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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青春期不仅是打好学习基础的重要时期，而且是身心日趋发

展成熟的关键时期。青少年只有在身心健康的情况下才能精力

充沛地去学习，在学习中不断克服挫折，从而有效地提高学习成

绩。因此，对青少年进行身心健康教育势在必行。所以我们编写

了本丛书———《男孩女孩青春期教育系列》，旨在通过分析研究青

少年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揭示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

性，使学生充分理解和掌握青春期自我保健的各种知识，从而健

康地成长。

本丛书重点阐述了以下几方面内容：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的

内容、基本原则以及对青少年进行健康教育的主要办法；青少年

时期身体发育的特点及体育锻炼的重要性；青少年性器官和第二

性征发育的特点，以及在此期间应注意的卫生问题；青少年如何

正确地对待学习，净化生长环境；如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１—



观、价值观等相关内容。

本丛书语言浅显易懂，事例针对性强，操练设计切实可行，是

青少年进行青春期自我教育的首选书籍，也是家长送给孩子的首

选礼物，同时更是教师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不可或缺的参考

教材。

—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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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花季少年变蛊惑仔

———校园暴力的防范

校园暴力是个新闻名词，也是一个社会名

词。这个名词的诞生，意味着我们已经公开承

认，校园再不是什么桃花源或者象牙塔，而是和

成人世界一样危险的地方。研究还发现，校园暴

力，并不止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更是一种

群体心理的反应，一种人生态度，一种校园中成

员的意识。校园暴力，也并不是校园里面自然生

成的怪胎，而是社会上的暴力文化飘落在校园中

所长出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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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校园不速之客

上海市一名小学六年级学生，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

里，连续两次被同学打得满身是伤。该学生家长哭诉:

“孩子吓得不敢再去学校。”另外，在河南郑州市一外语

中学校园内，发生了一起因课堂冲突而引发的学生辱骂、

殴打任课老师并致教师轻微伤的暴力事件。

校园暴力犯罪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目前，未

成年人犯罪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程度上都呈现出增长的趋

势。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一份统计表明，近年来，青少

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刑事犯罪总数的 70%以上，其中十五

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占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 70%以上。据

上海电台与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最近联合对10多所学校

6 ～12岁的孩子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同学之间发生矛盾的

占 14%，其中有暴力行为的占到 12%。

在学校里，你也许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人给你起难

听的外号，有人扬言要给你点“颜色”看看，甚至真的给

了你一点“颜色”……渐渐地，学校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地

方，一个你再也不愿去的地方。

校园暴力包括起侮辱性外号、造谣诬蔑、甚至是肉体

上的虐待。现在，校园暴力还蔓延到了网络上，网络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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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校园暴力的一个新形式。

一、可怕的语言暴力

“中国少年儿童平安行动”组委会开展的一项调查显

示:“语言伤害”、“同伴暴力”、“运动伤害”成为当前小学生

认为亟待解决的三大校园伤害问题。其中“语言伤害”成为

小学生最关注的、认为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比例高达

81． 45%。

( 一) 何谓语言暴力

根据调研中学生们反映的情况，我们归纳语言暴力

为使用嘲笑、侮辱、诽谤、诋毁、歧视、蔑视、恐吓、漫骂、贬

损等不文明的语言，致使他人精神上和心理上感受到痛

苦或伤害，属于精神损害的范畴。

语言暴力不同于针对身体的暴力，从表面上看，语言

暴力造成的伤害并不明显，但从某种程度上讲，可能造成

的后果会更严重，对学生的伤害持续时间更长。例如，体

罚属于针对身体的暴力，体罚更多伤害的是学生的身体，

其伤痛可能是短暂的，但语言暴力的伤害却可能是长久

的，不仅侮辱了学生的人格尊严，使学生失去学习信心和

兴趣，严重的还会导致学生产生心理问题、丧失生活勇

气、自伤自杀、违法犯罪等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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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语言暴力的主要表现

