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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苏彩宋

冷暴力的现象无处不在，它表现

为语言的嘲讽、故意忽视、冷漠、疏远

等，致使他人精神上和心理上受到侵

犯和伤害，它常使得学生无力应对，

家长无计可施。它还没有构成冲突，

一般不需要学校出面解决。

平静表面下的伤害
2014级学生朱某，家境比较贫

困，父母离异，父亲在她出生后再

没管过她。母亲忙于生计，带着她在

国内外辗转。七年级的第二个学期，

她才从巴西回国，转进我的班级。

她基本不会汉语，也不懂英语。

她长得比较肥胖，个子又矮，同学似

乎不怎么喜欢她，我也没有太在意，

以为过段时间就会好的。

可在艺术节大合唱时，我发现很

多女生不喜欢站在她身边；站她身边

的也故意和她保持距离。有学生私

下里跟我说，上体育课，体育教师分

配队伍时，女生都不想和她一个队，

并嘲笑和她一个队的同学，说她们运

气差。

朱某又比较内向，凡事不跟人沟

通，只有回家的时候才会和她妈妈说

一下。对于同学的冷漠对待，她也只

能暗自伤心。

十三四岁的学生，思想本应单纯

无私、阳光灿烂，为什么他们之间会

出现冷暴力？

沟通是解决的前提
其实，冷暴力针对的不仅是弱势

个体，甚至还有可能是比较优秀的学

生。教师的过分关注，也会使其他学

生产生妒忌，心理上不愿与优秀的学

生交往，因此直接的竞争往往会诱发

冷暴力。

美国教育家理查德·韦斯伯德在

《守护孩子的幸福感》中把学生间关

系的偏差归咎到我们成人身上，提到

成年人（包括教师和家长）应审视自

己的价值观念、道德能力和态度。

经过一番思考，我决定采取

措施。

倾听是沟通的前提，我找朱某谈

了一次话。站在学生的立场上，设身

处地为学生着想，有助于让她感到

放松，不至于害怕。所以，当朱某向

我倾诉时，我不停地点头表示肯定，

对她的困惑表示关注，她的内心也就

渐渐平静下来了。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进入县高中

时，也遭受过来自城镇学生的冷暴

力。于是我现身说法，以自己的经历

和感受为例，帮她疏导内心的困惑，

从而引起她思想的共鸣。

最后，我告诉她对贫穷的认识：

家庭困难只是物质上的，而不是精神

上的。精神生活的贫乏才是真正的

贫困。轻贱别人的穷与炫耀自己的

富一样，都有可能是源自内心的虚弱。

自卑加重了伤害
也许，退一步来看，同学不一定

对朱某有敌意，那种敌意有可能是

她过于敏感的内心“制造”出来的。

我让班上同学先评价一下朱

某——大家觉得她是个怎样的女

孩？再个别进行有针对性的深入

沟通，逐项解决“为什么平时不喜

欢和她在一起”的问题。

原因不外乎这样几个：1.个别学

生天生就有爱美之心，喜欢打扮，并

不是针对朱某，更没有伤害她的意

思；2.朱某自身太自卑，一直把自己

当弱者看待。

我再找次朱某和她妈妈一起谈

话，营造一种良好的沟通氛围。我不

仅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和朱某讲，告

诉她，同学们都很喜欢她，希望她能

真正融入班集体。我让她要认识到

自身的不足，同时不要低估自己，不

要进行消极的自我暗示，应该多和同

学沟通，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

价值。

我尽量拉近她和同学的距离，带

班级学生到她家进行家访，和她一起

做家务，帮她处理生活中的难事，让

她感受到同学、老师带给她的温暖；

我还让她和同学们一起野营，合作完

成任务，增加沟通的机会，通过娱乐

活动来消除误会，感受到团结对一个

集体的重要性。

我让她慢慢认识到：让自己强大

起来，阳光起来，别人也会用一种全

新的眼光来看待她。

扩展到群体的教育
面对冷暴力，解决问题的方法应

因人而异，可以通过侧面沟通，找切

入点，而不是把危机转化成伤害。

朱某受到的冷暴力，其他学生也

未尝没有领略过，只是表现方式和程

度各不相同。个体的行为往往会扩

展成群体的行为。所以，在班级中传

达一种思维、塑造一种品质，也是非

常重要的。

