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霸凌，家长如何保护孩子
□李 迪

我们应该教会孩子与人交往的正确方式。这是爱别人家

的孩子，更是爱自己家的孩子。

学生间产生矛盾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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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在学校与同学产生矛盾，班

主任该怎么办？如果自己是受欺负孩

子的家长，该怎么办？如果自己是欺负

别人孩子的家长，该怎么办？

走近霸凌

如何辨别校园霸凌？

在中学，孩子发生矛盾一般有3种

情况：一是疼痛受伤或未疼痛受伤。

一般情况下，这样的玩闹家长不必过

于在意。如果受伤了，让对方家长积

极配合治疗即可。二是喜欢对方，想

引起对方的关注。许多男生欺负女

生，其实是喜欢对方。包括一些女生，

明明很喜欢某个男生，却总是喜欢打

他。这时，被欺负的孩子或家长可以

告知老师，让老师制止。而欺负人的

孩子家长，可以教会孩子正确表达感

情的方式。三是低情商，感受不到对

方的痛苦，以欺负别人为乐。这是真

正意义上的霸凌，与家庭教育有密切

关系。

校园霸凌的对象可以是个人，也

可以是群体。透过对受害人身心的压

迫，造成受害人的愤怒、痛苦、羞耻、尴

尬、恐惧，以及忧郁。校园霸凌不只是

发生在校园，也可能发生在校外，甚至

在互联网上。而校园霸凌所带来的伤

害往往是不可逆转的。

当孩子出现以下情况时，家长需

要特别警惕：一是恐惧上学，二是身上

有伤痕，三是有自我伤害的倾向，四是

个人物品经常丢失或损坏，五是睡眠

出现问题，精神沮丧。

如果以上情况出现两种以上，就

要更加小心。

给孩子的建议

我们发现，容易遭受霸凌的孩子

有以下特点：一是外表因素（过胖、过

瘦或有某种残疾），二是形单影只（干

什么事都是一个人），三是不敢反抗

（第一次被欺负不反抗，导致第二次、

第三次被欺负）。

针对以上特点，我们首先要给孩

子建议：强身健体，结交好友，第一时

间反抗。一个孩子如果身强力壮、行

动敏捷，同时又有许多朋友，一般是不

容易被欺负的。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

曾经教自己上幼儿园的孙女学会反

抗，而许多国家也会在孩子上幼儿园

或小学时，教他们如何反抗霸凌。所

以，被欺负后第一时间有技巧地反抗

很有必要。

给孩子的建议再详细一点，就是：

1. 培养自尊自信的人格，强大自

己的气场。自信来自能力，能力来自

经验，而经验来自学生脚踏实地做

事。所以，家长一定不要代替孩子做

所有的事。

2. 与同学友好相处，平时说话要

讲分寸，给别人留面子。

3. 在校内外不要拉帮结派，以免

和一些喜欢惹是生非的人走得太近。

4. 加强体育锻炼，强身健体，让霸

凌者不敢轻易靠近。

5. 在学校不佩戴贵重物品，不显

露财富，以免引起他人的贪念。

6. 上下学与同学结伴而行，尽

量不要独自待在厕所、操场等偏僻

场所。

一旦孩子被霸凌，老师和家长要

告诉孩子这样做：若被多人围困，要懂

得周旋，一旦对方放松警惕，立即趁机

逃离；不要与霸凌者硬碰硬，你可以先

交上财物，再向大人求救或报警；及时

向路人求救，或偷偷发送求救短信到

12110；当看到其他学生正遭受霸凌

时，不能坐视不理，应赶紧报警或告诉

老师。

给家长的建议

当你的孩子受到欺负甚至霸凌

时，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1. 冷静，要记住孩子是最重要的。

2. 安抚，先平复孩子的情绪，再思

考如何解决问题。

3. 陪伴，长久地给予支持和无条

件接纳。

4. 追责，用法律保护孩子的权益，

告诉孩子正确解决事情的思维方式。

当孩子与同学发生矛盾后，家长

最容易犯的错误有以下几点：一是忽

略孩子的感受。比如，孩子挨打了感

到很委屈，家长却说：小孩子难免磕

磕碰碰，不要这么娇气。二是随意评

判。比如孩子在外面受了气挨了打，

家长却说：肯定是你的不对，要不人

家为什么只打你不打别人？这样的评

判，会让孩子即使在外面受了委屈也

不敢回家诉说。三是盲目提建议。比

如，孩子说同学冤枉了自己，家长张

口就说：你就不会去找他们解释一

下？这就是盲目提建议，孩子会觉得

自己好笨。

那么，怎样缓解孩子的愤怒或委

屈呢？

首先，要降低孩子的重心，让孩子

坐下来，而且坐得越低越好，最好坐在

家里那种很柔软的沙发里，这样往往

会让孩子有安全感。

其次，要耐心倾听孩子的心声，不

仅要听，还要有适度的回应，比如点

头、注视等。

再次，要注意重复孩子的话。孩

子说：某某放学打了我一下，好疼。妈

妈就可以说：哦，我听到你说某某打了

你一下，你很疼。这样重复一下，孩子

就会觉得自己的难受妈妈能懂，妈妈

能体会自己的伤痛。只要孩子觉得家

长看见了自己的委屈，就得到了极大

的安慰。

最后，适当触摸。当孩子悲伤难

过的时候，家长走过去拥抱一下孩子，

便是最有效的共情。

同时，家长要教会自己的孩子：不

欺负别人，要有底线，不做过激举动，

分辨什么是性骚扰，教孩子用语言或

