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序

近日，周玲心理工作室领衔教师周玲将编写的 《孩

子，世界在等你长大———中小学生身心安全自助手册》

交与我审阅，读后颇感欣慰。

当众人还停留在对众多的校园暴力事件以及学生的

安全事故频发的现象进行谴责的时候，周玲老师早已在

思考如何进行预防了；当众人思考如何处理具体安全事

故的时候，周玲老师已在思考如何系统地进行预防了；

当众人在思考学校、教师如何帮助学生预防安全事故的

时候，周玲老师已在思考如何让学生自我保护了。本手

册应是她深思熟虑的重要成果。

这是一本内容比较完备的中小学生身心安全自助手

册。编写者着眼于中小学生身心安全，其内容分为两大

类。第一部分为解惑：中学生小 Ａ的烦恼。内容涉及

校园暴力，家庭暴力，青春期的异性交往，如何预防性

侵，如何面对电信诈骗、网络诱骗，如何远离人身伤

害，如何面对自我伤害等。第二部分为中小学生必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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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生活安全常识。内容涉及户外活动安全，家庭生活

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社会生活安全，发生自然

灾害时的安全自救常识等。

这是一本符合中小学生身心特点、实用性强、操作

性强的手册。第一部分内容切中安全热点，以对话形式

呈现，符合中小学生的阅读心理。第二部分主要介绍安

全知识，简明而实用。

本手册是帮助中小学生健康成长的读物。

近期，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向各地印发了

《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

知》）。 《通知》指出，要通过专项治理，加强法制教

育，严肃校规校纪，规范学生行为，促进学生身心健

康，建设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周玲老师所编的这本手

册正当其时，从中小学生如何预防安全事故出发，具有

标本兼治的作用。

学校必须重视学生的身心安全，但不少学校抓升学

应试十分投入，而抓学生的身心安全则流于形式。周玲

老师编写的这本中小学生身心安全自助手册，将安全教

育的重心放在中小学生自我预防方面，让学生了解安全

常识，树立安全意识，对社会的不安全事件能判断分

析，让学校形成良好的、和谐的校园氛围。这不仅能让

安全教育内容具体化，而且也便于形成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的校本特色。

周玲老师还承担了德阳市未成年人心理成长指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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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部分工作，主要是针对一些留守儿童进行心理指

导，这样就更好地发挥了周玲心理工作室的辐射作用。

本书的编写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促使教师

的进步。周玲老师敢于不断挑战、勇于钻研，并将自己

的钻研成果物化，力争成为专家型教师。

万事开头难，周玲老师有了一个好的开头，我们期

待她有更多的成果呈现在我们眼前。

龚如君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日

（龚如君：中学特级教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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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解惑：中学生小Ａ的烦恼

我叫小Ａ，是一名刚升入初中的学生。最近，我看

到新闻媒体曝光了许多校园暴力事件，虽然我的身边还

没有这样恶劣的情况，但我对自己的中学生活也开始担

心起来。俗话说 “未雨绸缪”，我渴望和同学们友好相

处，我盼望通过努力能考上理想的大学，可是，当意外

发生，我能保护好自己吗？

周老师最近也在课堂上给我们讲到一些校园事件，

我希望能和她认真地讨论一下。因为，我想知道的还很

多。

一、校园暴力之祸，如何防范与应对

（一）“生生”伤害的自我保护

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９日，某双语学校发生一起恶性校园

暴力事件，十多名女生在校外殴打一名女生，这一幕恰

好被市民拍到上传到了网络，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７
月１日，记者走访核实，被打学生为该校７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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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４日中午，某市一县中学的一名初二

学生，被其他多名学生殴打致死。事发后，涉事学生被

警方抓获。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１日放学后，几名同学对另一女生

掌掴飞踹，整个过程被视频记录后传至互联网上，引起

轩然大波。记者核实了解到，被打的女生为某护士学校

高一的学生，施暴者和被打女生是初中同学，双方过去

曾有矛盾。①

小Ａ：老师，什么事件可以判断为校园暴力事件

呢？

老师：校园暴力是指发生在学校校园，由老师、同

学和校外人员针对学生身体和精神实施的，达到一定程

度的侵害行为。校园暴力事件主要表现为：校外青年、

本校或他校学生殴打伤害学生；学生家长因学生纠纷到

校殴打学生；老师过度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老师当

众侮辱学生的人格尊严；校内外学生以及社会青年抢

劫、勒索低年级学生钱财等。这些行为不但使学生的身

体受到伤害，还使其心理受到极大伤害。

小Ａ：我在小学的时候遇到过高年级的同学向我要

钱，他们威胁我不准说出去，我当时非常害怕，也不敢

告诉父母。

老师：那你再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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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Ａ：我会离那些社会不良少年和学校里爱欺负同