于是，我开展了以“寻美”为主题的

班会课，让学生编排小品，把班级的问

题加以呈现，学生在活动中感受到班级

存在的问题，也感觉到自己的问题；同

时，我还让学生围绕“美是物质的还是

精神的？”进行辩论，学生们可以畅所欲

言，平等交流，同时也让他们寻找身边

同学的闪光点。

作为工作多年的班主任，我进行

了自我反思：冷暴力问题的产生与我

平时思想教育不到位还是有关系的。

相信学生的反省能力
我上网输入“冷暴力”三个字，结

果显示：冷暴力的施加者有可能是几

个学生，也有可能是整个班级；时间

有可能只是一两周，也有可能是半年

甚至几年。如果范围小，伤害小，几

天之后伤害或许就能停止。但没准

会是你曾以为是朋友的人，在很长的

时间里逼得你连气都喘不过来。冷

暴力的施加者不只是觉得欺负你可

以让他们获得一种快感，更会认为你

做了不可饶恕的事情，他们永远怀

揣着最大的恶意揣度你，在背后议

论、咒骂甚至公开污蔑你。这更是

一种心理上无休止的摧残。

这次事件后，我分别找双方学生

聊天，让他们从班级利益出发，从关

爱同学的角度出发，学会宽容。

我理智地告诉朱某，恨可能让你

觉得爽快，可是它无法让你学会改

变。如果你始终恨他们，那么你所受

到的伤害就会变成你所恨之人理所应

当给予你的，你会习惯伤害的存在。

对施加冷暴力的学生，我既指出

他们言行的失当和错误之处，又对他

们的改过抱着真诚的期待。我相信

宽容是一种无声的教诲。我坚信每

个学生都是有反省能力的。

然后，我给双方的家长打电话，

让家长与孩子进行沟通，从家人的角

度来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事情过后，我也经常反思自己对

朱某关注不够，接下来的时间，我更

多的工作是重塑她的自信。我在班

级给她职位，让同学配合她工作，学

习上多鼓励她，也创造机会让她与以

前对她有过冷暴力言行的同学合

作。通过这些手段，我发现，共同的

利益让她们慢慢走到了一起。

我想，经受冷暴力也是一种人生

历练，在克服了它带来的各种负面心

理体验，并且终于融入群体，拥有阳

光心态以后，她会变得更强大，能够

从容应对其他的挑战。

任何问题的产生，都是有一定的

土壤的。现在不少中学生在家里都

是受到百般呵护，这也使得他们还不

懂得尊重别人，特别是身边需要帮助

的人。这种性格的养成极不利于学

生的健康成长。教育者必须把立德

树人放在首位，深刻认识到，忽视学生

的价值观和情感态度，只关注学生的

成绩，那就谈不上真正的教书育人。

驱散冷暴力的阴影
□桐乡市濮院茅盾实验小学
沈 华

“小叶，拜托你，能不能动

作快点。”哎，又听见阳光小组

的组长在催他们组上的“慢郎

中”了。

小叶做啥事都慢：生活老

师经常抱怨，小叶第一个吃饭

却总是吃到最后一个，经常耽

误去操场活动；任课教师也时

常跟我谈起，小叶的作业经常

要拖到最后一个，有时候甚至

索性不交了；小叶的爸爸也告

诉我，这小子真是气人，早上在

家穿衣服也是慢得要命，你催

他，他还冲你发脾气。

每天排队去操场活动时，

我都会喊他的名字：“小叶，走

快点。你看跟前面都脱节

了。”每节作业课上，我都会提

醒他：“小叶，课堂作业本就剩

下你一个人没交了。”……我

发现我的苦口婆心毫无效果，

严厉批评也毫无用武之地，更

气人的是我还是一个“急惊

风”，看着他慢吞吞的样子简

直要发疯了。

这样的情景几乎天天上

演，好像永无止尽，让我泄气。

僵持了一段时间后，我冷静下

来，试着分析小叶的“慢”。

有些学生的慢是因为天生

细心加耐心的气质，凡事慢工

出细活，总是尽最大的能力去

完成。但有些学生的慢不是这

样的。他们很容易受外在环境

的影响，动不动就分心。小叶

就属于后者。

该如何来改善学生慢条斯

理、大人却急如热锅蚂蚁的窘

境呢？

既然小叶容易受环境影

响，我就决定从环境来着手，使

环境成为让小叶专心的助力。

有一次，学校组织去公园踏青，

学生们从家里带来了水果、薯片、巧克力、矿泉

水……临出发前，需要学生们把这些东西全都

装进小书包。我把小叶单独叫到了办公室，让

他一个人把东西整理好。

没有了其他学生的影响，他专心而且迅速

地把事情做完了。他仰起头问我：“为什么不

让我和其他同学一起在教室装东西？我想看

看我的好东西是不是比别人多。”

