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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人格障碍者

小刘大学毕业四年，经历了公务
员考试及教师资格证考核失败后，以
做电商创业为由从国企辞职，并拒绝
再参加所有与“体制”相关的职业
竞聘。

父母很不解，觉得国企效益好，
作为员工可以有不错的职业发展。可
他们发现，小刘不仅工作有了变化，
生活社交也大不同了。他以需要有独
立工作空间为由，从家里搬出后，父
母便只能在法定节假日按照约定见到
他，而他只字不提自己的工作生活，
也无法有任何深入的交流。

有时候亲戚朋友聚会，他则旁若
无人地躲在一旁，连表兄弟姐妹们的
邀约也都被回绝，如果多次被关注
到，他就躲回房间或无声离席。父母
觉得他可能是内向，在亲戚朋友们印
象中，因父母严厉管教，小刘自小就
是个遵规守纪的孩子，文质彬彬，只
是近来越发显得“羞涩”，甚至抵触
感更为强烈。

随着类似躲避情况的增多，父母
发现小刘更多的异常之处。他不只有

“社恐”迹象，工作问题也停滞不
前。在亲友提醒下，父母引导小刘到
心理专业机构诊疗，确诊为典型的回
避型人格。

回避型人格障碍，通常又被称为
“逃避型人格”，他们还可能伴随有经
常性的行为退缩以及心理自卑的显著
特征。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不乐于社
交或畏惧社交，特别是面对重大问题
和挑战，倾向采用回避态度，甚至可
能感觉自己没有能力应对，直接放弃
尝试。同时，回避型人格障碍者有较
大的社会不安全感，需要大量接触他
人时，也常因胆怯、害羞而逃避。

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辨识回避
型人格障碍呢？回避型人格障碍通常
表现为社交抑制、能力不足感和对负
性评价极其敏感的普遍模式。他们中
的很多人可能在成年早期便出现类似
因为害怕批评、否定或排斥而回避涉
及人际接触较多的职业活动；不愿与
人打交道，除非确定能被喜欢；因为
害羞或怕被嘲弄而在亲密关系中表现
拘谨；有在社交场合被批评或拒绝的
观念；因能力不足而在新的人际关系
中受抑制；认为自己在社交方面笨
拙，非常不情愿参加任何新的活动。

如果发现自己或者周围人符合以
上情况，即可以疑似为回避型人格
障碍。

生活中有类似困扰的人其实不
少，他们通常并非不懂得社交，更多
是担心被嘲讽、否定、拒绝等负面回
应而紧张焦虑，并基于对自己低评价
的自卑感，回避参与社交活动，即使
参加了，更多时候是躲在角落里。如
近几年被关注的“宅男宅女”“啃老
族”，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
没办法与人社交，而是可能在职业、
学业、社交和情感等方面遭遇过挫
折，从而过着躲在角落里的生活。

回避型障碍者可能从小受到严厉
管教，承载着父母较高的要求和期
待，一旦无法达成预期目标，高自
尊、高需求及高敏感度的他们，就可
能产生强烈的自责、自卑、羞愧感，
为确保不会更多地被指责和嘲讽，选
择用中止和避免社交的方式“躲藏”
起来，以确保自己的不堪不会被“发
现”。大多数人在成长过程中，会随

着对环境的适应、经验的积累、对不确
定性和失败焦虑的耐受度提升，以及自
我人格发展完善，羞怯会逐渐改善、缓
解，至少不会影响正常生活。

如若不是，就很可能往另一趋势
——回避型人格障碍发展，不仅将引发
社交生活困扰，更会给个人生活发展带
来各类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提升诱发
精神类疾病的风险。

