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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约四成青少年有过欺负人或被人欺负经历

中小学校园欺凌现象如何根除？

! ! ! !学校的课程归根结底还是为学生服

务的! 必须以学生的成长为核心" 有着

!!" 年历史的上海市第六师范附属小

学! 传统底蕴就是不断为孩子们提供优

质的课程! 并让这些课程融入每个人今

后的生命历程中"

一节课不是 #"分钟吗! 怎么会有

$"分钟的课!居然还颇受欢迎# 这就是

今年六师附小每周一下午推出的 $长

课%!分成艺术&运动&科学&人文等四大

类别!且又分成普及型和精品型两种!分

别供不同的学生自选' 校长沈晨曦有个

理念! 就是要让每一个学生在主动发展

中快乐成长!培养文明&自信&健康的快

乐少年" 为此! 学校以课程改革为突破

口!开发并全面实施(小主人%(小公民%

(小能人%课程!以社团活动为基础!让学

生在合作&实践&体验&创新中成为文明

的小公民! 自信的小能人! 健康的小主

人)以机器人课程为例!分为提高班和基

础班! 需要学生在自行组装机器人的时

候运用一些科学原理! 并且在多次试验

和组装中才能完成作品" 这一过程锻炼

了孩子做事的耐心! 有利于意志力的培

养!同时在组装机器人时还放飞了学生的

想象力" 还比如!学校引入了目前国际上

流行的(卡魅课程%!即把计算机辅助制造

技术创造性地引入课堂教育!通过教授学

生数字化绘图平台软件和艺术方面的基

础知识!利用手绘扫描仪&激光切割机等

设施!将学生的想法变为现实" 这种所想

即所得的授课模式!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学

生的创造能力& 动手能力和团队合作能

力!培养了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创新意识"

(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科学梦* %

六师附小践行的! 不正是创新型社会对

下一代培养所殷殷期望的吗#

本报记者 王蔚

! ! ! !“校园欺凌不仅是个教育问题，也是法律
问题，还是个社会问题。防治校园欺凌更需要
多管齐下。”这是 !"月 #日由教育部青少年
法治教育协同创新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联合主办的“跨学科对话：校
园欺凌治理”研讨会上专家们的共同呼声。

华东师大教育学系副教授黄向阳说，有
调查表明，实际上学生受的欺负，或者欺负别

人卷入欺负事件的比例，比人们想象的高很
多，欺负和被欺负的人加起来一般会超过
$%&。不过，这里有一个现象，就是小学老师比
较麻烦，学生不停地告诉老师自己被欺负了；
中学生则反过来，明明受到了欺负，但往往不
愿意让老师和父母知道。还有，小孩子脑海里
面的欺负概念是不一样的，如果社会用统一
的欺负概念或界定标准认定什么是欺负，就

会出现你认为是欺负的行为，在孩子们眼里
却并不认为是欺负的情况。这些问题都是需
要科学研究的。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高德
胜教授提出了一个人们很容易忽视的问题，
即“旁观者的道德冷漠”。他说，在欺凌行为发
生时，旁观者现象很值得注意，他们大多在充
当起哄者，旁观者存在着“道德盲视”，客观上
成为欺凌的“帮凶”或“从犯”。现在我们要加
强对欺凌者的管束，对那些喜欢旁观欺凌的
青少年，也要加强必要的道德与法制教育。

! ! ! !近日，英国一家慈善机构委托约克大学
对 "%%%名 !"至 !'岁的青少年展开调查，主
题是“青少年被忽视的经历”。结果显示，被父
母忽视的孩子更容易出现问题。青少年和儿
童一样都需要关心，但是许多父母却不这样
看。报告结果显示，与年幼的儿童相比，人们
经常认为青少年的适应力更强。然而，青少年
也还是需要得到家人精心的照顾，满足他们
生理和情感上的需求，使他们有安全感，他们
也需要父母支持他们的学业。父母如果对孩
子的这些方面需求缺少持续性关注，就会造