我很诚恳地回答他：“这样你就可以更加

专心地整理了，你不就可以顺利地和大家一块

儿愉快地去公园玩了吗？”正向的引导比告诉

他“因为你不够专心”更能帮助他，增强他完成

事情的动机。

去餐厅吃饭的时候，我叮嘱生活老师，不

但让小叶第一个去打饭，而且要安排他坐在最

前排，让他看不见在身后吃饭的同学。让他自

己一个人安静地、专心地把饭吃完。

短短三周，生活老师告诉我，小叶已经能

按时把饭吃完，能跟着班级去操场上活动了。

有一次，小叶在操场上碰见我，高兴地告

诉我：“我现在终于不拖班级后腿了，能和同学

们一起去操场玩，简直太棒了。”在这段时间

里，他渐渐懂得用类似的办法来提高自己做事

的效率。体验到成功后，他觉得很受用。

我还给小叶设计了一张作业进度表，让小

叶每做完一道题，就在格子里画上记号。这

样，他就随时知道已经完成几道题，还剩下几

道题。这个简陋的表格效果好极了，让他看到

自己离目标的距离，具备更强的自我驱动力。

小叶在校的状况在慢慢改善，在家呢？

没有。小叶的爸爸说，一回到家，小叶就成

了老大。早上催他快点穿衣服，他就索性不动

了，还哭给你看，以至于好几次上学都迟到了。

迟到班里会被扣分，同学也要数落他，他

就低下头不说话了。

晨谈的时候，我免不了又要啰唆几句：“小

叶，你在学校已经有很大进步了，现在总不希

望因为在家动作慢而影响上学吧。想让老师

帮你吗？”他点点头。

于是，我和他一起制作了一个“起床步骤”

图。我对小叶说：“第一步：闹钟一响，你立刻

起床的话，就打一个五角星。第二步：起床后

在五分钟内穿好衣服，再打一个五角星。第三

步：刷牙、洗脸、吃早餐不磨蹭，在规定的时间

内上车出门，打两个五角星……连续三周保

持，我会给你一个大大的奖励。”

