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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学生群体中有 25% 遭受过校园霸凌

企业高管的他，40岁辞职当校园“守护者”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见习记者 朱泓江

“无需为他立碑，只愿玫瑰年年为他盛放。”今年 11 月 28 日，青年摄影师“鹿道森”
在网络社交媒体留下一封遗书后，悄然离开了人世。

年仅 25 岁，风华正茂、才气盎然，为何决然走向离别？很快，人们在他那长达
四千多字的遗书里找到了诸多答案：生存压力、追梦难……以及，童年被欺凌。

校园霸凌，永远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对被欺凌者而言，年幼时屡被欺负的人生
阴影可能需要一生来治愈，甚至为此付出生命。

实际上，遭受过校园霸凌的人群数量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多。
12 月 5 日，由湖南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主办的“童成长 · 家长公益课堂”系

列课程在长沙开讲，长沙市政协委员、市青联常委陈述在主讲的《校园欺凌的预防
与应对》中提到，全球学生群体中有 25% 的人群遭受过校园霸凌，约有 80% 的孩
子不会将遭受校园霸凌的事件告知家长，40% 的自杀者有遭受霸凌的历史。

关注校园暴力刻不容缓……

陈述当过记者、网站总编

辑，也做过名企高管。不惑之年，

他重拾曾经的梦想，开始深耕

教育。

“推动中国校园霸凌问题立

法，帮助青少年突破成长障碍，

就是我现在、将来要做的事情。”

在陈述看来，自己之所以聚焦

于此，与年少时的经历息息相

关。

采访中，陈述毫不避讳地用

“被欺凌者”“坏孩子”“新生”

等标签描述自己的成长历程。

“我从小在西安长大，因为

成绩差，初中时在城区最差的

一所学校上学。”据陈述回忆，

小时候因为性格内向，常被同

校学生欺负，事后还屡被警告“敢

告诉老师、父母，下次打得更重”。

愤怒、焦虑、恐慌……很多次

夜里，陈述时常在这些情绪中

反复挣扎，他将房灯彻夜点亮，

把身体蜷缩在被子里，在低声

抽泣中昏昏睡去。

直到有一天，陈述又一次遭

受校园霸凌时，他不再选择忍受，

猛地挺直身体，握紧双拳，狠

狠地挥向对方。

或许是霸凌者觉得他太“硬

扎”，之后的日子里，陈述遭遇

的“不平事”少了，但在时间的

推移中，他愈加习惯用拳脚“解

决”麻烦。渐渐地，他成了同

学畏惧的“霸凌者”，老师眼中

的“坏孩子”。

那时候，性格一度乖张暴戾

的陈述只想当个“人人怕我”的

混混头目，直到他“混”到高中时，

老师的一次表扬助他走出阴霾。

当时的场景，陈述至今记

忆犹新。

“那是一堂作文课，老师在

讲台上边念学生名字边发作业

本。”陈述直言，那时候，他的

名字每每被初中老师提及，下

意识地就觉得“要被骂了”。“不

是在课堂上违规违纪，就是乱

写一气的作业本被老师随手一

甩，扔在地上。”

但这一次，情况截然不同。

“陈述。”听到老师的叫唤，

陈述耷拉着脑袋缓步上前，刚

走上讲台，老师突然高举起他

的作文，迎着所有学生的目光，

对他露出赞许的微笑。“你的这

篇作文写得大气磅礴，真的让

我刮目相看。课后，给同学也传

阅学习下。”

上一次被老师表扬的日子，

陈述早已记不清楚。但这不重

要，尽管窗外的阴雨天将教室的

光线映衬得有些昏暗，但他却

觉得“一束阳光照射在身上，很

温暖”。此后，沐浴“阳光”的

陈述渐渐对文字愈发热爱，自

己的人生也重新被拉回正轨。

少有人知道，在陈述刚满

20 岁的时候，一个梦想开始在

他心底扎根——往后二十年，

努力工作挣钱，40 岁后，从事

教育事业，力图让校园霸凌不再

发生。

为了这个梦想，三年前，时

年 40 岁的陈述辞去知名企业高

管一职，自此，校园霸凌成为

他一直关注的重点。

“校园霸凌行为绝不仅仅表

现在肢体暴力中，言语、社交欺

凌就像一把‘软刀子’，造成的

影响更大。”对此，曾经一位家

长的倾诉让陈述深有感触。

“有位家长告诉我，她的孩

子名叫‘张智 X’，但班上同学

常直呼孩子的外号‘智障’。”陈

述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起

初，孩子的父母并未在意，只

以为这是同学之间关系亲密的

体现，但慢慢地，孩子变得不

爱说话，更产生厌学情绪。待

家长细细一打听，真相让人震

惊——原来，孩子在一次课堂

上，没答对老师认为“简单”的

问题，竟遭到了老师调侃。“这

个题目都答不对，难怪同学喊

你是‘智障’。”

