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认为本案中，监护人承担

法定的监护责任。网上关于对

监护人同等追责的呼声不小，但

其实现有的法条没有对青少年

犯罪监护人责任做明确的规定，

只是从普适角度说有教育责任。

从青少年预防犯罪的角度

说，这一恶性事件的发生，学校

层面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因

为从霸凌到杀害，显然这不是短

期内发生的，这样的校园霸凌是

长期存在的，老师是否存在失职

也要打个问号。此外，被害人曾

经求助过自己的父母，表达过不

想去学校的想法。这一信号也

没有引起父母的重视。多方失

职最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我是上海最早一批青少年

社工，在一线的时候曾接触过许

多青少年犯罪的案例。有的干

预对象，他们的想法是“我不满

18 周岁，犯罪没关系”。我觉得

造成这样的“误解”，可能是教育

导向和社会舆论有偏差，个别青

少年仗着自己年龄不到做触碰

法律底线的事，这不是很好的法

律导向。

从不良行为到严重不良行

为到青少年犯罪，之所以会导致

一些青少年愈发嚣张的行为，原

因是多重的，有的是法律认知上

有缺失，有的是家庭教育缺失，

当然也存在公民法治教育不全

面不深入等。

我就碰到过一名青少年去

精品店偷鞋子，他认为我只是偷

了一双鞋，并不构成犯罪。法律

意识的淡薄是青少年犯罪的重

要成因。

据我所知，现在青少年恶性

犯罪的年龄出现了低龄化。以

前以冲动型犯罪为主，现在会有

杀人或者有预谋的杀人等恶性

事件。比如本案中，如果三名施

暴者是先去挖好坑，他们的行为

就并非临时起意。

我曾经接触过一名青少年，

他生活在单亲家庭，爸爸是吸毒

人员，十五六岁的时候，他组织

未成年来沪人员偷钱包。这个

孩子的法律意识特别强，知道犯

罪的后果，也懂得打擦边球，教

唆未成年人犯罪规避刑事风

险。一旦懂得钻法律的漏洞，这

也是非常可怕的。

可能很多人在追究到底是

什么导致了这种丧尽天良的埋

尸案发生，但其实没有那么多为

什么。归根结底就是他们不懂

法。

我们需要警惕的是，现阶段

青少年自伤、自残、自杀以及伤

害他人等行为的数量有不断上

升的趋势，这说明我们的孩子严

重缺乏对生命权的认知和敬畏，

加强生命教育迫在眉睫。

就以本案为例，这三名施暴

者杀害了同学还能装模作样到

学校上课、打游戏。他们真的太

冷血了。

法律讲究底线，但是否所有

的案件要单一衡量，要被年龄“框

死”。我个人觉得未必，其实很多

案件，情节恶劣程度让人发指，不

能让钻法律漏洞的人得逞。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校园霸凌，是青少年时期一
个尤为突出的问题。无论是男
孩还是女孩，都可能成为受害
者。这种霸凌行为不仅给受害
者的身体带来伤害，更在心理上
造成难以磨灭的创伤，影响他们
的成长轨迹。

我注意到，校园霸凌现象存
在一定的时间规律。往往在开
学初期，霸凌事件最为频发，这
可能是因为此时学生的学习压
力相对较小，而社交关系和环境
适应成为主要议题。相反，到了
期末或期中考试期间，由于学习
压力增大，霸凌现象会相对减
少。

多年来，我非常关注和研究
被霸凌者的情况。通常，打来咨
询电话的都是被霸凌者或其家
长，他们急切地寻求帮助和解决
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文化背
景下的霸凌形式也存在差异。
例如，东方文化中的霸凌可能更
多地体现在孤立和排斥上，而在
城市中，这种孤立现象尤为明
显。我曾看过一段四川南部的
视频，一群女孩子围攻一个女孩
子，让她下跪、喝脏水，旁边还有
人拍摄视频，这种霸凌行为的残
忍程度令人震惊。

