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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周刊

八位同学的
联名道歉信背后……

校 园 生 活 中 ，有

一 些 不 易 察 觉 的“ 隐

形角落”，比如同学之

间因小矛盾引发的言

语 摩 擦 等 ，看 起 来 不

破皮、不伤骨，实际上

很 伤 人 自 尊 ，是 暴 力

欺 凌 的 前 兆 。宁 波 外

事学校任铮铮老师针

对青春期学生情绪特

点，“以冷制热”，把矛

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班主任，一个平
凡的岗位，却是孩子
和班级的核心，更是
连接家庭和学校的纽
带。班主任的态度，一
定意义上决定了孩子
和家长的态度。在这
个版块，请看班主任
怎么诠释他们的“权
力”。

[ 班主任说 ]

“他们说我，我受不了了”

高一入学不久，班级里发生
了一个集体性事件。甘同学红着
眼眶到办公室来找我，委屈地
说：“任老师，她们说我，我受不
了了。”

我让她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坐
下，递给她几张纸巾，抚摸着她
的肩头问：“你能告诉老师发生
了什么事情吗？”甘同学掏出手
机，打开相册，递到我面前说：

“老师，您看。”
我仔细翻看照片，共七张，

都是班里某几个女生“QQ说说”
的截图，附带着班中一群同学的
点赞和评论，里面甚至有侮辱性
的用词，而这些都是指向甘同学
的。我让甘同学将这些截图转发
给我后，便让她先回教室上课。

甘同学离开办公室后，我回
看截图，里面有同学说“求求你
滚去XX”，还有同学说“你每天
骄傲给谁看呢”。文字背后是满
满的恶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
象？怎么解决？我陷入了深思。

容易忽视的“言语欺凌”

我对甘同学有一定的了解，
她学习积极性高，目标明确，希
望抓住普职融通“二次选择”的
机会，拓宽自己的升学路。因此，
她读书非常刻苦，平时没事就在
教室里学习。

可能因为在专注学习的过程
中，甘同学给人的感觉有些孤
僻，少了一些“人情味儿”。同学
们请教问题，她会觉得占用了自
己读书的时间，不愿搭理，时间
久了，严重影响人际关系。

甘同学虽有她的不足，但纵
观整件事，一些同学带头孤立或
在网络上言语侮辱她，行为非常
不可取。老师如不及时介入，只
会令事件恶化。

故事讲完了，但思考还将继续。在我的班主任工作生涯中，亲历的一个个故事也让我迅速成长。
从事职业教育工作的过程中，我看重教育中的非语言因素。在这次的教育交流中，我将地点选在了咖啡馆，这

样的场合能让学生的情绪有所放松，使交流氛围更加融洽。
同样的，在与学生的交流中，我注重非语言因素的运用，创设氛围，尽可能给学生提供良好的相处和交流环境。
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名言警句大家都会背，但是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呢？德育工作是教育人的工作，

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注重方式方法，对症下药，才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虽然在听说这件事的时
候，我的内心比较震惊，但我同
样相信，只有具备科学应对学
生的能力和方法，才有可能让
事情得到更好的解决。怎样既
能够威慑到青春期的孩子，又
能让他们从心底里认同自己行
为的不当之处？

午休时，我请来八位“谩骂
者”到学校咖啡厅，我们在一张
长桌旁坐下，他们面面相觑，不
知道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平静地拿出八个写有他
们各自名字的信封，示意他们打
开来，每一个学生都疑惑地打开
了信封，拿出了小纸条。我仔细
观察着他们每个人的神情和动
作，我注意到有的人露出了尴尬
的表情，有的人脸红了，有的人
快速地将纸条重新塞回了信封。
每个人的表现不同，但相同的是
大家都很安静。

“你们是这几张纸条的原作
者，把自己的作品读出来让大家

分享一下嘛，谁先来？”说完这句
话，我看到八位同学脸上都露出
了尴尬的神情，大家的头更低了。

“好了，我也不为难你们，咱
们单独聊一聊吧。”接下去，我一
个个地与他们单独谈话。对话中
我发现，一些孩子错把自己的行
为当成“言论自由”或“开玩笑”，
总觉得“校园欺凌”就是一群孩
子打另外一群孩子，没有肢体上
的行为就不算。

但其实，欺凌的形式是多样
的，除了肢体上的，还有言语欺
凌、网络欺凌等。言语欺凌和言论
自由、开玩笑最大区别，在于听者
的理解和感受上，是否有恶意中
伤、侮辱诽谤、揭人痛苦短处等。

我提醒，我们既不能实施欺
凌和帮助实施欺凌，也不能做旁
观者。好习惯才能成就好人生，
同学之间要团结、互相帮助。事
后，这几个学生都表示认识到了
自己行为的失当，回去以后删除
了所有评论，并向甘同学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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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课，我又把甘同学请到
了学校咖啡厅，她的情绪不再那
么激动，但整个人的状态还是比
较萎靡的。

我请她喝一杯咖啡暖暖身
子，等她自己打开话匣。过了两
分钟，她说：“任老师，我想了想，
他们的措辞让我很难接受，如果
对我有任何的不满，可以直接提
出来，但不能在网上诋毁我的名
誉。”

我平时接触的是青春期的
孩子，这个年龄阶段的特点就是
主观意识渐强，并且有叛逆情
绪。班主任在日常相处和做工作
时，需要对学生进行客观评价。
在此之前，参与的几位同学也提
到了甘同学存在的一些性格问

题。
同学之间的芥蒂怎么消除？

甘同学的反思，让我顺势引导她
说：“那么你认为你的问题在哪
里？”她想了想，回答：“我有时候
比较自私，不愿意告诉他们解题
方法，有时候可能比较傲慢。”

“很好，你自己也想到了。”
我说，“发生这种事情，双方多多
少少都有不足，他们也意识到
了。”说着，我拿出了一封信，正
是八位同学写给甘同学的联名
道歉信。她接过后，读着读着，释
怀地笑了。

高一第一学期结束，甘同学
如愿考上了她心仪的普高，而她
和那八位同学也“不打不相识”，
成为了朋友。

看重教育中的非语言因素

不回避，客观引导

不带负面情绪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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