手势明确表态，敢于大声说出自己的

想法，让孩子学会自我保护，并善于向

他人求助。

当你的孩子霸凌别人家的孩子

时，一定要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可以

用正确的方式让孩子感同身受。

我们应该教会孩子与人交往的正

确方式。这是爱别人家的孩子，更是

爱自己家的孩子。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科技

工业学校）

学生矛盾上升到家长层面，班主任该怎么做？家长和学生

又该怎么做？本期，我们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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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后，进来一位

年轻老师：“章老师，不好啦，不好啦，

一年级有两位家长在教室门口吵架，

快要打起来了，班主任根本劝不住。”

教室门口走廊栏杆边相向站立着

两位女子，30多岁的样子，一位长发微

胖，一脸愤懑。一位短发女子略微木

讷，见缝插针偶尔辩解，但也绝不示

弱。刚刚入职的班主任无奈地看着她

们，根本插不上嘴。

“什么事情啊？”两个妈妈扫了我

一眼：“没什么，就是一件小事情。”

可是，看她俩这架势，“小事情”显

然还没完。

我站在一旁，在一阵无序而零碎

的对话中，大致拼凑出故事梗概。

一个孩子打开水壶时，不小心把

另一个孩子的嘴角划破一厘米长的口

子。双方家长匆匆来到学校了解情

况，商量好一起带孩子去医院。

受伤孩子家长开着汽车向医院

去，透过后视镜却看到对方家长的汽

车拐上了另一条道。原以为对方走另

一条路，却不想在医院左等右等也不

见对方出现。将孩子伤口处理好后，

这位受伤孩子的家长气不过，直接打

电话指责对方不负责。对方也不示

弱，毫不客气地怼回去：这一点伤有什

么关系，又没有生命危险。

由此，一场原本是两个孩子之间

的小事件，升级为两个家庭的纠纷。

两人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一波未

平一波又起。

我在她们稍作停歇的空隙里，总算

有插嘴的机会：“两位妈妈好，你们现在

这样吵架已经有点影响到孩子的学习

了。孩子之间偶尔磕碰打闹产生矛盾很

正常，如果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冷静下来，

多一些体谅，多一些换位思考，或许事情

会是另一种结局。再说，你们的宽容大

度也是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啊……”

一听“影响学习”“树立榜样”，两

位家长达成了高度一致，她们停止了

争辩，肩并着肩向楼梯口走去。

一阵短时安静，身后又响起两位

妈妈呱啦呱啦的声音，颠来倒去重复

着刚才的话。

犹记得多年前，我担任三年级某班

班主任。刚接手班级不久，对学生家庭

情况还处于摸索阶段。某个午后，办公

室忽然奔来两个慌张的孩子：“老师，不

好啦，小D爸爸在教室里打人啦。”

赶去教室，只见几排书桌间立着

一个超高的男子，目测身高有一米

八。他高声嚷嚷：哪个是小 W？我赶

忙走过去，挡在他面前，感觉自己像在

护着一群小鸡。

保安随即赶到，拉住男子，将其劝

出教室。男子不情愿地离场，转身嚷

嚷道：“今天先警告你，看你还敢不敢

动我们家小 D……”撂下狠话，扬长而

去，留下教室里一群愕然的孩子。

回到办公室，我仍心有余悸。那

件事究竟缘何而起？

原来，午饭后几个男孩在楼梯口

奔跑嬉闹起了争执。这个名叫小D的

孩子直接电话联系父母，诉说自己的

委屈。于是，就有了刚才教室的一幕。

其实据了解，家长冲进教室的那

一刻，他们家的孩子早已与这群孩子

化解纠纷，又玩到一块儿去了。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一个成年

人聚集的团队尚且别扭龃龉不断，何

况几十个孩子聚集在一个几十平方米

的教室。孩子作为成长中的人，处在

懵懂摸索如何与人相处的阶段，磕磕

绊绊在所难免，个别孩子稍微“熊”一

点也不稀奇。他们在纷争与磕碰中，

慢慢学习和摸索人与人相处的边界、

规则。反而是一些当事父母，用成人

世界的是非曲直无限放大儿童间的轻

重得失，执念丛林法则，锱铢必较，睚

眦必报，倒成了长不大的“巨婴家长”。

父母是世间最荣耀的终身职业之

一。成就这份“荣耀”，只有本能的

“爱”是远远不够的。有人说，孩子身

上的毛病都能在父母身上找到影子。

父母对孩子成长的影响是投下一片阴

影，还是沐浴充沛阳光，取决于他们以

怎样的方式“做父母”。毛毛躁躁仓促

上阵的父母们，那扑棱棱展开的羽翼，

是对孩子的护卫，还是另一种伤害？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市瓯海

区实验小学）

长在羽翼下的孩子
□章秀平

那扑棱棱展开的羽翼，是对孩子的护卫，还是另一种

伤害？

下

被孩子教育的家长
□高 娟

你看，等一等，运用科学的方法，许多孩子之间的矛盾不

就烟消云散了吗？

“约！约！约！敢欺负我闺女，看

我不揍你儿子！”

