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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后桌总用笔扎我”“旁边的女孩总是用力踩我的脚”……

孩子被欺负 聪明做法没人敢再招惹

  有一次在朋友家吃饭，朋友儿子说：“妈，
我后桌同学总用笔扎我。”
  朋友问：“那你是怎么处理的？”
  “我骂他有病。”
  朋友顿时来气了：“人家都扎你了，你就
骂他两句？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人家怎么欺
负你，你就怎么还回去啊！”
　　“我打了他，他也打我，最后我们干了一
架，都被老师罚了。可他后来还总故意惹我。”
　　“他再惹你，你就告诉老师。”
　　“老师说了他，可他不听啊。”
　　听到这，朋友也是无语了。被欺负时，孩
子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难道还无解了？

被欺负要打回去吗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
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潍城区南关中学紧紧围绕提高
教师队伍素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这一课题，由点到面
着力打造一支素质高、专业强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坚持党建引领，强师铸魂。提高全体教师的思想政
治站位，筑牢理想信念之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和使命。促
进党建与教师队伍建设深度融合，以红润党建，领航教
师队伍发展，持续激发教师发展内驱力，打造学校教育
教学的新高地。
  强化师德建设，树立师表形象。开展多种形式的师
德师风交流会、宣讲会和演讲比赛等活动，发掘师德典
型，传递教育正能量，切实引导全体教师以身立德、以德施

教、以德育人。定期组织学习《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文件规定，加
强对教师的师德师风、党纪法规教育，让教师成为社会
文明的典范、学生效仿的榜样、家长信赖的伙伴。
  启发专业化发展，助推成长。校内，各学科组加强
教研、集体备课，结合课程标准，深钻教材，深挖内
涵，凝聚集体智慧；校外，由学校相关部门牵头，定期
与兄弟学校组织学科跨校联合教研，相互学习，互相促
进。扎实开展骨干教师示范课、青年教师汇报课等活
动，通过“青空蓝工程”实现“传帮带”，帮助青年教
师快速成长。购置教育教学相关书籍，邀请专家、名师
到校讲座，拓宽教师视野，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教
育教学理论水平。         通讯员 徐琳杰

潍城区南关中学

以卓越的教师队伍夯实教育发展基石

四招帮助孩子应对被欺负

  虽然理论知识很多，但真遇到女儿被
欺负时，我总忍不住脱口而出：“人家欺
负你，你就打回去。”其实仔细想想，只
教孩子打回去，并不是“被欺负”的最优
解。因为孩子若内心强大，敢反抗，能毫
不顾及地打回去，他早就动手了。而他之
所以被欺负后不敢还手，很多时候，是因
为他内心“不敢”。
　　而且，如果家长只一味地告诉孩子
“被欺负就打回去”，那他就只掌握了
这一个办法——— 别人惹我就打他。那
么，以后孩子看待人际关系，就只有
“被欺负就打回去”这种模式，他就会
不自觉搜索“被欺负”的迹象。别人不
小心碰了他一下，他要打回去；别人
不小心踩到他脚了，他要打回去；别
人开玩笑他不舒服了，要打回去……
那以后，你可能会有收拾不完的
摊子。
　　孩子被欺负，正确的做法，应该
是怎样？

  女儿有次回来说，坐她旁边的女孩子总是用

力踩她脚。一听她被欺负，我立马急了，声音都

提高了一个度：“你为什么不大声制止她呢？”

