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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金华武义一小学27个学生集体请假，理由是某同学砸全班桌子，大家身心严重受损，惧怕上学。（2013年3月12日《都市快报》）
“某同学”的行为，是一种显性的“校园暴力”，容易被发现并及时制止。但是同学的集体请假、家长的严重抗议，逼迫学校对其劝退的行为，对于“某同学”来说，同样是

一种“校园暴力”，只不过这是一种隐性“暴力”。
有形的伤害容易看见，而无形的伤害却往往被忽视。在我们的校园里，还存在哪些“软暴力”？为何“软暴力”屡禁不止？作为教师，我们该如何预防“软暴力”的发生？

本次夜话，网友们就这个话题展开了交流———

□ 庄华涛 整理

直面校园“软暴力”

为何禁而不止
□ 管福泉

在体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中，写检讨、写保
证、语言伤害等校园“软暴力”闪亮登场。 有研究表明，校
园“软暴力”会使孩子日后产生焦虑症、抑郁症和反社会
行为倾向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它会给学生造成一辈子的
伤痛，甚至会成为校园的“隐形杀手”。

校园“软暴力”危害如此严重，有关部门也明确了要
求，但为什么禁而不止呢？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片面追求升学率。 在中考、高考指挥棒的指挥
下，学校关注的仅是学生的考试成绩。 一考遮百丑，只要
成绩好，什么都不是问题。 这为校园“软暴力”的滋生提
供了一定的土壤。

第二，教师的错误认识。 长期以来，教师一直把学生
写“检讨书”、“保证书”之类的书面检查作为教育学生的
“灵丹妙药”。 他们认为，这么做是为了学生成才，相信学
生一定会理解。 这种错误的认识使得校园“软暴力”“合
情合理”了。

第三，家长的默许支持。 为了让孩子取得较好的成
绩，许多家长一直信奉“严师出高徒”，他们渴望教师能
对孩子严格要求，因此他们的默许甚至支持，无形中助
长了校园“软暴力”的蔓延。

第四，学生的逆来顺受。 学生在长期的接受教育过
程中，对教师的校园“软暴力”只能是敢怒不敢言，这就
使教师对违规学生的“软暴力”更加无所顾忌了。

（江苏省南京市河西中学）

警惕语言暴力
□ 杨宏杰

教师使用语言暴力最主要的原因是教师压力过大。
这些压力包括：

1. 激烈的竞争。 在教学成绩决定一切的今天，学生
成绩过低不仅预示着教师的收入减少，更有甚者将被辞
退。 加之评定职称、人际关系紧张使得教师感受到前所
未有的压力。

2. 繁重的工作任务。 相对封闭的工作环境，紧张的
工作，教师没有时间也没精力参加其他活动，精神一直
处于紧张状态。

3. 来自外界的干扰。 社会舆论对教师的批判，严重
影响了教师的心境。 教师付出很多，但收入、住房、福利
待遇却比较低，这些巨大的反差使得教师承受了巨大的
压力。

4. 学生的叛逆。 如今的学生很难管理，尤其是初中
阶段的学生叛逆性更强。 教师的说教很难起到应有的作
用，轻则无动于衷，重则可能和教师发生冲突。

警惕教师语言暴力， 除了抬高教师从业准入门槛，
加强师德建设，还必须对教师进行解压，把教师从繁重
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认真研究针对不同学生的教育
方法，让教师体验教育生活的乐趣。

（甘肃省庆城县卅铺初中）

香山夜话

另类校园“软暴力”
□ 王家成

金华武义实验小学的事件， 是一
群家长在变相逼迫学校、老师对“某同
学”进行惩罚处理，间接地对“某同学”
施加心理压力。 家长的行为使其他学
生都和该生疏远了， 致使该生人格受
到冲击， 其性格极有可能变得越来越
孤僻。 这是非教师所为的歧视学生行
为，也属于校园“软暴力”范畴，应该引
起教师警惕，以研究“预防”措施，保障
学生心理安全。

（湖北省宜城市龙头中学）

提早防范是关键
□ 付义六

面对校园 “软暴力”， 怎样发现它的隐蔽之处是关
键，教师应该蹲下身来，走近学生、了解学生、亲近学生，
通过各种渠道与学生进行广泛交流，才能真正避免校园
“软暴力”的发生。

从周记中防范“软暴力”。 如果你是一位语文教师或
者班主任，可以让学生每周写周记，通过批阅学生的周
记，捕捉学生思想上的动态，之后再进行有的放矢的教
育，或许可以防范“软暴力”的发生。