学的人远一点。

老师：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８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

办公室向各地印发了 《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

知》，要求各中小学校针对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

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

伤害的校园欺凌进行专项治理。

《通知》指出，要通过专项治理，加强法制教育，

严肃校规校纪，规范学生行为，建设平安校园、和谐校

园。此次专项治理覆盖全国中小学校，包括中等职业学

校，将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４月至７月，主

要是各校开展治理；第二阶段为９月至１２月，主要是

开展专项督查。

《通知》要求，各地要高度重视此次专项治理，加

强对专项治理的监督指导，发现问题及时与校方沟通，

做好记录并及时向当地教育督导部门报告。

各校要集中对学生开展以校园欺凌治理为主题的专

题教育，开展品德、心理健康和安全教育，邀请公安、

司法等相关部门到校开展法制教育，组织教职工集中学

习预防和处理校园欺凌事件的相关政策、措施和方法

等。

《通知》还要求制定、完善校园欺凌的预防和处理

制度、措施，建立校园欺凌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明确相

关岗位教职工预防和处理校园欺凌的职责。要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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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室开展学生心理健康咨询和疏导，公布学生救

助或校园欺凌治理的电话号码并明确负责人。要及时发

现、调查处置校园欺凌事件，涉嫌违法犯罪的，要及时

向公安部门报案并配合立案查处。

《通知》强调，各校要按照 “学校自查、县级普查、

市级复查、省级抽查”的程序，对专项治理第一阶段专

题教育情况，进行全面自查、督查和总结，形成报告并

逐级上报。

专项治理期间仍发生校园欺凌事件，造成恶劣影响

的，将予以通报、追责、问责并督促整改。国务院教育

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根据各地治理情况，组织督查组对

各地专项治理情况进行实地督查。

可见，对于校园欺凌事件，国家已经从法制、教育

管理、道德要求和心理疏导等多个层面进行关注。

从青春期学生的身心特点来看，处于青春期的少年

喜欢寻求刺激，冲动易怒，自我约束能力不强，爱惹是

生非，又喜欢模仿成人行为。如果你有这样冲动易怒的

情况那就需要加强自我控制能力了。还有少数青少年由

于受家庭的影响，漠视生命，习惯用暴力解决问题，道

德水平低下。因此，交友需慎重，多交益友不交损友，

遇到不良少年挑衅，你一定要冷静，先想办法保护自

己，并及时寻求同学、老师以及家长的帮助。一定要相

信邪不压正，总有办法解决问题。

当受到校园欺凌时，可以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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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直视那些欺负你的人，用平静清晰的语言告诉

他们停止这样做 （沉着会更显实力，一哭就更容易被欺

负，过于强势有时候也会激起欺凌者的暴力行为）。

２．如果欺凌者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快速离开，不

要和他们缠斗，找到成年人寻求保护。

３．和你信任的成年人 （如父母）说这件事，不要

憋在心里，说出来会减少你的无助感。他们可以帮你解

决欺凌事件。

４．上下学和活动时尽可能结伴而行，远离欺凌通

常发生的地方 （比如学校后面的胡同、操场的角落等）。

５．很多受害者都被威胁要是报案的话会受到报复，

但若是不幸遭受校园暴力，一是不要沉默，二是不要以

暴制暴，而要以法律的方式来解决。

６．学生可以参加一些自卫训练，有自我保护的能

力总是好的，这样也可以大大提高自我尊严。

７．不要轻易泄漏自己网络相册的密码，不要轻易

发布自己的照片和视频于社交媒体，这些会被欺凌者利

用进行恶意传播，对受害者造成心理伤害。

（二）“师生”的伤害不可小视

媒体报道：２０１６年５月，某市一中学初中三年级

早读课上，学生龚毅 （化名）在教室里把玩一支激光

笔，并用激光笔在教室里扫来扫去。激光扫到了正在上

英语课的夏老师脸上。夏老师前去制止，并要求他上

交。龚毅并不理会，甚至口出恶语。夏老师便用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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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拍打该同学的肩膀。谁知龚毅夺过卷子就扔在地