如果你或周围人中，有疑似患有此
类障碍，应尽可能提醒、引导他们去寻
求专业的支持。

据调查，在各类调整方法中，以团
体辅导与治疗尤为见效。因为回避型障
碍者通常不适于群体社交，在团体治疗
关系中，安全、有支持性陪伴的专业治
疗师与类同的群体，会让他们感受到与
过去截然不同的体验，促使团体成员共
同陪伴支持和发展。团体治疗中，不论
是保密、倾听、共情的团体搭建基础，
还是具有敏感度的、适当的自我表露，
以及尊重彼此不评判的自信重建，都是
弥足珍贵的经历与经验，能够引导他们
思考与反思，重新体验人际交互中支持
性的、稳定的关系发展。

当然，如果匹配合适的心理治疗
师，以专业、有针对性地开展个体治疗
与咨询工作，陪伴他们探索自己发展成
为回避型人格障碍的艰难与困惑，探索
出个性化调整与发展方式方法，恰是将
专业的困难交给专业的人解决，是有专
业关系支撑的安全感重建。

最重要的是，正在经受回避型人
格障碍的他们，能够觉察和意识到自
己的回避行为与应对机制是有问题
的，看到它的负面影响，认识到不能
再一味地允许这种状态持续，需引起
足够重视与调整。或许，他们踏出阴
影，尝试做自我成长与探索的新旅
程，就可能开启。

（作者单位：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心
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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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欺凌频繁发生，
社会关注度提高

学生欺凌作为一种攻击行为，
具有施行的蓄意性、典型的重复性
和发生情境的权力不对等的特点，
学生欺凌有身体欺凌、言语欺凌、
社交欺凌和网络欺凌等不同形式，
男孩更容易卷入身体欺凌，女孩更
容易陷入言语欺凌、社交欺凌。一
系列调查显示，学生欺凌近年在中
小学发生较为普遍。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 2017 年的一项调查称，全世界
每年有将近 2.46 亿的儿童和青少年
遭受欺凌；中国应急管理学会中小
学校园安全专业委员会 2017 年的一
项调查得出，我国中小学生受欺凌
的发生率为 25.8%；2019 年我国学
者针对农村学校的一项调查显示，
有 45.1%的农村中小学生曾经遭受
过欺凌。

学生欺凌的程度因性别、年龄、
国家等因素的不同而有差异。国外
研究表明，男孩报告的欺凌行为多
于女孩，而女孩报告的受欺事件多
于男孩，而国内研究显示男孩遭受
欺凌的情况多于女生。就发生的阶
段而言，同伴欺凌在幼儿园时就已
经开始出现，到了初中阶段达到峰
值，而后直至高中末期呈现逐渐下
降的趋势。

学生欺凌危害严重，
一直延续到成人

过去几十年的研究表明，遭受欺
凌将会导致一系列身心、社会、学
习、自我认知等方面的负面问题，严
重者可导致生物神经紊乱、自残或自
杀。有些研究进一步指出，学生欺凌
具有可持续性，“一旦受害，总是受
害”。例如有研究显示，在 10-13 岁
遭受欺凌的孩子中，有43%的人在三
年后仍被同伴认为是欺凌的受害者。
另有一些长线的跟踪研究还表明，学
生欺凌与成人时期的不良状态有一定
的联系，如焦虑、躯体化甚至精神疾
病，以及社会交往问题和不佳的教育
和经济状况。

一位进入不惑之年的受欺者小凯
在回忆自己 30 年前受到鞭打时的情
景，“当时我的肉体是疼痛的，但我
的心更在流血……这是我人生中受到
的第一次身体虐待，也使我的人格受
到前所未有的侮辱，当时想死的心都
有”“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当时为什么
那样对我，对我现在的生活依旧有着
严重的影响”。小凯在童年时期一直
比较瘦弱，经常遭到同学的欺负，比
如“二年级的时候被同学拿着蛇在后
面追赶”“三年级的时候被同学冤枉
毁害板凳”“四年级的时候被同学用
三角带鞭打”“五年级的时候被击碎