从谈心中防范“软暴力”。 可以采取每天找一位学生
谈心的方法，对班级的每个学生嘘寒问暖，让他们相信
并愿意亲近教师。 从与他们的交流中，教师可以了解班
级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而把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在第一
时间进行最小化处理。

从观察中防范“软暴力”。 “察其言，观其色”其实也
是一种很有效的诊断问题学生的方法，孩子往往喜欢把
情绪表现在脸上，只要教师平时多从学生的情绪变化上
发现问题并及时询问和疏导，一定能从中获得很大的收
获。

从家访中防范“软暴力”。 一些内向的学生，不愿意
与同学和教师说自己在学校碰到的麻烦事，而回家却愿
意告诉家长。 从家长那儿了解学生心里的想法，也是一
种不错的选择。 因此，家访就成了一种很好的与学生沟
通的方式。

面对校园“软暴力”，教师主要还是以了解学生，尊重
学生，信任并亲近学生为基础，只有在平时做好了学生细
致的思想工作，才能有效防范校园“软暴力”的发生。

（湖北省黄梅县蔡山一中）

成 因

行 动

对“软暴力”说不
□ 陈 明

我非常赞同学校拒绝劝退的做
法 ，如果我是这个班的班主任 ，也不
会接受这些家长的“逼宫”，相反还会
竭尽所能地保护这个孩子。

谁都知道，孩子是在不断地犯错
中成长的。 一个不许孩子犯错的学校
只会是一塘死水，一个不许孩子犯错
的教师等同于一个无知的传道士。 所
以，学校和教师应该让这个孩子继续
上学，帮助他成长。 同时，还要用集体
的爱去温暖他的心，用集体的力量去
感化他 ，帮助他认识到错误 ，改正自
己的不足。

那么家长的不理解该怎么解决？
当务之急是要召开一次家长会，跟家
长们说清以下几个问题：1. 请家长放
心 ，这间教室还会像以前一样 ，仍是
孩子们学习的乐园，教师会全力教育
好那个孩子；2. 请家长原谅这个孩子
的无知 ，将心比心 ，如果他是你的孩
子作何感受？3. 给孩子们举行一次小
型班会 ， 就这个问题做一次心理疏
导，让肇事的孩子向其他同学道歉并
请求原谅。 当然，不排除仍有个别家
长不能释怀 ， 教师可以跟其单独沟
通，相信能解决好此事。

当学校教育与家长需求出现矛
盾时 ， 尤其遇到来自家长的 “软暴
力”， 我们教师该如何面对这些困惑
和难题呢？ 我想，最重要的主导思想
是， 要根据科学的教育思想和理念，
客观公正地行使教育权，来化解家校
之间的危机和矛盾，一切以全体学生
的发展为根本 ，一个不能少 ，一个不
能弃。 唯有如此，学校方可成为一方
清亮的池塘。

（安徽省芜湖县湾沚镇新丰中心
学校）

观 点 现 象

有一种披着善意外衣的“软暴力”，同样对学生
造成不小的伤害，也应引起教师的注意：

一、在小组教学法中如坐针毡的学困生。
在采用小组教学法教学的班级中， 如果教师对

小组教学法的运用不是非常熟练的话， 常常令学困
生在组内很难有表现的舞台。 学困生只能听优秀学
生“滔滔不绝”的讲解，少有到讲台上去展示的机会，
这无异于一种“冷折磨”，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心理阴
影，成绩越来越差，自信越来越不足。

二、在分层教学法中被人哂笑的学困生。
分层教学法是很多教师运用的教学方法。 但运

用不当，同样也会产生负面影响。比如很多教师提问
时，总是问学困生容易的问题，多次提问后，那些学
困生一站起来，就会受到其他学生的哂笑。还有的教

师布置分层作业时，公开说哪些同学不必做第几题。
如此分层，无异于对学困生的“软暴力”。

三、在特色激励法中难以抬头的双差生。
很多教师为了刺激和鼓励成绩和纪律均不如意

的双差生，常常“推陈出新”，方法各异，众所周知的
“绿领巾”、“分色作业本” 就是这种现象的代表。 诚
然，也许教师的出发点是善意的，但是，学生天天戴
着“绿领巾”，用着“分色作业本”，这种压力和伤害，
可想而知。更有甚者，有的教师把学困生的保证书贴
在教室前面；让喜欢说话的学生享受优侍，一个人独
享班级一个角落……