感谢家长的支持和配合，一个多月后，小

叶渐渐地减少了迟到的次数，相信他会慢慢摆

脱掉“慢郎中”的雅号。

□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小学
殷菊娥

秋游活动结束之前，整队，点数，

我发现少了四个女生。互相询问之

后，学生都是一脸茫然。于是我断定

她们走丢了。

这四个是标准的乖乖女，认认真

真地学习，不折不扣地完成教师布置

的任务，从一年级跟班到现在，我从

未见过她们有过什么出格的行为。

可她们就在大禹陵凭空“蒸发”了。

我和邻班的班主任主动揽下了

寻找她们的重任。

我直奔入口而去，她们也许在那儿

等呢。我双眼骨碌碌地转，前后左右不

停地扫描，然而没有发现踪迹。等我重

新返入景区，又找了一段路时，接到邻班

班主任的电话，说学生已经在出口了。

一颗忐忑的心终于平静下来

了。我一路急走，还未到出口处，四

个声音已远远地传来：“殷老师，殷老

师。”四个女生笑得花儿一般，声音却

在打战。见我靠近，四个女生便一拥

而上，紧紧地贴上了我。

“吓坏了？”看着她们讪讪地笑

着，我带着疑惑拍拍她们的肩膀。

四个女生立现娇羞状。

“假如今天老师没找着你们，你

们打算怎么办？”我对她们的回答很

感兴趣。

“我们将袋子里的零食统计了一

下，也不够支撑一天。”其中一个女生

很不好意思地开口了。

这个答案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使

我有一瞬间的呆愣。大禹陵离绍兴城

不过三公里，景区里边还有许多工作

人员，出口处就有公交车站，再不济还

可以叫出租车。更何况，其中一个女

生还带着一部手机。然而，我们的学

生想到的不是询问回家的路，也不是

打个电话问问家长，而是想到了回不

了家的话手中的食物能维持多少天。

五年级的优秀学生，在自己家门

口的小景区迷了路，竟然会一筹莫

展，如若是在荒郊野外那又会是哪种

情形呢？简直无法想象。

法制进了课堂，禁毒进了课堂，

交通法规进了课堂，戏曲进了课堂，

器乐舞蹈进了课堂，国学经典进了课

堂，游泳进了课堂，乒乓球进了课堂，

书法进了课堂……在小学的课堂中，

五花八门的课都能见到，但学生在生

活中依然没有危机处理能力。

学生们一定还会遭遇类似的事，

甚至比之更严重的事，因为没有一个

人的成长旅途是顺顺利利的。学生们

的阅读再丰富，也只是纸上谈兵，当真

正遇上事情的时候，缺少“实战经历”

的他们，难免慌了手脚，不知所措。

找到学生以后

□杭州市长青小学 张敏姣

开学第一天，在开学秀的镜头

下，一个阳光帅气的小男孩出现在我

的眼前，白色长裤，橘色T恤，充满朝

气。来到班级作自我介绍后，我知道

了他叫点点。

课间稍作休息的时候，一位女生

走过来告诉我：“老师，他推我。”

“哦，也许他是不小心的。你没

事吧。”我一边安慰小女孩，一边朝她

指的方向看。原来是点点。

第二天正式上课了。每到课间，

总有小朋友来告诉我，“他在厕所里

推我”“有个小朋友用拳头打我”。矛

头指向都是点点。

找点点过来问，回答总是，“他碰

我”“他笑我”。

事情变得严重了。我向点点妈

了解情况，得知幼儿园的时候，点点

就有这种行为，时不时生气，生气了

就出手伤人，不能和小朋友和睦相

处。家长也教育过他，可是他就是管

不住自己。

我观察了几天，发现点点每次生

气的时候，会把拳头攥得紧紧的，一副

咬牙切齿的样子。如果上课时，教师

批评了他，他会持续这个状态很久。

我跟点点聊天，告诉他小手要做

美好的事情，比如画画、弹琴、写字等

等，也不见效。

有这么一个学生出现在了我的

班里，每天纠纷不断。接下去该怎么

办呢？

体育教师说点点上课不安分；音

乐教师说“点点真是有点点乱”，但乐

感挺好；数学教师说点点注意力不太

集中，给他指出他要生闷气；唯有美

术教师说点点挺乖的，美术课上想象

力丰富，作品都很有创意。

不管怎样，首先我得接受他是我

的学生，接受他的存在；然后，我得说

服自己接受他的坏行为。

先用贴身管理来减少坏行为

吧。所谓贴身管理，就是每节课下

课，都让点点跟着教师走。这一招效

果挺好，一周下来和同学接触的机会

少了，摩擦也少了。但在一周坏行为

记录中，打人事件都发生在厕所了，

那是点点不在我身边的时间。

这可不行啊。再加上贴身管理

后，点点缺少了群体生活，一回到集体

中照样会发生类似行为，治标不治本。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

发现点点的好行为也挺多的。比如

他爱做事，什么脏活累活都会干，午

间还餐桶、搬作业本、擦瓷砖……有

活找他，他都乐意做；他有艺术特长，

画画有创造力，音乐会上能跳动感十

足的街舞；他还很诚实，只要是自己

做过的事都会承担。

我该怎样努力才能让他身上的

好品质占据主导呢？

我为点点量身定做了一本“好行

为记录本”，我们称它为“红花本”。

凡是在学校发现点点的好行为，我都

会一条一条写下来，并且告诉他。在

家里，妈妈把点点的好行为（有很多

是记录本没有实施以前的坏行为）也

逐条写下来，读给他听。

坚持了两个星期，点点的行为有

了明显的好转。有一次音乐教师高

兴地对我说：“刚才卷卷碰到了点点，

点点忍住了，没有还手。我大大地表

扬了他。”事后，我把这一条也写进了

红花本，并奖励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好行为的巩固需要时间。我们

还打算和点点订立契约，努力跟进，

不满足于他的好行为，还要引导他多

做好事。

没有坏行为就是好行为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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