玻璃的同学诽谤”“初中的时候被校
园外的小混混拳打脚踢”“高中的时
候被同学在厕所里阻止小便”……

一系列的欺凌事件是典型的关系
欺凌，并伴有身体欺凌和言语欺凌，
在关系的“污蔑”、身体的“凌辱”
和言语的“威胁”中，小凯的身心遭
受严重的打击，并一度出现焦虑、沮
丧、抑郁等负面情绪，不相信任何
人，在小凯心里逐渐堆积成一座无法
逾越的大山。由于害怕更多蓄意的恐
吓与无端的诽谤，在整个青春期，小
凯都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不愿与人
交往，自我价值、自尊、自我效能感
逐渐降低。如今虽然已到不惑之年，
但童年的阴影一直存在，不愿主动与
人接触，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在面
对陌生人的时候不知如何合理地表达
语言和情绪，在面对熟悉人的时候也
常常伴有怀疑心理。

除了社会交往的障碍之外，据小
凯描述，他还是一个典型的害羞膀胱症
患者。根据小凯回忆，高三时候每次上
厕所时都遭受同班同学小张的欺凌，久
而久之，为了规避受到更大的伤害，小
凯的神经系统做出习惯性应激反应，患
上了害羞膀胱症，只要旁边有人，就很
难自然地小便，甚至在移动的交通工具
如高铁、飞机上也很难。有一次乘坐国
际航班飞行了14个小时，去了好几次
洗手间都没有实现目标，膀胱差点憋坏
……还有一次手术后打吊瓶期间也是憋

了10多个小时，最后只能用导尿管引
出……很多在中小学受到同样欺凌的人
在成人时期都述说有过小凯这种遭遇。

学生欺凌发生隐蔽，
应全面加强防范与救治

学生欺凌危害如此严重，且国
家教育部门和学校层面高度重视，为
何还屡禁不止、频繁发生？一个重要
因素就是它发生的时空非常隐蔽。在
教室内外、校园内外皆可发生，比如在
校园的角落里、厕所里、宿舍里等监控
死角发生的概率较大；甚至学生欺凌
已经远远超越了“校园”的边界，扩展
到校园外的山林、街道等。有研究对
2015-2017全国发生的100个重要学生
欺凌事件的分析显示，36%的事件发生
在校内厕所、宿舍，30%的事件发生在
校外巷子、树林、河边等。如此隐蔽的
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往往在常规的课堂之
外，比如课间、午休、放学后，无论学
校层面还是班主任、任课教师都很难发
现，是否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也很难界
定，因而欺凌行为也往往成为校园监控
的空白。

学生欺凌尽管发生隐蔽，但也不
是不可防御，这就需要学校、家长、
社会乃至受欺凌者自身的协同，尽可
能地将学生欺凌扼杀在摇篮里，同时
加强对已经受伤者的关照。其中，学
校方面，加强对校园隐蔽时空的监控
力度，在空间方面做到监控无死角，
即从厕所、宿舍到学校围墙外任何可
能发生欺凌的地域都尽可能地严防。
时间方面，应加强午间、晚间的巡逻力
度，狠抓“漏网之鱼”。家长方面，应
及时关注学生的身心变化，做孩子的知
心人，及时询问孩子突发事件的前因后
果，理性地对待同伴之间的欺凌，并进
行正确的疏导，避免再一次发生欺凌事
件。社会方面，应加强社区协同治理，
做好学校与家庭之间的“缓冲带”，避
免校园之外欺凌事件的发生，对于已经
发生的行为，应积极地参与救治，组织
社工人员及时做好干预工作。作为学生
个人，也应该勇敢地拿起自救的武器，
勇于向老师、家长寻求帮助，将欺凌事
件扼杀在初始阶段，防止产生更大伤
害；作为曾经受欺的成年人，也要勇敢
地说出自己的故事，让更多人认识到学
生欺凌的危害及其深远性，引起社会各
界的关注和重视。

（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
学院副院长）

学生欺凌：

伤害有多大？影响有多远？
陈鹏

最近多个有关未成年人霸凌同学
的恶性案件再次把学生欺凌的话题顶
上热搜，这使得家长的神经不由自主
地紧绷起来。哪怕是同学间的小玩
笑 、 小 摩 擦 ， 都 可 能 会 带 来 系 列
问题。

