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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

更多升学信息
来自钱江晚报

升学宝
拿起手机

用微信扫这里

几年前，科学家提出了疼痛指数，让大家

知道了原来自己的头痛、牙疼都是有级别考

量的。虽然，从表面看，人心里受到了伤害，

和疼痛一样，因为个体不同，会存在一定差

异，但杭州外语实验小学校长张敏认为，如果

能像校园安全系统一样，建立一个对校园霸

凌现象的处理流程，也就是把之前九部委发

布的《关于防治中小学生霸凌和暴力的指导

意见》进一步细化，这会对防止校园霸凌有更

实际的操作价值。

“这周，我也到四年级学生中，给孩子们

做了一个小调查，问他们有没有听说过发生在

北京某小学的这件事，结果全年级 4 个班学

生，只有十几个孩子举手说爸爸妈妈和他们聊

过这件事。”张敏说，问其他孩子为什么不知

道，很多同学说，因为学习，爸妈也没空讲。

而这些听说过的孩子，多只是停留在吃

瓜群众的阶段，张敏再追问：“爸妈说完了，有

没有和你们讲些什么？”一个个茫然地摇摇

头。显然，父母们也没准备好怎么和孩子开

始此类话题的探讨，虽然在朋友圈里，他们很

可能已经长篇大论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通常，在遇到孩子被欺负时，家长会给

出三种意见：打回去；躲远点；告老师。”张敏

说，但在真实情况发生时，这些简单的方式都

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其实，我们很多人是不

知道怎么去处理这种现象的。”

张敏认为，在这方面，荷兰等国家的做法

就很值得学习，比如，荷兰的每个学校都有一

个针对孩子被霸凌的应对方案，包含对霸凌

程度的分级评估、详细预警通报规定，和具体

的处理流程。一旦遭受到霸凌，孩子和家长

就要向校方报告，启动处理方案，对被欺负的

孩子进行保护。“包括被欺负孩子的家长，也

要有专业人士跟进，指导他们怎么让孩子走

出阴影，而不是在无意中，让孩子遭受二次伤

害。这些都是需要学校、家长及社会共同来

完善细化的标准。而家长在其中就是孩子最

后一道，也是最重要的防线。”

当然，这些都仅仅是让霸凌远离校园而

已。

就像昨天，有人在文章里写的那样：用攻

击、践踏所谓的“肮脏”，建立小团体“纯洁”的

边界和优越感，这样的歧视和暴力，我们并不

陌生，比如现在的网络暴力。

孩子的世界也并非只有天真无邪，人类

心灵的脆弱与丑陋的那一部分，同样会在他

们身上映照，所以，如果有校园霸凌，那是教

育的问题，又远远不止是教育的问题。

本报记者 朱平

如果有校园霸凌，那不止是学校的问题

一种说法

就是这样一位拿证的专业人士，在谈及

校园霸凌问题时仍很谨慎，表示有些方面是

新课题，自己和全校老师一样还在努力学习

中。比如这次调查，学校首先请来了省内的校

园心理专家给全体老师上了一课，普及校园霸

凌的主要行为，以及霸凌行为的一些信号。

“不能因为一个偶然的行为，随便给孩子

的童年打上标签。”沈贞说，考虑到孩子们的

感受，调查中她和一起出题的老师商量，将原

本想问的“你在校园里曾受到过霸凌吗”改成

了“你在校园里曾和同学之间发生过不愉快

的事情吗？”

“校园是孩子们学习的地方，更是幸福成

长的地方，所以安全是第一位的，其中包括身

体的安全和心理的安全。”校长唐彩斌去年底

曾去芬兰考察，他说，在那个教育排名第一的

国家，就设有“校园反霸凌日”，对校园霸凌进

行定义，并用积极干预的方式，为孩子营造更

好的校园环境。

关于校园霸凌的概念，也有人翻出了美

国政府反学校霸凌网站上的定义，简单地说，

校园霸凌主要强调两个方面：1、强弱势力不

均衡，一方强，一方弱；2、长期持续，或至少

有长期持续的潜在可能。

那么换成了不愉快、不舒服，这样的字

眼，孩子们的反馈又是怎样的呢？

在调查统计数据中，有 44%的孩子表

示，在校园里偶尔会与同学之间发生不愉快

的事，其中 22%的孩子指出这些不愉快的事

包括推、踢、抢夺物品，有 20%的孩子认为是

被嘲笑、羞辱、被说一些恐吓威胁的话，16%

的孩子是受到同学排挤、被传谣言、受污蔑，

还有 2%的孩子是通过网络被传播谣言或受

到恐吓。

他们表示以下这些情况，会给自己带来

短暂的不适感——

有很多人要拿我的体重开玩笑，这让我

很不开心！

有人欺负我，给我取绰号，还用手指我！

我最不喜欢的事就是玩游戏时被排斥。

希望某些人不要打我了！

我经常被一些男同学欺负，作业也会错

很多，经常被别人嘲笑，而且我还被别人取很

多外号。

调查也显示，63%的学生觉得在校园里

还是非常开心的。

“小学阶段的孩子理解能力和细腻敏感

度，都和大孩子不一样，特别是低年段的孩子

对霸凌这个词还无法理解到位。要让小学生

意识到校园霸凌这个问题，同时又不会敏感

地把一些同学间正常的交往手段也归结为校

园霸凌，这需要老师花心思引导的。”自己也

已经当母亲的沈贞感慨，如果爸妈和老师一

看见孩子间有些冲突，就如临大敌；孩子间一

发生冲突，就觉得其中有霸凌性质，那孩子间

就真没法玩了。

杭州有所小学做了项调查
同学相处最不愉快的是什么
心理老师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其实很敏感

本报记者 朱平

在北京某小学的事情发生前，杭州时代小学就给孩子们做过一项关于校园霸凌的调查。

问卷设计者沈贞老师是学校大队辅导员，平时负责做全校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工作，也就是校园

里的知心姐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