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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中职校园群架事件案例分析 
——由某校园群架事件引发的思考 

◆黄贤娇 

（柳州市技工学校  广西壮族自治区  545005） 

 
摘要：目前，中职学生年龄大多在 15 岁到 18 岁之间，他们正从幼稚叛
逆向理性成熟发展的阶段。校园打群架事件屡见不鲜，引发的原因多种
多样，本文通过中职校园一个典型群架案例，分析如何有效引导学生适
应新环境，培养学生正确处理问题，对“问题学生”的后续教育问题等，
使学生有一个健康心理，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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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概述】 
A 同学，2016 级学生，性格开朗张扬，热爱打篮球，与班

级男生关系融洽，表现活跃，曾主动承担班级副班长一职，协助
老师完成班级工作，在班级有一定的号召力。该生担任副班长一
个月后，因工作繁杂，被个别同学误解，主动辞去副班长一职。
辞去职务后在班级表现活跃度下降，纪律有所松懈。 

A 同学与隔壁班 B 同学，因两人仰慕同一女生，素有不满。
某日晚上校园内，B 同学先言语挑衅 A 同学，双方情绪激动约架，
A 同学先动手， 后引来两个班同学群架，此事件造成部分同学
轻伤。事件发生后，班主任及学校值班教师，及时制止学生行为
并对涉事学生进行引导教育，并写下保证书，保证后期不再挑起
争端，握手言和。事件发生后，班主任及时上报领导，通报了家
长。 

两天后的周末下午，A 同学叫来四名老乡（社会人员）混进
宿舍区域，本意是到 B 同学宿舍私下道歉和解，但是 A 同学的
老乡为了给其出气，又将 B 同学头部打伤后逃跑。二次事件发生
后，宿管部值班老师及时制止事 恶化，学校学生科、保卫科、
班主任及时介入处理，在校方调查过程中，A 同学抱着侥幸心理
不予坦白，拒不承认此次事件与其有关。 后，保卫科调取相关
监控视频证据，通知 A 同学的家长到学校进行协助处理，A 同学
才承认校外人员与其有关。家长到学校后，A 同学将事情前因后
果告知家长。学校老师也将受伤学生送至医院进行检查治疗，当
晚 A 同学家长垫付受伤学生所产生医疗费且同意支付受伤学生
后期复查费用。 

学校学生科、保卫科、涉事双方的班主任对此事件所有参与
学生进行严厉批评教育后，涉事学生认识到彼此的错误，因造成
B 学生头部轻微脑震荡、C 同学眼睛受伤、D 同学手臂擦伤，本
着友好和团结的目的，在校方的调解下，双方协商签订和解协议
及赔偿协议。 

双方未达成和解协议之前，校方为保证学生不再出现相互报
复行为，对 A 同学进行停课反省处理。达成和解后，因 A 同学、
B 同学同时多次找校方反省错误，表现诚心， 后校方对此事件
处理如下：给予 A、B 同学留校察看处分，其余涉事学生记过处
分。 

目前，受处分学生表现较好，考察期一年多内无违反纪律行
为，已撤销处分。 

【案例分析】 
通过调查了解，造成以上情况的原因主要有： 
1．个人因素  
A 同学性格张扬，面对同学的挑衅，不能克制情绪，先动手

打人，处理不当导致个人恩怨演变成两个班级的群架。在老师的
批评和教育下，虽然面上认错 度良好，其内心并没有深刻认识
打架斗殴的严重性。和解方式选择不当，在校方调查期间拒不承
认，抱着晓幸的心理撒谎等。 

2．家庭因素 
孩子方面，该生为家中独子，父母管教虽严厉，但是学生处

于叛逆期，与父亲沟通常出现争吵，与家人沟通不畅。情况出现
后，班主任通报家长时，X 同学表现非常抗拒，学生不愿家长得
知此事。 

家长方面，因父母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只满足
孩子经济需求，缺少陪伴与管教。平时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以强制
要求为主，缺少正确的引导方法。当孩子在学校打架后，以责骂