在多年的观察和研究中，我
发现被霸凌者往往有一些共同
特点。他们就像动物世界中群
体迁徙的“掉队者”。孩子可能
在小团体中落单，没有朋友，得
不到同龄人的支持；他们的成绩
可能也不是特别好，因此也得不
到老师的充分关注；而家庭的支
持缺失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有些
孩子是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老
一辈与孩子的情感连接相对较
弱。父母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
缺失的状态。

当孩子开学时表现出不愿
上学的情绪，并且与父母沟通不
畅时，家长应高度警惕。去年外
地学校的一项调查显示，有些学
生最讨厌的人竟然是父母和老
师，这反映出家庭和学校支持系
统的严重不足。

我曾接触过一个个案，一个
孩子不仅被同学霸凌，还遭受了
老师的羞辱和贬低。这种双重

打击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了极大
的伤害。更令人痛心的是，当孩
子向家长求助时，往往得不到应
有的关注和支持，甚至可能遭到
责骂。

受到霸凌后，孩子肯定是求
救过，或者是发出过求救信号。
但是家长往往没有注意，或者是
直接骂一顿。“人家为什么不欺
负别人，就欺负你呢？”“老师为
什么不说别人，就说你，你一定
表现不好。”

有一句话叫做“被霸凌的孩
子人生的第一个霸凌者永远是
家长”，我特别认同。它意味着，
在许多情况下，孩子遭受霸凌的
根源可以追溯到家庭内部，特别
是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的行为
和态度。

首先，这句话强调了家庭
作为孩子最初的社会化场所的
重要性。在家庭中，孩子学习
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处理情绪、
如何建立自我认知。如果家长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采用了过
于严厉、冷漠或忽视的方式，孩
子可能会因此产生自卑、恐惧
或叛逆的情绪，这些情绪可能
使他们在学校或社会中成为霸
凌的目标。

我们都说，家长的行为模式
往往会被孩子模仿和学习。如
果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攻
击性、不尊重他人或缺乏同理心
的行为，孩子可能会将这些行为
内化，并在与同龄人相处时表现
出来。这样的孩子更容易成为
霸凌者，也可能因为自己的行为
而遭受霸凌。

此外，家长对孩子的支持和
保护程度也会影响孩子是否容
易成为霸凌的受害者。如果孩
子在家中得不到足够的关爱和
支持，他们可能会感到无助和孤
独，从而在学校或社会中缺乏自
信和应对霸凌的能力。

此外，我还注意到，一些学
校过于追求升学率，导致校长和
任课老师只关注数字，而忽视了
对学生身心健康的关注。说句
实话，如果一个孩子正在遭受严
重的校园霸凌，老师是不可能一

点苗头都看不出来的。
因此，我强烈呼吁学校和社

会各界共同努力，加强对校园霸
凌的预防和干预。学校应把校
园霸凌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进行
考核，确保每一位学生的身心健
康。同时，家长、老师和社会各
界也应提高对校园霸凌的认识
和关注，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安
全、和谐的成长环境。

最后还有一点，我们同样需
要高度关注那些悄然无声发生
的霸凌行为。

就在两周前，我接到过一个
因抑郁症而备受困扰的个案。
她向我倾诉，自己因为某个女生
的排挤而倍感痛苦。尽管对方
没有在行为上对她进行明显的
攻击，但持续地不配合、冷漠与
拒绝交流，给她造成了巨大的心
理压力。个案为此感到十分委
屈，并向其他同学寻求安慰和倾
诉。然而，那个霸凌者得知后，
竟然主动提出“让她等着，要和
她谈一谈”。

面对这种情况，我鼓励个案
不要害怕，要勇敢地表达自己的
想法和感受。我告诉她，与霸凌
者进行对话可能是解决问题的
一种方式，但前提是要坚持自己
的立场，不被对方的威胁或恐吓
所动摇。同时，我也提醒她，如
果感到无法应对或情况进一步
恶化，一定要及时寻求家长、老
师或其他人的帮助。