上，夏老师弯腰去捡卷子，这时龚某故意手脚并用，掀

起课桌砸向夏老师。夏老师被课桌的一只铁脚砸中嘴

部，两颗门牙当场被砸掉，另一颗牙齿也被砸松后脱

落。

该校的一位老师说：“当场砸掉两颗门牙，那得需

要多大的力气？如果说是桌子无意砸中老师，会有这么

大的力量吗？这明显是故意把桌子砸向夏老师，才会造

成那么大的伤害。”

事后赶到该班的老师说：“全班４８个人，看到龚毅

打老师，没有一个人出面制止；看到夏老师受伤后满嘴

是血，倒在地上，除了惊呼声外，没有一个同学上前把

老师扶起来，没有一个同学去给老师擦拭脸部和嘴部的

血迹，也没有一个同学去学校办公室告诉其他老师。他

们就像围观者一样，看热闹，看稀奇，好像老师的受伤

跟自己无关！我们经常在社会上看到类似的冷漠围观，

没想到现在发生在校园里。”

还有老师说：“夏老师教了七八年书，从来没有跟

学生闹过矛盾、发生过冲突，是位很认真敬业的老师，

也很爱自己的学生。她现在被自己的学生打伤，学生的

行为让老师心寒；学生的冷漠围观，更让人寒心。”①

小Ａ：老师，现在报道的中小学生伤害老师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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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案例越来越多。比如某市一中学女老师被打落三颗

牙齿的恶性事件。教师职业是不是也成了高风险行业了

呢？我原来还想长大当一名老师，现在可不想啦！

老师：现在尊师重教的风气在一些地方确实不如以

往，师生之间也存在沟通不畅的问题。教师的教学压力

很大，面对的学生人数也多，尤其是城市公立重点学

校。

在校园生活中，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比

如公共设施或教学用具被弄坏，黑板上出现辱骂讽刺某

人的字句或漫画，因踢球而使同学受伤等。这些情况出

现后，老师必然要过问、追查乃至批评。

每一个同学都希望自己被老师喜欢，如果老师批评

自己，肯定心里不是滋味，如果自己又被误解，更是想

为自己争辩。但是，这种行为并不是一种理智的行为，

有可能误伤了他人的好意，还会给自己带来进一步的伤

害。著名的成功学家卡耐基说：我不能阻止别人不对我

做任何不公平的批评，我却可以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我

可以决定是否要让我自己受到那不公平批评的干扰。如

果过分看中批评，就会影响自己的心情，甚至影响身体

健康。所以，当你被老师冤枉时，可以这样做：

１．要冷静，不与老师争辩顶撞，耐心听完老师的

讲话。当弄明白事情的具体情况之后，如果确实是老师

批评错了，要向老师讲明真相。

２．如果有可能，请同学作证，相信老师弄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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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龙去脉后，会还你公正的。

３．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说清楚被委屈的事情，

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父母，请他们帮助你解决问题。

４．如果发生的只是很小的事情，你又认为没有必

要一定跟老师说清楚，大可不必放在心上，所谓 “宰相

肚里能撑船”，不妨心胸开阔一些。这样，同学、朋友

也会更加敬重你。

５．对老师批评的话要认真思考，想想自己为什么

会被冤枉，做到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６．人无完人，老师也会有犯错的时候，老师也是

平常人，如果你能原谅老师的错误，说明你已经长大

了。

二、当寝室中发生冷战，如何面对

小Ａ：老师，我发现一些校园事件都发生在寝室的

室友之间，比如马加爵事件、复旦大学投毒案等。现在

中学的住校生挺多，处理好和室友的关系也很重要呀。

老师：是的，学生宿舍也是小社会，不同性格的同

学被安排在一起学习和生活，难免会有不同生活习惯和

学习方式之间的矛盾，一些日常生活的小矛盾会成为吵

架斗殴的导火线，一些同学采取的对立方式就是冷嘲热

讽，孤立排斥同学。

小Ａ：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全

寝室的人都不愿意搭理她，她找到老师调解，可是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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