在陈述看来，老师的无心之

言，加重了孩子的自卑心理。

“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小学

生，对于‘取绰号’心思单纯，

通常是从名字里找一两个字来

取，只觉得是好玩，并不清楚

算不算‘侮辱性’。有些亲昵表

达情感的称呼属于善意，但还

有一种外号，可能是同学们善意

起的但是自己并不喜欢的。有时

你越在意，别人就会叫得更起

劲。这时候，家长就要教会孩

子学会求助。必要的时候，家

长可以和老师商量，通过老师

提醒这种行为不礼貌，并带动

大家用孩子的善意昵称称呼他，

形成一种温暖的氛围，慢慢消

除不雅外号给孩子带来的负面

影响。”陈述提醒，家长在教育

孩子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切勿

以自我为中心。孩子在伙伴交往

时候出现问题，作为家长不盲

目介入，而是更多地去倾听孩子

的感受，和孩子一起探讨解决

的办法，这样才能帮助孩子慢

慢学会独自面对问题。

那么，如何判断自己的孩子

有没有遭遇校园霸凌呢？对此，

陈述做了详细回应。

“通常表现为孩子身体表面

无故出现瘀伤、抓伤等人为伤痕，

并携带‘保护’工具去学校，那

很可能是遭遇校园暴力；或者，

害怕上学，甚至逃学、装病请假，

放学回家后，孩子独自吃饭，情

绪伤心、沮丧，这可能是在学校

被人排挤、欺负，或受到言语诽

谤等精神方面的伤害；还有一种

情况，就是孩子的零花钱突然超

支，或是鞋子、首饰、文具等个

人物品经常丢失或破损，就要留

心了，孩子有可能在学校长期遭

受校园敲诈勒索。”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学生

群体中有 25% 的人群受到

过校园霸凌。经多方调查，

约有 80% 的孩子不会将遭

受校园霸凌的事件告知家

长，40% 的自杀者都有遭

受霸凌的历史。”在陈述看

来，当下遭受过校园霸凌的

人群数量远比想象的还要

多。

采访中，陈述讲述了一

个让他感到揪心的例子。

“在一所幼儿园里，一

个读大班的 6 岁孩子，将椅

子搬到一位年纪较小的孩子

面前并坐下，并命令对方下

跪，不服从，一群‘小跟班’

就将其围拢成圈，轮番‘教

育’。”对此，陈述直言，一

个个问题孩子的背后，往往

折射出一个个问题家庭。

“通常，如果孩子的父

母存在有暴力倾向、父母关

系紧张、相互疏离等情况，

幸福感缺失的孩子在耳濡目

染中就学会了使用暴力而非

沟通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有时，错误的家庭教育

方式也会导致孩子成为校园

霸凌者。

比如孩子犯了错不是打

就是骂，打骂之后又不告诉

孩子错在哪里，亲子之间缺

乏温情和交流，反而充满了

矛盾与冲突，容易使孩子形

成灰暗、叛逆的心理，无

形中学会用欺凌的手段去征

服别人；或是对孩子过分

溺爱，娇惯纵容，过度维

护，容易使孩子养成是非不

分、骄横跋扈、无视他人

利益的不良心理；还有就是

过分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而

忽略了孩子性格和人品的教

育，没有教会孩子做人的底

线和原则。”

陈述说，生活中，不少

家长都这样教育孩子，“如

果有同学欺负你，第一次要

告诉老师，如果以后还那样，

你就原样打回去”。但在现

实中，因为学校大多在欺凌

行为发生后才介入，一旦处

理失当，很容易导致部分家

长在孩子遭遇校园霸凌后，

一心想要为孩子“讨说法”“求

公道”，由此出现过激言行，

甚至出现双方家长互殴的情

形。

为此，今年来，陈述积

极发挥政协委员履职作用，

多次联动公检法等有关政府

部门，希望在长沙设立一个

统一的校园学生求助热线。

之后，他还将推动中国校园

霸凌问题的立法。

陈述表示，针对当前司

法短板，希望国家尽快制定

反校园霸凌、暴力的法律法

规，加大对霸凌者及监护人

的惩戒教育，通过立法让恶

意霸凌者受到惩治。

教育行政机构应根据立

法规定，制订校园暴力对策

与应急处理计划，加强校园

欺凌、暴力行为的法律干预。

学校根据各自情况探索启动

反校园欺凌的应对方案及反

欺凌个案惩治与保护。

同时，也通过立法明确

要求学校建立预防、发现、

应对和消除欺凌现象的机

制。在课程中涵盖反欺凌教

育的内容，鼓励采用非暴力

方式解决冲突。

同时，陈述还希望政府

部门建立完善驻校社工制

度，搭建服务体系来解决校

园欺凌的问题。“通过在中

小学引入专职的‘社会工作

师’，及时评估、发现、干

预校园霸凌不良苗头，在事

件发生时，专业社工师可以

给班主任提供帮助。”

一次表扬，“坏孩子”被拉回人生正轨

语言、社交欺凌，就像把“软刀子”伤人 

陈述说，关注校园霸凌、关注校园暴力已刻不容缓。

推动立法，让校园霸凌不再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