为主，对孩子管制家中。  
3．社会因素 
该生从小到大衣食无忧，身边有已经不读书的老乡同学，没

有父母强烈的约束，与社会人员称兄道弟，因所谓义气，挑起打
架事件，找社会人员对有矛盾的同学进行报复。虽然，我们的社
会一直倡导仁义礼智信，崇尚真善美，但很多社会的不正之风也
会慢慢影响着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 

4．学校因素 
该生入学后，原本表现积极上进，当学生干部遇到困难退缩

时，班主任没有及时发现并开导学生如何减压，而是同意学生辞
去职务，见到学生有所松懈，虽然多次提醒，但是未细致入微地
关心学生心理落差，及时改变学生消极 度。打架事件发生后，
虽及时做了批评教育，但是未预料学生出现反复心理，导致学生
出现二次报复事件发生。 

【案例处理方法及过程】 
一、及时处理，正确引导 
打架事件发生后，班主任及时向涉事同学了解打架事件详

情，第一时间与学生约谈，了解打架的起因和经过，及时上报事
件处理情况。 

该生学生自尊心比一般人强，在与学生谈话时要平等尊重，
慢慢引导，分析利害等。当学生出现情绪反复时，要及时抓住学
生弱点，摆事实讲证据，对学生起到震慑的作用，避免学生出现
侥幸心理。 

二、发挥同学帮助监督，促其改变 
鉴于该同学留校察看的处分，定期与学生约谈，班主任动员

班级纪律较好的同学对其进行帮助监督，希望他能够积极主动向
身边的同学学习，不断改变做事的方式方法，变得更加理性、成
熟。采取帮助监督措施后，该生也开始主动为班级、宿舍做一些
事情，进步比较明显。 

三、家校联系紧密，共同帮助孩子改变  
事情发生后，从处理事件的过程中，班主任了解到该生行为

的导因除个人性格外，家庭因素也很重要。家长对孩子多些耐心，
忙碌之余多关心、尊重孩子，会让孩子感觉到更多的爱与理解。 

此次事件 后得到圆满解决，一个是学校保卫科、学生科、
值班员、班主任的及时发现并有效解决；二个是当家长发现孩子
的问题后，引起足够重视，积极配合解决问题。 

【案例经验与启示】 
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挫折与困难，不应该让这些困难使孩子失

去信心，甚至自我放弃，反而，真正的勇气是在失败后努力站起
来，收拾心情重新开始。从上述的案例中，我得出了三点启示： 

一、用爱创造良好的环境，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在一个充满爱的班级中，每位成员的心理健康程度定能得到

大的发展。班主任是大家庭的家长，要起到凝聚每位成员、营
造和谐氛围的作用。班主任与学生良好的沟通、情感的投入和方
法的采用等因素非常重要。班级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班会、心理
团体辅导、公益活动、文艺体育活动等，满足学生心理需要，为
学生健康成长提供广阔的空间。 

二、用尊重与耐心对待每一个学生 
学生在遇到困惑时，因缺乏经验和全局观念，有时会采取极

端做法、自暴自弃等。这时，班主任要通过合适的方式，如找一
个较为清静、不受打扰的地方与学生进行较深层次的沟通。谈话
时站在学生角度给予他们 大的尊重和耐心。在轻松的聊天中，
将现有的问题一一分解成各个阶段的小问题，鼓励他们在不同的
阶段将问题一一解决。 

三、积极正确地联合同学和家长的力量 
校园生活中，同学之间的关系是 密切的。当学生碰到困难

时，身边的同学、朋友的 度也很重要。在此次案例中，学生和
家长在解决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学生的及时反馈，让班主任
很快了解掌握情况，第一时间采取措施解决问题。而家长与同学
的配合使班主任的工作事半功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