“好，明天下午学校门口见，我必

须会会你，看看你有什么了不起。明

明是你家闺女先打的我儿子，他是正

当防卫！”

拖着疲惫的身体，晚上7点刚刚回

到家，手机就响了起来，只听家委会主

任着急地向我汇报：“高老师，你快点

看看家长群，咱们班小雅和小龙的家

长‘约架’了，你赶快处理一下吧！”

我赶忙打开家长群，看到了上面

那段对话，再往上一翻，大致了解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放学站路队时，小

龙说了一句脏话，小雅以为是骂她

的，就回过头打了小龙一下，小龙接

着就拽小雅的书包，两个人就拉扯了

起来，结果小龙把小雅的书包拉杆弄

断了。两个人怕告诉老师会被批评，

就不让其他同学跟我说，这样矛盾就

被带到了家里。

回到家后，小雅爸爸发现了这一

情况，怒气冲冲地给小龙爸爸打电话

并质问他，小龙爸爸还不了解情况，就

被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结果两个人

吵翻了天。一会儿，“战场”从电话转

到了家长群。

本来想立刻打电话与双方家长沟

通，但转念一想：双方都在气头上，而

且是两个爸爸，估计孩子妈妈回家后，

会先和他们进行沟通，缓一缓吧。于

是，我就把这件事放了一晚上。

第二天一早进教室，全班学生都

在窃窃私语地说着昨天家长群的事，

两个当事学生都不好意思地趴在桌

子上。我对全班学生说：“同学们，如

果你们的家长在外面与别人闹别扭，

回到家告诉你，你会立即找另一个家

长打架吗？怎么办才是解决问题的

方式呢？”

学生马上开始议论：“我会先问问

具体情况，看看问题到底出在谁身上，

然后再处理”“我不会和另一个家长打

架，我会先代表我爸去跟别人道歉，然

后解决具体的事情”……

这时，小雅和小龙也举起了手，小

雅说：“如果是我，我会帮爸爸分析一

下情况，一个巴掌拍不响。”

“就是，肯定多多少少都有问题，

各让一步呗！”小龙说。

“那如果长大后，你的孩子在学校与

同学闹了矛盾，你会怎么处理？会在家

长群里对骂吗？会约着打架解气吗？”我

笑着问学生。

“老师，我肯定不会。我会先了解

整件事情，跟老师说明情况，再跟对方

家长沟通，不会结怨的。”班长率先说。

“就是就是，不‘打’不相识，小孩

子嘛，一会儿就好了……”调皮蛋小岳

笑嘻嘻地说。

“小雅、小龙，你们觉得呢？”我微

笑地看着他们。

两 个 人 不 好 意 思 地 站 了 起 来 ，

忸 怩 了 半 天 ，小 雅 说 ：“ 对 不 起 ，小

龙，我不该先动手打你，我以为你是

骂我的呢？”

“老师，我也有错，我不该说脏话，

不该弄坏她的书包，我也向她道歉。”说

着，小龙走向台前，大声地说：“对不起，

我以后不说脏话了，请大家监督我。”

看着两个和好的同学，教室里响

起一阵掌声。

“同学们，你们的家长也是第一次

做父母，因为爱你们，他们可能会有

偏激的行为。希望两位同学回到家里

好好跟爸爸妈妈聊聊，这类事情我们

小孩子自己就能解决，也希望两位家

长能和你们一样和好。”我接着说，

“今天中午，老师给小龙和小雅布置

一个实践作业，各自回家向爸爸讲清

昨天的事情，并和他们沟通一下该怎

样做，如何才能做一个正确处理矛盾

的好爸爸。”

就这样，下午的家长群里，我看到

了两位家长互相道歉的留言。

下午，我也收到了两位家长发来

的道歉短信。两个偏激的家长竟然被

两个孩子“教育”了。

经过这一“考验”，我也明白了许

多处理类似情况的方法。第一，有时

要先“冷处理”，不必在家长激烈冲突

时立即介入，这样往往会适得其反，可

以让他们先发泄情绪。第二，要先处

理好两个孩子之间的矛盾，只要孩子

之间的矛盾解决了，家长的问题也就

很容易解决。第三，尝试把问题抛给

孩子，让他们想对策，有时会有意想不

到的收获。

总而言之，把孩子的事情交给孩

子，小孩子之间偶尔的吵吵闹闹就是成

长，谁的童年不是这样过来的呢？不要

动不动就把事情无限扩大。你看，等一

等，运用科学的方法，许多孩子之间的

矛盾不就烟消云散了吗？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枣庄市山亭

区第二实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