我们能通过这个案例看到，
霸凌行为并不总是以明显的身
体或言语攻击形式出现。有时
候，它可能隐藏在冷漠、孤立和
排斥之中，对受害者的心理健康
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因此，我
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关注每一
个可能受到霸凌的孩子，为他们
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对于被霸凌者，我想说，你
们并不孤单，有很多人愿意站
在你们身边，为你们提供支持
和帮助。请勇敢地站出来，说
出自己的感受，寻求帮助，我们
共同努力，让校园霸凌成为历
史，为每一个孩子创造一个美
好的未来。

青年报记者 陈嘉音

受害者往往很早就
发出过求救信号

“被霸凌的孩子人
生的第一个霸凌者永远
是家长”

“无形的霸凌行为”
同样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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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北邯郸肥乡区北高

镇张庄村3名初中生残忍杀害同

学的事件引发广泛关注。这一

让人痛心疾首的事件中，有哪些

值得反思的方面？无论案件中

是否有校园霸凌的现象，校园霸

凌依然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

我们采访了宝山区教育学院心

理教研员蔡素文。

对于这件事和校园霸凌现

象，我有很多话想说，总结起来

就是“三个实”“两个全”。

第一个“实”，就是希望夯实

学校的德育基础。德育是包括

了思想、道德、法律、心理等内容

的一个系统教育。孩子在成长

过程中是需要塑造、打磨的，并

不是天生的善与恶的简单评价，

而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受了多少

比重的思想道德教育。我特别

希望德育教育能真的落地，在学

校里生根、发芽，长出属于本学

校符合学情、生情的真正意义上

的德育教育，而不是流于活动、

流于纸面。

第二个“实”，是心理健康教

育要实。应该要从教师的层面、

从一个班、一个学生的个体去

看，如何培养他的责任心、同理

心和他的意义感、价值感，老师

要上好每一堂心理课，而不是说

等问题出了就去危机干预，那已

经是滞后了。

第三个“实”，是陪伴要实。

我这里也有很多外省市的学生

来咨询，基本都是爸爸妈妈在

上海打工，孩子在老家被欺凌、

被霸凌。当我询问这些父母为

什么不能带着孩子去学校走一

圈时，他们的回答都是“没空，

要赚钱养家”。我们也理解，很

多家长外出工作也是身不由

己，但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陪

伴方式和亲子沟通方式，哪怕

是发个信息、传张照片，也要尽

量每天抽空与孩子聊聊天，或

者在适当的时间视频，看看孩

子都在干些什么，陪伴最起码的

基础就是要了解。

再来说“两个全”。第一个

“全”，我们要本着全面发展的理

念去培育一个人，而不是结果导

向、问题导向，出了事了才针对

问题去解决。孩子不是天生就

知道是非对错，要去教，所以教

育引导非常重要。

第二个“全”，是希望孩子的

生活是多维的、全面的。现在有

些孩子心里只有自己，我们希望

孩子能心里有自己也有他人，有

权利也有义务，有获得也有付

出，有享受也有责任担当，是一

个完整的生活状态，而不是完全

以自我为中心。

所以，教育任重道远，教育

意义非凡。希望这样痛心疾首

的事情能够少一点再少一点，我

们教育人、学校、家庭、社会应该

共同承担这个责任。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宝山区教育学院心理教研员蔡素文：

德育教育不能流于纸面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静安工作站站长娄晓祯：

加强生命教育迫在眉睫

上海12355青少年服务台专家顾凯宪：

人家为什么人家为什么
请不要请不要再说再说

“我是上海12355青少年服务台专家、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顾凯宪。
从业以来，无论是面对面咨询还是线上连线，我都接触过不少关于校园霸
凌的案例，每次听到都让我感到惊心动魄。我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的进
展，案例中那三个中学生的残忍行径令人发指。”

邯郸初中生 遇害案

不欺负不欺负别人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