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光下，市政府机关幼儿园户外场地上，一群“小
探险家”正在刚刚升级一个月的户外活动区谱写活力乐
章：5岁的朵朵像只灵巧的松鼠登上攀爬架，4岁的萌
萌欢快地从彩虹滑梯俯冲而下，4岁的帅宝化身“小探
险家”，灵活穿梭于趣味隧道……每天9时30分，随着
欢快的音乐声，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启“户外体
能大循环”之旅。

攀爬架、彩虹滑梯、沙水乐园、平衡闯关、趣味隧
道……升级后的户外活动区化身“自然探索实验室”，
孩子身在其间，犹如进行一场童话冒险。刚带着孩子们
完成一轮“丛林探险”游戏的带班老师擦了擦额头的汗
珠，笑着对记者说：“这些新设施就像有魔法一样，孩
子们玩得根本停不下来。”她笑着展示手机里的对比视
频，“看，一个月前，孩子们需要老师协助攀爬；现
在，都能自己设计路线了。”

在模拟山林探险场景的趣味隧道中，孩子们正用不
同的方式通关：谨慎的桐桐发明了“考拉式”贴地前行，活
泼的浩浩独创“狐獴式”四足疾驰，文艺的果果甚至开发
出“芭蕾跨栏”……“只要达到锻炼目标，匍匐或跨越都是
满分答案。”针对记者询问的标准动作，一名老师指着有
序通过趣味隧道的孩子们表示，“我们更在意每个孩子找
到属于自己的通关方式。”

“每个设施都是会说话的教育载体，每一处设计都
融入了儿童发展需求。”市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园长吴
乃平解密设施背后的教育逻辑：本学期开启的“户外体
能大循环”模式，将攀爬架、平衡木等设施巧妙串联：
攀岩墙培养空间感知，不同宽度的平衡木训练动态调
节，就连沙池里的贝壳都按触觉敏感度分级摆放。吴乃
平表示，通过这样的设计，我们希望每个孩子都相信眼
前这座“自然探索实验室”是为自己准备的，旨在激发
他们对自然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同时将体能训练与趣味
挑战深度融合，实现体能素质的全面提升。

本报记者 佟婷婷 文/摄

登顶啦！“户外体能大循环”之旅。

笑声满园 童趣升级
——市政府机关幼儿园户外活动区焕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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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东一所学校内发生的学生孤立事件，
引发广泛关注与深刻思考。一名老师面对学生鼓动
威胁他人搞孤立的行为，果断采取停课惩戒，并在
讲台上郑重声明：“在我的班，再出现一例试试
看！”这一强硬举措如同一记重锤，敲响了人们对校
园欺凌问题的警钟，由此掀开了关于校园欺凌的诸
多讨论与探究。

雷霆手段：广东老师强硬惩戒孤立行为引热议

视频中，老师站在讲台上，神情严肃、语气坚
定地强调班级的纪律红线：“我再强调一遍啊，在咱
们班，我看不得有任何人带着其他同学孤立别人，
带着其他同学不跟人家玩，还有威胁别人，这些都
是绝对不行的。”老师清晰地划定了行为界限，让学
生们明确知晓孤立、威胁等行为在班级中是被严令
禁止的，“你看到别人做不对的事情时，你也不要帮
助他，你得及时地制止他。”老师鼓励学生们勇敢站
出来，对不良行为进行监督和制止，营造积极向上
的班级氛围，“如果有同学告诉你，不准跟这个人
玩，否则就把你怎么怎么样，你来找我啊，我绝对
严肃处理。我不管你是谁，你平常吵吵架、打打闹
闹、小矛盾，（对这些） 我从来没停过一个人的课。
但你要敢讨厌谁，就联合班里其他同学孤立谁，那
绝对不行的。我今天话放在这里，今天但凡在5班，
再出现任何一例，这样的同学，你试试看。”老师的
这番话，展现出对校园欺凌“零容忍”的坚决态
度，让学生们感受到维护班级和谐的强大决心。