成对孩子的忽视。
青少年被忽视可以表现为：父母不监视

孩子们在户外的活动、不能确保孩子生病时
一定能及时得到照顾、对孩子的学业不感兴
趣、孩子遇到困难或是心烦意乱的时候不能
给他们提供情感上的支持。有被调查青少年
反映，在过去一年中，他们的父母很少或从
不曾鼓励他们或是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研究
发现，像这样被忽视的孩子更可能做出不利
于自己健康或是将来发展的事情。$(&的青
少年表示，他们的父母曾在情感上忽视他

们，很少向他们表现出关心或是支持性的行
为。有过被忽视经历的青少年，旷课的几率
是那些没有经历过被父母忽视的孩子的两
倍，抽烟的几率则达到了三倍。他们也明显
更具有对生活感到不满的倾向，对未来抱有
消极的态度。

南京师大教育学博士刘旭东认为，父母
一定要多方面地重视孩子的情绪和波动，其
实很多像校园欺凌之类的负面情况，都是因
为父母对他们没有及时帮助而发生的。其
次，在培养孩子健康向上的人格时，父母一
定要让孩子学会尊重人，一个被父母关爱的
人，一个懂得包容他人的人，是不会走向歧
途的。

! ! ! !中职生的负面行为、心理情感，历来是教
育界和社会关注的重点。近年来，校园欺凌事
件绝大多数发生在这个群体里。那么，如何帮
助中职生建立良好的心理品质呢？

自 "%!%年起，上海市中职校心理健康教
育研究会在市教委德育处和职教处支持下，
坚持每年开展心理辅导个案研讨会。上周，市
商业学校颜苏勤带领其心理健康名师培育工
作室成员编著的《个案心理辅导实物与启示》
发布，从自我成长、青春困惑、情绪管理、同伴
关系、师生关系、学习生涯、亲子关系等 )个
专题，帮助老师和家长认识并应对这个阶段
孩子的心理变化。

女孩小方是某中职校会展专业 #年级女
生，成绩中等，英语成绩不错，拥有多张英语
等级证书，但她却有一个心结———她是班上
的文艺委员，自己却并不会唱唱跳跳。二年级
时，小方没有通过学校高复班的选拔，因此被
安排到某四星级酒店实习。种种因素叠加起
来，让原本各方面表现挺不错的小方，产生
了强烈的自卑感。乖巧的女孩，在实习过程
中一次次无故缺席，给用人单位造成不佳印
象。老师和小方深聊后，发现她长期在家庭、
学校受到过多的负面评价，形成了“我长得
难看”“我很懒，没有人喜欢我”的印象。因
此，心理老师特意安排了学习方法辅导讲

座，邀请她作为特邀嘉宾，和学弟学妹分享
英语学习经验。同时，心理老师还引导小方
妈妈发现并欣赏孩子的优点，并让母女俩互
相用“如果你可以……我会更爱你”造句。经
过一次次疏导，那个阳光、自信的女孩渐渐出
现在大家面前。
“很多孩子对外貌、学业、人际关系、未来

等方面很自卑，他们自我意识飞速发展，迫切
需要自我认识和探索。”颜苏勤说，但是由于
青春期的孩子心理发展尚不成熟，因此经常
会出现不合理的信念，因而引发不自信、过度
敏感、人际关系紧张甚至呈现暴力攻击或容
易被欺凌等问题。这时，就需要老师帮助学生
鉴别这些不合理信念，并迁移至日常生活中，
由此改善情绪和行为状况，使学生更好地适
应学习生活。 本报记者 王蔚 陆梓华

欺负弱小、敲诈勒索、言语和肢体伤害
……屡屡发生的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事件，
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安全，受到了社会
的广泛关注。2016年5月9日国务院教育
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开展校园欺凌

专项治理的通知》，今年 11月 11日，教育
部联合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共青团
中央、全国妇联等部门印发了《关于防治中
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强

教育预防、依法惩戒和综合治理，切实防治
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的发生。

根除校园欺凌现象，直面的其实还是老
生常谈的青少年心理品质教育问题。那么问
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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