也无法

抵消已经造成的伤害，而

帮助孩子们树立行为底

线，明确事件性质，警示他

们“有所为、有所不为”，或

许是法律能起到的更积极

的作用。

与法同行，让孩子明确行为底线
追根溯源，家庭教育需负起责任

及时介入，家校共育护航成长

资
料
图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