此事件在社交平台上迅速发酵，引发了众多网
友讨论。有人分享起自己以往不愉快的经历，感叹
自己当时没有遇到如此暖心且有魄力的老师，在遭
遇校园欺凌时孤立无援，那些痛苦的回忆至今难以

释怀；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老师的出发点固然
是好的，想制止校园欺凌行为，但靠停课来惩治欺
凌，或许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更多
元、更深入的方法和措施。

这一事件，让校园欺凌现象再次被推到公众视
野的中心，引发人们对其更深层次的思考：到底哪
些行为属于校园欺凌？没有打人、辱骂的“孤立”
又是否算欺凌呢？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深入探寻校园欺凌的本质
与真相。

明辨是非：界定校园欺凌的边界与范围

为了更清晰地认识校园欺凌，记者邀请营口市
青少年普法团成员、北京盈科 （营口） 律师事务所
专职律师李琬秋进行专业解读。李琬秋律师指出，

“不是只有动手打人才叫校园欺凌”，这一观点打破
了许多人对校园欺凌的固有认知。

她说，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
间，一方 （个体或群体） 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
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
另一方 （个体或群体） 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
损害等的行为。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身
体欺凌，这涉及肢体暴力，如拳打脚踢、扇耳光、
撕扯衣物等，此外，强夺财物或故意损毁他人物品
也属于此类，这些行为会对受害者的身体造成直接
伤害；其次是语言欺凌，包括使用言语对他人进行
嘲笑、谩骂、起侮辱性绰号、诋毁等行为，这种形
式的欺凌不易被察觉，但对孩子的精神伤害可能更
为严重；还有社交欺凌，涉及故意离间破坏同学之
间的关系，如散播谣言、暴露他人隐私、损毁他人
形象、孤立排挤他人等，此次广东学校发生的学生

孤立事件就属于这一范畴；最后是网络欺凌，利用
互联网侵犯被欺凌者的隐私、损害人格或名誉，随
着网络的普及，这种新型欺凌形式也日益受到关注。

当然，并非所有孩子间的打闹行为都属于校园
欺凌。李琬秋说，同学之间正常的嬉笑玩闹，善意
的玩笑、不存在任何恶意伤人的嬉闹，这些行为不
属于校园欺凌；学生之间不以侮辱他人人格为目的
的恶作剧、小玩笑，不对他人造成心理和生理上伤
害的，也不属于校园欺凌；学生之间因为小问题发
生的暴力冲突，仅仅是争夺输赢、解决一时问题，
不存在以大欺小或者故意欺辱的目的的行为，同样
不属于校园欺凌。通过这些详细的界定，我们能够
更准确地区分正常行为与校园欺凌，从而更好地预
防和处理相关问题。

追根溯源：探寻校园欺凌形成的深层原因

校园欺凌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李琬秋从四个方
面进行了深入分析。

一是学生本人的性格因素。有些人性格比较偏
激，在青春期这一特殊阶段，容易产生强大的逆反
心理。在缺乏正确引导的情况下，这类孩子很容易
成为校园欺凌的施暴者，他们通过欺凌他人，来彰
显自己的“独特”，或发泄内心的情绪。

二是家庭原因。一些家庭的教育环境和教育方
式存在问题，会导致孩子形成攻击性人格。过于严
厉的教育方式，可能让孩子内心压抑、充满愤怒，
从而将这种情绪发泄到他人身上；而溺爱的教育，
则可能使孩子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尊重他人，进
而产生欺凌行为。在这样环境中成长的孩子，由于
性格的不完整，更容易出现对他人的欺凌现象。

三是学校教育的影响。学校环境和教育方式，
对校园欺凌现象的产生具有重要作用。学校管理水
平低下，无法及时发现和制止校园欺凌行为；不正
确的师生关系，如教师对学生缺乏关爱或管理方式
不当，可能会让学生产生不良情绪；同学关系不和
谐，班级氛围紧张，这些都容易导致校园欺凌现象
的滋生。

