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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自 序

青少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建设伟大社会主义
祖国的接班人和生力军，是民族的希望。在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
们不仅要使他们成长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一代，还要
加强他们的道德修养教育，更要使他们学法、懂法，
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青少年学生不可避免
地受到社会中不良因素的影响。他们逐渐产生拜金主
义、享乐主义思想。有些青少年互相攀比，比吃穿玩
乐，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严重，在生活中逐步淡
化道德修养，逐步淡化文明礼仪、助人为乐、无私奉
献等传统美德，形成了消极的人生观、扭曲的价值观、
颠倒的荣辱观、错误的婚恋观，这些都严重影响着青
少年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尤其是在他们物质来源不
够或缺乏的情况下，往往不惜铤而走险，走上违法犯
罪的道路。同时，社会精神垃圾和不良风气也严重侵
蚀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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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单位和个人置伦理道
德、法律法规和社会责任于不顾，将宣传封建迷信、
宣扬犯罪及渲染暴力、色情、恐怖的书刊、录像、光
盘等推向市场，善于模仿、缺少辨析能力的未成年人
会被这样的文化产品刺激心灵，误读社会，还有那些
管理不尽规范的电子游戏厅、电脑网吧、迪吧等，也
是侵蚀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温床。另外，社会腐败现象
也对青少年产生了不良影响，在他们的头脑中逐步形
成了唯利是图、拉帮结派、权力至上等意识，这对青
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非常严重。

由于我国教育体制的原因，传统的 “应试教育”
的思想，在学校教育中仍然根深蒂固，重智育而轻德
育、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依然明显的存在。同时，
学科教学与道德教育、法制教育长期相互脱节，一些
学校的德育工作依然停留于传统的说教方式，跟不上
时代的步伐，引起学生的反感和抵触情绪，在一定程
度上也削弱了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效果。学校德育
过度强调认知主义，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变成了单纯
的知识教育。

当然，青少年学生的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除了学
校这个载体以外，家庭也是重要的载体之一。有的家
长对子女溺爱娇宠，百依百顺，造成子女自我放任、
好逸恶劳、骄横任性; 有的家长则片面认为 “拳脚底
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子女稍有不对，轻则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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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重则棍棒相加，造成了子女的逆反心理和孤僻性
格; 有的家长自身行为不检点，无形中影响子女，使
子女步其后尘、染上恶习。这些都严重影响了青少年
学生的身心发展，这也促使我们要重新审视青少年的
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

在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件每年都有一定比率
的上升，这使得我们对青少年群体自身发展的道德法
制教育迫在眉睫，这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青少年学
生可塑性极强，其自身的特殊性决定我们必须加强道
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如果不抓住时机对他们加以引导
而放任自流，那么必然要引发很多的社会问题，这对
青少年自身的身心发展也有着莫大的影响。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为学校的道德法制建设做
一点实事，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做一点实事，是笔者
义不容辞的职责。在全面加快推进崇明现代化生态岛
区的建设之际，也正值上海教育两纲要求和二期课改
的全面推进之际，竖河职校作为崇明地区的职业教育
中心，也处于转型和腾飞的发展时期，如何更好地为
学校的建设出一份力，为学校的校本课程系列开发作
出自己的贡献，也成为笔者的奋斗目标，由此，本书
也就诞生了。

本书作为一本校本读物，它不同于道德法律知识
教材。教材作为传授学生相关知识的书面载体，其体
系是系统化、科学化的，每一章节循序渐进，相互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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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而校本读物作为学生的辅助读本，应当以学生喜
闻乐见的形式，引起他们对读本的兴趣并愿意去阅读，
从而达到法律知识的普及和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因
此，本书以青少年关系群体中常见的法律问题和道德
问题为主要内容，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和真实的
法律案例分析向学生普及基本的法律道德知识，引导
他们树立正确的法律道德观念。

由于本人学识不深，功力尚浅，书中不妥之处，
在所难免，还望读者不吝赐教。

侯 远 峰
2007 年 5 月于竖职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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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校园暴力及其引发的
违法犯罪行为

