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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职业院校非暴力沟通 
‐‐‐‐‐ 关注校园暴力群体中的被欺凌者 

张 媛 
廊坊卫生职业学院药理教研室 065001；廊坊卫生职业学院，廊坊 065001） 

摘要：所谓校园暴力，是在以校园为基本背景下，同学、教师或校外人员通过暴力针对学生身体、精神、财产等实施的并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侵

害行为。这样面对校园暴力，不仅是棘手问题，更是挑战学校教育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严峻课题。校园暴力是一面镜子，它反映出学校教育和校园管理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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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校园暴力这个词越来越多的见诸报端媒介，它出现

在原本健康的校园环境，更附在青少年的心理，并呈蔓延趋势。
通常情况下，人们发现冲突和矛盾是令人痛苦的，希望能够找到
办法防止、减少或是解决矛盾。 要解决矛盾，我们可以先识别事
件中人们的需要，选择对大家来说都有效的方法来满足这些需
要。 我们的说话方式可能开启或关闭一扇门，带来疗愈或伤害，
最终将决定我们幸福的程度。 

事件中的欺凌者，他们学校发生的一些特殊的事情，他们正
处在特殊的生活阶段，再用切入行为去隔离反抗，或者是处理的
问题，但并不是想为欺凌者推卸责任，更不是要有意忽略背景，
只是希望能看到欺凌现象背后可能更深的原因，从而可以积极的
去减少欺凌，而不是被动的等到欺凌行为已经发生了。然而百密
一疏，即使我们多么努力还是无法完全杜绝校园欺凌现象的出
现。当欺凌发生之后，我想最需要关注的应该就是受到伤害最大
的被欺凌者。大量的研究表明，曾经遭受欺凌的学生比一般学生
更容易出现严重的身心症状。比如头痛、腹痛、睡眠困扰、焦虑、
低自尊、消极的自我概念，学业成就低下，社会退缩，自伤、甚
至自杀等等。有一句表述被欺凌者内心状态的话，特别贴切，也
特别让人心痛。就是对于被欺凌者来说上学路上的每一步都像走
向坟墓。想到那些即将扑面而来的欺凌行为，真的会让被欺凌者
有一种绝望，感觉生不如死。也因此被欺凌者与自杀行为的相关
性在近几年也特别受到重视。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遭受欺凌的
学生比一般学生有更多的自杀意念，自杀死亡的风险也高出很
多。 

校园暴力事件中，被欺凌者不仅是在同伴群体中的深灰地
位，而且他们的正常人际关系都会受到不少的影响。不少研究已
经证实了，那些长期受到校园暴力的学生们容易被同伴群体拒
绝，孤立的他们又成了被欺凌的对象，从而形成一个被欺凌--被
拒绝--再被欺凌的恶性循环。导致这些孩子内心受伤有很多的原
因，可能源自外部的因素，也不乏内在原因。我们当中的多数人
都很想得到一些技巧，加深对内在力量的觉察，来改善人际关系，
或只是让我们更有效地沟通。但不幸的是，我们大多从出生开始，
只会从“对”和 “错”的角度思考和沟通，我们接触了太多竞争、
批判、命令、诊断。我们有些说话方式会带来误解和挫折，不仅
如此，它会引发愤怒和痛苦，可能导致暴力。近些年校园霸凌的
报道层出不穷，还有那些孩子不堪忍受而自杀而失去生命。在一
份相关调查中显示，面对校园暴力，有 33.4%的学生会向老师、
家长或警察报告，38.6%的学生不报告，28%的学生不知道应该怎
么做。这些孩子在自杀念头出现前都曾经求助过他们信任的人，
如果家长和老师引起足够的重视也许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可是有
很多家长和老师总会觉得： “至于吗，就是闹着玩。 ”有的家
长甚至会教育孩子： “为什么他们不打别人，一定是你有错，你
先招惹他们了。 ”这些沟通方式太常见了，开导变成了指责，对
当事者不仅没有帮助，反而容易使其陷入自责，从而失去能帮助
他们的最好的时间。 美国教育家杜威曾说过: “教育即生活，生

活即成长。 ”老师和家长习惯发号施令，却忽视倾听学生。解剖
了众多的青少年案例后，教育家指出，当学生遇到挫折和困惑是，
如果此时家长和老师能多加关心并倾听孩子心声 8 分钟，就可以
避免很多意外发生。 而非暴力沟通能在第一时间针对情况具体分
析，对相关人员实施开导帮助。 

被欺凌者很可能会出现行为问题，出现攻击性的行为，成为
攻击型的受害者。美国每 15 起校园枪击案中就有 12 个枪击者，
曾经被欺负过，所以被欺凌者除了在社会心理上出现不适应之
外，还会有反社会行为和情绪困扰的症状。他们比较容易陷入到
暴力与威胁生命的事件。被欺凌者的症状与障碍并不会随着欺凌
行为的停止而终止。许多的追踪研究证实，校园欺凌会对学生造
成长期的影响。即使欺凌事件已经停止，这些影响在被欺凌者往
后的个人生活，包括物质的依赖，犯罪行为，混乱而紧张的人际
关系，以自杀意念等。对于被欺凌者来说，欺凌事件对其造成的
伤害是非常。所以对于潜在的被欺凌者来说，让他们拥有面对欺
凌事件的能力就变得非常重要。 

暴力是与优美的校园环境不相匹配的，我们努力在青少年中
间提倡公正、平等、富有同情心和互相尊重的非暴力思想，培养
他们建立人性化的、朴素的道德情感。我们有理由相信，校园暴
力终会得到有效地改变，美丽的校园最终恢复平静。 毕竟，人们
使用暴力是后天形成的，而不是天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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