针对小学生的主要有: “傻猪”，“傻瓜”，“神经病”，

“坏蛋”，“笨蛋”，“我一看见你就不高兴”，“你们是笨

蛋”，“你们还不如女生呢”，“再不好好学就不让你上

学”，“滚”，“讨厌”，“白痴”，“你写的什么作业啊”，“整

天跟白痴似的”，“你怎么这么笨啊”，“就你给班级丢

脸”，“傻子”，“你耳朵进屎了”，“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等等。

针对初中生的主要有: “傻”，“白痴”，“弱智”，“智

商低”，“脑子笨”，“猪”，“滚”，“装什么孙子啊”，“吃人

饭不干人事”，“别给脸不要脸”，“你行吗”，“差学生”，

“你是什么东西”，“我把你一眼望到底”，“你干吗吃的

呀”，“连只猪都不如”，“笨蛋”，“死脑瓜”，“就你傻”，

“你缺心眼”，“就你们这种水平还想……”，“你像个好学

生吗”，“什么玩意”，“还重点校来的呢”，“你有没有脑

子”，“怎么这么笨”，“实验班就出这样的学生啊”等等，

有的老师说的不文明语言往往会涉及到学生的父母、

家庭。

针对高中生的主要有: “笨猪”，“不要脸”，“不自

觉”，“没脑子”，“你他妈的”等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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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语言暴力给学生造成的心理伤害持久、

严重

据调查显示，41%的小学生、65%的初中生、54%的

高中生认为老师的语言暴力会伤害自己和同学的人格尊

严。51%的小学生、72%的初中生、39%的高中生认为老

师的语言暴力给其造成了心理伤害。

小学生认为老师的语言暴力使他们: “受到了伤

害”，“很伤心”，“心里难受”，“很难过”，“伤自尊”，“没

自信了”，“学习没意思”，“害怕老师”，“不爱与同学交

流”，“人格受到伤害”，“让我们无法正常休息”，“造成

严重打击”，“非常生气”，“不高兴”，“心里恨老师”，“不

喜欢、讨厌老师”，“情绪一直很低沉”等等。

初中生认为老师的语言暴力使他们:“老师没有做出好

的榜样”，“学习压力更大”，“受到同学侮辱，同学往往跟着

老师学话”，“不能专心听”，“与老师关系不好、恨老师”，“变

得害怕老师”，“伤自尊、人格”，“情绪更加消极，有压力”，

“身心造成伤害”，“人格造成伤害，伤害自尊心”，“心灵受到

伤害厌学”，“让我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失去自信”，

“失去学习信心”，“更自卑，没自信”，“和老师之间感情受

伤”，“引起逆反心理和过激行为”，“非常气愤和老师吵架”，

“反抗老师”，“特没面子”，“离家出走”，“自残，自杀”，“有

强烈的抵触心理”，“打击学习积极性，更加不好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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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下降”，“学习产生恐惧”，“挫败自信心和对社会的信

任感”。这种影响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例如“沮丧，会难过

很久”，“心情很久都不能恢复”，“使我永远记得这句话”，

“长大了证明自己有本事”等等。

高中生认为老师的语言暴力使他们: “很没面子”，

“心里难受，压力大”，“不再尊敬老师，使师生之间有矛

盾”，“有辱老师人品”，“伤自尊、人格”，“身心造成伤

害”，“让我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有强烈的抵触心

理”，“失去自信”，“厌倦学习”，“使师生关系不再融洽，

学习不再快乐，只会认为是负担”，“对学习更没兴趣，还

会对其他同学造成影响”，“有可能自杀”等等。

二、血肉相搏的身体暴力

2004 年 9 月 27 日 19 时 10 分许，沈阳市某中学高二

年级某班教室内发生一起伤害致死案件，两名学生被刀

刺伤后，抢救无效身亡。

当天下午 4 时，该校高二学生刘某( 女，17 岁) 因怀

疑同班同学翟某( 男，17 岁) 偷了她放在书包内的 500 元

钱，二人遂发生纠纷。翟某因害怕刘某报复，到商店买来

一把水果刀。之后，刘某找来本校同年级另外班级学生

张某( 男，17 岁) 和王某 ( 男，17 岁) 在教室内与翟某厮

打，在厮打中翟某用买来的水果刀将张、王二人刺伤。沈

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接到报警后迅速到达现场，将王、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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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送至医院抢救，同时将翟某在现场抓获。王、张二人