［现象分析］校园暴力，顾名思义是指发生在校园及其附近的

以学校老师或学生为施暴对象的恃强凌弱的暴力行为。它主要

是指在校学生之间、学生与社会其他人员之间、师生之间发生

的在校园内及校园周边的具有敌意的欺凌、体罚、伤害等性质

的暴力行为。校园，是培养人的地方，本该是一方净土，是文

明的殿堂。然而，近年来，我们常常看到发生在中小学校园的

暴力事件，轻的恶语伤人，重的还会出现人命。有老师打学生

的，有学生打老师的，有学生打学生的，也有校外人员进入校

园内行凶闹事的，给宁静的校园蒙上了一层阴影。

校园暴力不仅给孩子造成了身体上的伤害，更给他们的心

灵烙下了深深的伤痕。面对孩子们的恐惧、无助的眼神，我们

究竟能做些什么?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积极行动起来，以创建和谐校园

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让学生远离校园暴力，健康成长。

当前，在一些地方，校园暴力时有发生。尽管各地发生暴

力事件的时间不同、主体不同、原因不同、结果也不同，但总

体而言，我国当前发生的一些校园暴力事件，都具有以下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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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一、恃强凌弱

这是所有暴力事件的本质特征。所有校园暴力事件的施暴

主体，相对受暴主体而言，都是强者。他们或身体方面占支配

地位，或年龄方面占优势，或人数方面占多数，或知识智力方

面有特长。总之，他们凭自己在某一方面的有利地位，对处于

不利或劣势地位的老师或学生实施暴力。施暴主体有教师，有

学生，也有校外人员。以教师为例，他们凭借国家、社会赋予

的教育和引导学生的权力、知识智慧及身体力气方面的优势，

对处于劣势地位的学生实施暴力行为。像近两年报纸频频报道

的教师以各种方式体罚学生的行为，给成长中的青少年的身心

造成极大伤害，在社会上也产生了极坏影响。

二、施暴主体低龄化

近年频频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有一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的特点———施暴主体低龄化。从一些材料来看，他们基本上是

一些 18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他们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从

小父母离异，流落街头; 有的学习成绩跟不上，是应试教育的

失败者，中途辍学，无所事事，结交了不良伙伴。这些人走上

社会后，可以用两个字对他们的生存状况进行描述: 游荡。他

们一天到晚闲得无聊，惹是生非。“空虚”是他们内心世界的

主要特点。他们经常在学校周边活动，伺机寻找施暴对象。施

暴目的在于钱财。他们常常是几人一伙，在校园周围游荡。学

生放学后，对那些背着书包的学生拦路索要，索要不成，便挟

持到偏僻处进行毒打。一般而言，他们只要得到钱或口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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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就万事大吉，被挟持的学生就可以回家，只不过受些皮肉

之苦而已。如果学生口袋没钱，又无视他们的要求，就可能有

生命危险。报上报道的为了几块钱竟残酷杀害学生的事件也并

非绝无仅有。施暴者基本上是 18 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据中国

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资料表明，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占

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 70%以上，且在整个青少年犯罪中，

18 周岁以下的青少年犯罪占 80%以上。青少年是我们民族

“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肩负着建设祖国未来的重任，本该

在学校安心读书的花季般的岁月，却逃离了学校、家庭企盼的

视野，在颓废与空虚中成了危害同龄人的凶手。

三、群体攻击

施暴者有的是社会上游手好闲的青少年，有的则是在校学

生。但不论是校外青少年还是在校学生，他们大多都是团伙行

动，或二三人，或七八人不等，较少单枪匹马单独行动。据某

杂志介绍，云南省西畴县有一个由 100 多名乳臭未干的乡村中

学生组成的无恶不作、以 “跨世纪集团”为代号的黑社会组

织，他们将学校作为主要实施犯罪的对象之一，经常向学生强

行索要所谓 “保护费”，动辄殴打学生，并经常借故跑进校

园，无故寻衅滋事，严重影响了学校正常的秩序。更令人发指

的是，他们挟持女学生到校外进行轮奸，无故殴打 “碍手碍

脚”的学校保卫人员，成为当地一霸。

四、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有人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形容学校与社会的联系，说是

只要社会上有人感冒，学校就有人打喷嚏。的确如此，学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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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就是社会的一部分，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社