以上种种，当值教师深思：别再用“爱的名义施
暴了”！

（江西省都昌县徐埠中学）

校园“软暴力”暗藏在学校各个角落，因为呈隐
性，不易被关注，更不易被察觉。 孩子的健康成长是
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尤其问题生的转化需
要时间和耐心来改变，需要更多智慧来尝试。暴力伤
害的是肉体，那么“软暴力”伤害的就是心灵，而这种
心灵的伤害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学校把学生分成“火箭班”、“潜力班”，就是一种
“软暴力”的现象。 在班级中孤立问题生，也是一种
“软暴力”的现象。我曾接手一个问题班级，学校担心

影响其他班的正常生活和学习， 在两班之间画上一
条分界线，不许跨越分界线，否则就算违纪，这同样
是一种“软暴力”。

教育应该公平， 每个学生都应该享有均等的教
育资源，每个生命都应该得到同等的尊重和呵护，决
不能排斥，更不应该冷漠歧视这些问题生，来换取其
他孩子的成长和教育。

（吉林省公主岭市秦家屯镇第二中学）

孩子天性好奇、爱动，甚至喜欢在破坏事件中寻
求乐趣， 这与孩子的品行无关。 家长们应该冷静对
待，不该以此来要挟学校。而且家长们的行为也会加
剧自己的孩子对“某同学”的厌恶与恐惧，不利于同
学间的交往。 或许还会在自己孩子心中埋下“要挟”
别人的种子，对自己孩子也是一种伤害。

这种伤害因其“软”而不易被人注意。 种子埋下
了，注定要生根、发芽、成长，待其长出地面，再想连
根拔掉，何等艰难！

家长唠叨、抱怨、责备孩子时，愤懑、挑剔的种子
在孩子心中埋下了；家长托关系、走后门为孩子撑起
保护伞时，权力、势力与依赖的种子在孩子心中埋下
了；当家长为孩子包办一切时，懒惰、自私的种子在
孩子心中埋下了……当这些“软暴力”伴着孩子一天
天变硬，到头来家长只能无奈地叹息。

面对这些， 教师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地与家长沟
通，改变家长不恰当的家教方式；另一方面要教育学

生学会换位思考，历史地、现实地、客观地评析自己
的父母，学着自立自强，以自己健康的成长态势影响
家长的教育观念。教师也要确保自己不做施暴者，一
旦有“软暴力”倾向，及时制止；一旦发生，及时补救，
不给学生心灵留下阴影。

当学生被赶出教室，求知的心被晾在走廊，厌师、
厌学的情绪浓了； 当学生被要求强买教辅材料时，教
师的高大形象被利益肢解；当学生被长期忽视，冷漠、
自卑的杂草就会在心底慢慢滋生； 当学生被同伴戏
弄，报复的枝蔓会渐渐越过道德的底线……

不懂教育，不会教育，都不是最大的问题，不伤
害孩子，才是第一要务。其实懂孩子，也简单，听孩子
述说，站在孩子的角度想想，就豁然开朗了。

孩子是一幅画，有这年龄段的三原色，更有自己
独特的色彩。懂孩子的家长才是好家长，懂学生的教
师才是好教师，不是吗？

（黑龙江省富裕县职教中心学校）

看到某个同学长得胖， 就叫他 “皮球” 或字母
“O”。 这样的事在校园里时有发生，许多学生觉得给
他人取外号很好玩。 殊不知，这也是一种校园“软暴
力”，如果当事人不够坚强乐观，就会对自己的身体
感到自卑。 严重者当身边的人谈论饮食、穿衣和运动
的话题时，会敏感地认为这是在议论自己，从而更加
排斥他人，不愿与人交往而患上自闭症。 此外，往女
生书包里放虫子之类的恶作剧， 孩子犯错时家长的
谩骂和同学的讥讽……比起肢体暴力，“软暴力”存
在的范围更广、类型更多。

如果“软暴力”的受害者没有得到及时的关注和有

效的调整，长时间的被压抑容易产生孤僻自闭的行为，
长时间的被漠视会引起自暴自弃的心理。 而且受到这
种伤害很容易外化为暴力倾向，攻击他人。 特别是“毒
素”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导致极端事件的发生。

校园“软暴力”就像是慢性毒药，如果我们不加
注意，就会伤害孩子们稚嫩而又纯洁的心灵。 所以，
我们教师要以身作则，注意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向
学生宣传法律知识， 帮助孩子们养成自我保护的意
识和形成文明礼貌的交往习惯， 不要让学生中了校
园“软暴力”的毒。

（江西省广丰县商城小学）

莫用爱的名义“施暴” □ 王雪晴

生命需要尊重与呵护 □ 李素怀

莫为孩子埋下“暴力”的种子 □ 管 静

别中了“慢性毒药”的毒 □ 施乐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