四是社会关系的作用。竞争激烈、功利主义盛
行的社会文化环境，容易导致个体产生攻击性心
理，从而更容易产生欺凌行为。而且，当社会对欺
凌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包容和默许时，也会助长校
园欺凌的风气。

校园欺凌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且极其严重的。

无论是受欺凌的学生还是施暴者都深受其害。对于
受欺凌学生来说，在心理上，欺凌行为可能导致他
们内心焦虑、产生恐惧情绪，变得自闭，甚至可能
会感到绝望和无助，出现抑郁情绪和自杀倾向；在
学业上，他们可能无法集中精力学习，进而产生厌
学情绪。对于施暴者而言，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加害
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甚至受到刑事处罚。此外，校
园欺凌还会对学校产生不良影响，破坏校园的和谐
氛围，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导致学生和家长对学
校的信任度下降，使学校招生变得困难。从更宏观
的角度看，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社会进步和发展
的后备力量，过多的校园欺凌会将暴力等不良风气
带入社会中，阻碍社会文明的进程。

多方联动：构建应对校园欺凌的坚实防线

面对校园欺凌这一严峻问题，李琬秋认为，要
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法制教育学习，提高师生对校园
欺凌的认知，教育学生如何识别并拒绝欺凌，同时
鼓励学生团结友爱，增强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使其明白校园欺凌的危害性。

作为受害者，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一旦遭遇
欺凌，应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借助外界的力量
来制止欺凌行为，增强干预力度；同时，要学会自
我保护，学习一些自卫技巧，在必要时保护自己的
人身安全。

作为施暴者，需要自我警醒。要提升自己的法
律素养，清楚地认识到施暴行为会带来的严重不良
后果，明白自己的行为不仅伤害了他人，也会给自
己的未来造成巨大影响。通过提升个人素质，摒弃
不良行为，在美好的青春时光里做有意义的事情。

作为学校，更要发挥关键作用。应建立完善的
反欺凌机制，从制度层面保障学生的安全。通过开
展专业培训，提高教师识别欺凌行为的能力，让教
师能够及时发现潜在的校园欺凌问题，并采取有效
的干预措施。同时，学校还应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
康教育，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和良好的品德，营造
积极向上、和谐友爱的校园氛围。

校园欺凌问题不容忽视，它关乎每一个孩子的成
长与未来。从广东学校老师对孤立行为的强硬惩戒
到对校园欺凌各方面的深入剖析，我们看到了解决这
一问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只有社会各界携手共进，
以严正之姿、切实之策守护好校园这片净土，才能真
正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健康快乐地成长。

广东校园孤立事件起波澜

如何应对校园欺凌问题？
——访我市青少年普法律师

本报记者 佟婷婷

5月7日，南开分校全体师生在操场举行春耕“开锄”
仪式。仪式上，教师代表带领学生齐诵《悯农》，号召学
生们爱惜粮食。校领导鼓励学生们广泛参与到春耕劳动中
来，锻炼身体、锤炼意志、增长知识、耕读南开、幸福成
长。学生代表分享种植经验，他的讲述让在场师生感受到
劳动的智慧与快乐。

仪式后，老师、家长携手学生们共同参与田间实践，
松土、除草、播种、浇水，施肥，观察秧苗……种植园一
片欢腾。

昨日，站前区长征小学开展地震逃生救援演练活动。
随着警报声响起，全校师生迅速就近躲避，广播发出紧急
疏散指令后，学生们在教师指引下，按照既定路线迅速撤
离教学楼，在操场集合，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随后，
全校师生现场观摩了专业救援队伍的模拟救援和灭火演
示，切实提升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

本报记者 佟婷婷 文/摄

春耕“开锄”啦
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小小通讯员 王政涵

地震逃生救援演练

我把小苗种。 佟婷婷 摄

演练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