会上的种种现象必然会影响到圣洁的校园。从近年发生的一些

校园暴力事件来看，它们大多都与社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直接

联系。或校外施暴者找老师或学生无故寻衅滋事，或校外发生

的暴力事件与学生有关联，或在校学生纠集校外不良少年到校

园或校园附近闹事。总之，纯粹的、与社会无关的校园暴力事

件微乎其微。例如，去年 4 月在浙江永嘉破获的一个案件，就

是由于在校学生与校外一个由青少年组成的带黑社会性质的团

伙之间的矛盾引起的。某中学一学生与校外那个由青少年组成

的团伙有纠葛，就在校内组织了一个由在校学生组成的团伙，

并购置了枪弹，准备与社会上的团伙对抗，幸好被及时制止，

没有酿成惨剧。这就是典型的与社会密切相关的校园暴力事

件。

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有学校内部

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影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

因:

1． 文化的影响

由于现代性质的校园暴力的发生，主要是一些不良少年造

成的，而他们的血液中流淌着社会不良文化的因子。这些不良

文化来自电影、电视、书刊。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香港曾拍

摄过一系列反映带黑社会性质的青少年团伙生活的电影。他们

在银幕上的形象是: 有血性、讲义气、疾恶如仇、生活洒脱、

率性、团结友爱。这些电影，有的引进内地。一上映，很受青

少年的青睐。有的人一看就是几遍。内地的一些电视剧，在反

映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生活时，追求逼真，过多地纪实性描

述。一些书刊，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所有这些，都给那些处在

5第一章 校园暴力及其引发的违法犯罪行为



成长中、善于模仿的青少年提供了可以直接进行仿效的范本。

前面提到的那个“跨世纪集团”，有着严密的内部组织，有老

大，有“军师”，还有堂主。为便于管理，内部共分四个堂，

每个堂设堂主一人，俨然一副黑社会派头。从这些案件破获后

他们的交代来看，不良文化对这些成长中的青少年的影响之

大、之坏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2． 社会暴力一部分

事实表明，很多校园暴力事件，都是社会暴力的一部分，

很多事件都与社会暴力有关。当前，一些地方，黑社会势力比

较猖狂，频繁作案，校园中的有些案件只是他们所作案件的一

部分。还是以云南西畴县那个团伙为例。他们经常在社会上惹

是生非、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但他们在校园中滋生的事端，

很多都是他们社会案件中的一部分，由于在校学生与那些社会

案件有着各种各样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所以自然会牵涉到校

园内。一些在校学生不思进取，平时自由散漫，喜欢结交一些

流落街头的少年朋友，所谓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知不

觉之中他们便成了这些人中的一员。

他们一旦与同学发生矛盾，便邀集同伙，在校园及附近进

行骚扰、袭击。某校一学生，经常在外面惹是生非，别人多次

追打他，他就跑进学校躲避。于是，引起校园骚乱。

3． 学校教育的孱弱

这里主要指学校教育中忽视了对受教育者的心理疏导、健

康人格的形成和精神支柱的铸造。那些将暴力当儿戏的青少

年，正处在自我价值的形成阶段，渴望得到社会、尤其是老师

和家长的认可。而由于他们在一系列的应试过程中成了失败

者，就被学校推向了社会的边缘，家长也给予认可。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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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学校在将他们推向社会以后，基本上放手不管，至于他

们内心的痛苦、心理的需要，则无人过问。面对这样的现实，

他们满脸无奈，对人生、对社会还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

一个 17 岁的男孩这样说道: “从这学期我的考试一塌糊涂以

后，我就打算放弃所有，以后就算没完成父母殷切的希望，我

去当个丐帮帮主，我也不会后悔，过一天算一天，我没有目

标，没有打算，也没有希望。”学校教育，最根本的应当让学

生学会做人，使他们有健康的心态、健康的人格、远大的理

想，并为理想的实现奋斗不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部分人

成为精英，一部分人成为落伍者，成为麻烦的制造者，成为校

园暴力的制造者。

4． 传统观念的影响

就教师对学生的暴力而言，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可忽视。中

国人历来有尊师的传统，荀子就将教师的地位提到了与天、

地、君、亲同样高的地位，并认为 “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

而不称师谓之倍”。而且，古人还认为 “一日为师，终身为

父”。主张弟子要像对待父亲那样对待老师。在老师面前，学

生应该服服帖帖，不得有任何冒犯行为。比如明代就规定国子

生员必须尊承师训，要求: “各堂生员每日必须诵书史，并在

师前立听讲解，其有疑问，必须跪听，毋得傲慢有乖礼法。”