　　看我着急，她有点被吓到了，弱弱地回答：

“我忘记了……”　　我还想再说什么，宝爸拦住了我。他说，你

情绪这么激动，以后孩子有什么事都不敢跟你

说了。
　　确实是，如果家长一听到孩子被欺负，只顾

自己愤怒，会忽略孩子的感受和需求。孩子不但

得不到帮助，反而因害怕不再跟家长说。
　　于是，遇到孩子被欺负，家长需明确了解孩

子的三个需求：首先，让孩子感受到家人的支

持，而不是家长的失控；其次，让孩子感受到自

信的力量，而不是怯弱；最后，让孩子掌握一定

的社交技巧，关键时刻保护自己。
　　了解孩子的需求后，以下这些方法，或许就

会有帮助了：
　　①疏导孩子的情绪　　被欺负，是一种非常难过甚至卑微的情绪。

　　孩子能回来告诉你，说明这件事已经给他造

成了影响。而且，他愿意告诉你，也说明他信任

你，想从你这里获得支持和安全感。这时候，着

急、生气都不是明智的选择。家长要做的，是疏

导孩子的情绪，不留下阴影。家长可以让孩子仔

细回忆细节，把事情经过重新讲一遍。
　　心理学上认为，能把“伤害”用话语描述出

来时，情绪就能得到疏通，这件事本身也就不那

么严重了。
　　在孩子讲的过程中，家长可以适当地去共情

他的感受，“你一定很生气”“他总是这样，你

肯定很烦”“真希望有人能帮帮你”……帮孩子

表达感受、释放情绪，会让他感觉到自己被理

解，得到家人的支持。那么他就能放松下来，更

理智地看待与同学相处这件事。
　　②角色扮演　　《游戏力》提到一个帮孩子树立自信的方

法——— 角色扮演。　　让孩子重演当时被欺负的画面，只不过这一

次角色要对调过来。孩子演欺负者，家长演被欺

负的那一个。当“被欺负”时，家长要身体挺

直，眼睛正视对方，态度坚定，声音洪亮地说：

“我不喜欢你这样，请你不要再弄了！”
　　家长要通过行动教孩子，遇到自己不喜欢的

行为时，如何有气势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演练几

遍后，再与孩子角色调换过来，让孩子学家长的

样子，练出自己的气场。一开始，孩子可能说话

比较弱，或者不敢表达，家长可以提示“如果你

眼神坚定地看着我，我就不推你了”“如果你声

音再大一点，我就停止”“如果你能挺直腰背，

我就把东西还给你”。一遍又一遍练习，直到孩

子完全进入状态，能自如地表达出来。
　　欺负者一般都是挑那种看起来弱弱的人下

手。而当一个孩子有自信的气势时，欺负者往往

就会知难而退，不认为他是“软柿子”好拿捏。

　　③旁观者效应　　社会心理学上，有一个“旁观者效应”。当

你求助时，不要泛泛地喊“谁来帮帮我”，这会

让责任分散，谁都可以视而不见，一定要指向一

个特定的人，将责任和压力交由给他，这样得到

帮助的机会更大。　　比如孩子被同学拿笔扎，他可以当着全班同

学的面，朝班长大喊：“班长，他用笔扎我后

背，非常疼，你可以帮帮我吗？”这时候，孩子

一般会得到一个强有力的帮手，而不是孤军

奋战。
　　④鼓励孩子多交朋友　　一定要鼓励孩子多交朋友，这样遇到问题能

有人帮忙。而且，朋友多的人，一般都不容易被

欺负。
　　像女儿被同学故意踩脚，我当时只顾着急

了，忽略了她的后半句——— “我朋友看到后，就

跑去告诉老师了。”　　后来我改变思路，不再怪她“为什么不大声

制止那个同学”，而是认可地说：“你交了一个

很好的朋友，她看到你被欺负，就赶紧去找老师

帮忙。所以，可以多交几个好朋友，这样朋友多

了，他们都会帮助你的。”　　落单、没有朋友、孤僻的人，一般也是常被

欺负的对象。所以，家长要多鼓励孩子交朋友，

既能提高社交信心，还能从同伴中获得力量。

　　当然，如果遇到欺负过度，孩子自己解决不

了，或者某一个人持续地欺负孩子，那家长就需

要及时出面，该找老师找老师，该找家长找家

长。孩子被欺负时，家长一定要成为能接纳他的

安全港湾，这样，他才能在港湾里疗愈自己，自

信地迎接外面的风雨。布谷妈妈（心理咨询师、

家庭教育指导师，专注儿童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