经抢救无效后死亡。

《南方都市报》登载一则因感情引起的暴力事件，广

州男孩陆某就读于广州市某汽车技校。2001 年 8 月，16

岁的他结识了 13 岁的女初中生小丽( 化名) ，两人情窦

初开，很快陷入热恋。可是没过多久，小丽对陆某提出了

分手，随后便开始“玩失踪”。

2002年 3月 1日傍晚 7 时许，陆某发现小丽和一名男

青年( 黎某，现年 17 岁，本市某中专学生) 从楼上走下来。

黎某还将手搭在小丽肩上，两人有说有笑，甚是亲密。见此，

陆某怒火中烧，拔出随身携带的小刀冲上前，致使黎某的头、

腹、背等多处要害部位被刺伤，当场休克。事后，自知闯祸的

陆某与小丽及同学一道，将黎某送到医院抢救，随后逃走。

经法医鉴定，黎某左腰部软组织贯通创，左肾和横结肠破裂，

已构成重伤，损伤程度为两个十级伤残。

这样惨不忍堵的暴力事件不时在我们身边发生，引

起暴力行为的原因可以有很多种，它给青少年带来的伤

害也是无可挽回的。

三、“过瘾”的网络暴力

暴力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随着科技的进步，它的触

角伸向了网络。虽然没有人做过精确统计，但网络暴力

正在世界各地蔓延着。



8

列
系

育
教

期
春

青
孩

女
孩

男

“暴力”游戏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许多青少年

对网络中的暴力游戏非常痴迷，而且越“刺激”的游戏上

网参与的人数越多，几乎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由此引发

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学生逃学、校园暴力等。暴力

游戏，呈现的是赤裸裸的撕杀和暴虐，容易引发人性中残

忍和冷酷的一面。青少年自制能力不强，总是对新鲜、刺

激的事物充满好奇，网络暴力游戏的出现，正好迎合了青

少年的这种猎奇和追求刺激的心理。

为了吸引网络游戏的爱好者们，设计者都竭力将一

些暴力游戏的场面设计得更血腥，环境更逼真，力图综合

地运用声光电，最大限度地产生视听觉上的效果，满足游

戏者感官上的刺激。游戏者往往情绪紧张，有身临其境

的感觉，以至于许多人完全陷入游戏的角色，真正达到了

“人机合一”的程度。

游戏往往设置为积分制、对抗情景和类似于现实的

场景，长时间这种近似逼真的体验使中小学生习惯了打

打杀杀的血腥场面，已经分不清虚拟网络和现实世界，把

游戏与生活实际相混同，从而使他们的思想高度紧张，情

绪变化更剧烈，富于攻击性，暴力倾向更强，对人的生命

冷淡得近乎漠视，这正是当前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的

诱发因素。这对于思维不成熟、辨别能力不强的未成年

人来说，也容易发生认识上的偏差，从而酿成大祸。未成

年人盲目模仿暴力游戏而送命的报道屡见不鲜，有些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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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迷们语言前卫、发型怪异、行为先锋。他们没有生活目

标，没有社会责任感，唯一有的就是对网络游戏的痴迷与

依赖。没有钱玩游戏，就向家长要、向同学借，慢慢地学

会了说谎，乃至去偷、去抢。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现实

社会中无处不在的道德约束和法律威慑都荡然无存，人

性中长期被压抑的生物性本能就在征伐杀戮中毫无掩饰

地被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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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暴力流行分析

“校园暴力”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家

庭原因，即与家庭环境、父母教育有关系，孩子从小有暴

力影子在脑子里面，进行模仿。孩子不愿面对挫折的表

现，学习成绩不好或者人际关系没有处理好时，便采取破

坏、迁怒的方式。二是学校教育环境引起，比如学校治安

混乱，防范设施不到位; 道德教育的缺失; 老师的“不公

平”待遇等。三是社会因素———网络暴力、影视暴力的

潜移默化。

校园暴力看似一种个别的、简单的社会现象，其实具

有复杂的社会背景。

一、家庭原因

家庭暴力是造成校园暴力的根源，校园施暴者的家

庭一般多有不幸，有家境贫寒的，父母离异的。总之，缺

乏关爱，缺少管教是这些孩子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根本

原因。如果家庭成员文化素质低下、道德品质败坏;父母

的管教方法过严或者过于溺爱或者父母疏于管教; 家庭

气氛紧张、不和谐，使孩子缺少关爱和安全感等情况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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