“毁辱师长者”，“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这些观念，

它的惯性作用是巨大的，今天仍然在发挥作用，致使我们的一

些教师，仍然以传统眼光看待师生关系，将学生看做可以任意

打骂的受支配者。于是，各种各样的体罚时常出现在教室里、

课堂上，成为校园暴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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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心理不健康，精神空虚

中小学生正是从儿童到成年的过渡阶段，最渴望获得同辈

群体的认同，而现在的中小学生以独生子女居多，在家中比较

孤独，在学校朋友较少。由于种种原因，孩子与父母、老师间

的交流也不多，导致学生处于一种生理和心理的苦恼状态。有

的学生在网络中寻找宣泄的渠道，痴迷网络不能自拔; 有的自

我封闭，形成孤僻怪异的性格; 有的胆小怕事，一味地容忍、

迁就; 有的自尊心极强，时时炫耀自己; 有的心理脆弱，自我

控制能力很差; 有的性格偏激，心理不平衡，逆反心理和报复

心理较强。这些学生由于心理方面的不健全，极易受到侵害或

侵害他人。另一方面，家长、老师粗暴式的管理方式和家庭不

和睦都会造成学生性格偏激。不少有暴力倾向的学生，家庭生

活都不幸福，他们要么从小失去父母关爱，要么家庭生活不正

常 ( 如争吵，家庭暴力等) ，造成性格极端，形成 “攻击性人

格”。校园暴力的频频发生，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原因是复

杂的，牵涉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他像家庭教育、学校内部管

理、社会风尚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校园暴力的产生。

本文仅择其一、二，以窥一般。

［建议设想］校园暴力的发生，对社会、学校和学生都造

成了严重危害。它的存在，影响了社会安定，扰乱了学校正常

的教学秩序，玷污了学生的心灵，对他们的成长极为不利。一

些曾在放学回家路上受到过袭击的同学说: “现在，我一走到

那个地方，心情就紧张，害怕再受骚扰，心有余悸。”因此，

铲除校园暴力迫在眉睫，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由于牵涉

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仅提出几点思路:

首先，学校内部要加强自身建设，加强内部管理，转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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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观念。加强自身建设，就是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建设一支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教师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学生，让

学生生动活泼地学习，融洽师生关系，使校园内既团结紧张，

又严肃活泼; 加强内部管理，就是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规章

制度，增强学生的纪律观念，用严格的校规校纪约束学生，使

他们养成遵规守纪的好习惯，从而力求上进，奋勇争先; 还要

加强门卫制度建设，有的学校有门卫，但门卫的主要职责并不

在于“门”的管理，却让他们负责打扫卫生、检查老师上课

情况、报刊收发等工作，常常是，其他工作一忙，看门的事却

反被耽误了，这种状况必须转变，必须想方设法让门卫工作以

“门”的看守为中心，“门”看好了，管好了，就可以排除校

外的干扰，减少由校外因素引起的暴力事件。转变教育观念，

就是要将教育工作的重点转到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上来，走出

应试教育的困境。可以说，很多流落街头、肇事校园的青少

年，都是应试教育的失败者。只有转变观念，真正看到每个学

生的特长、个性，树立其信心，鼓励其进取，才能从源头上减

少产生校园暴力的可能。其次，要加强社会管理。社会管理是

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社会的领域有多宽，社会管理的面就有

多广，本文仅谈谈区域管理。区域管理是指一定区域内跨部门

地组织各管理机构协调管理。搞好区域管理，关键在于各部门

齐心协力，通力合作，不能各自为政，各拉各的调，各吹各的

号。现在，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就存在有利可图的事

就抢着管，无利可捞的事无人管，扯皮、踢球的现象，这是极

不正常的。各地方政府及街道、村委会组织，必须加强协调工

作，该自己管的事要好好管起来。具体来说，以下几方面管好

了，校园暴力就可以减少:

9第一章 校园暴力及其引发的违法犯罪行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