前几天下午放学时，我们学校大
门口发生了这样一幕：三年级的蔡老
师像往常一样组织学生有序放学，忽
然，家长中传来一声怒吼，“你怎么
打人呀！”循声望去，只见一位老人
怒目圆睁，正大声斥责男孩小明。此
时，小明家长还没到，小明面对老人
的怒斥吓得小脸变了色，老师赶紧冲
过去把孩子拉到一边，对老人说：

“您别着急，是什么情况，我来解
决……”老人根本不听劝，一边生气
地对老师大声说，“这叫欺负人，不
能惯孩子这毛病……”一边数落自己
的孙子小昊，“你干嘛不还手？”老师
和其他家长一再劝说，老人才停住。
经询问才知道，原来在放学的路队
中，小明的书包碰到了老人的孙子小
昊，小昊用手打了小明一下，小明又
回了小昊一下。可巧，小明的手伸向
小昊的一瞬间正好被站在队伍边上的
小昊姥爷看到，老人以为小明在欺负
自己的孙子，立刻发火。经过老师耐
心调解，两个孩子互相道歉，很快和
好如初，老人也不好意思地说，自己
刚刚太冲动了，就是被网传的学生欺

凌给吓的……
的确，网络是个放大器，那些霸

凌同学的恶性事件让人们唏嘘不已，
且神经高度敏感。

但，成人必须意识到：小学生正
处于感知交往的关键期，在学校不仅
仅要学习知识，更要进行社会化成
长。人与人相处中，不仅会有友谊、
温暖、快乐，也难免会有碰撞、摩擦
和难过。面对一般性的同学之间的小
摩擦，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办？我有以
下几个建议：

一是帮孩子学会判断，懂得玩笑
有分寸。

前段时间，学校的儿童哲学课上
老师以“一位同学往另一位同学的杯
子里悄悄放了一根铅笔芯”为例，引
发了孩子们对“什么是欺负”展开讨
论。老师和孩子们一同列举了一些行
为，比如踢人、打人、推人、用脚绊
人、骂人、传谣、挖苦人等，让孩子
们体会面对这些行为时的感受，在这
个基础上引导孩子们分辨“什么是欺
负”“什么是玩笑”。孩子们在讨论中
总结了判断“被人欺负”的四个必要
条件：身体上的伤害；精神和心理上
让人感到不舒服；以大欺小或以强欺
弱等力量上的不均衡；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行为上是“故意为之”。

我觉得这样的讨论十分必要，孩
子正处于对世界的探索认知期，辨识

能力低，引导孩子在讨论交流中学会
换位思考，懂得开玩笑有分寸，同时
提升辨析力，准确判断对方是在“玩
笑”还是“欺负”，既要开得起玩
笑，也要懂得自我保护。

二是引导孩子学会交朋友。性
格内向的孩子，特别需要关注。因
为内向的孩子可能缺少朋友，独来
独往容易成为学生欺凌的对象。因
此，孩子家长、老师要引导孩子交
朋友，尤其要帮助内向的孩子有朋
友。比如小瑞小学五年级从异地转
学到北京，面对陌生的环境有些胆
怯，姥姥在寒假帮小瑞介绍了几个
新学校的小伙伴，鼓励小明和同学
一起在家里做游戏，分享好吃的。
开学以后他已经交上了好几个好朋
友，在学校里完全没有孤独感和陌
生感。

除了性格内向的孩子需要关注，
有些孩子淘气拔尖，不懂谦让，也需
要关注。比如林林经常和同学有摩
擦，尤其是和蒙蒙性格不合，每天小
事不断。我和两位妈妈商量后想了一
个办法：我准备了一个鸡毛毽，找到
淘气的林林，对他说：“这是蒙蒙托
我送给你的，他让我转告你，今天打
着你的胳膊了，很不好意思，他想和
你成为朋友……”听到这里，林林不
好意思地说：“老师，其实是我先打
蒙蒙的，我错了，以后我不打人了，

我也有个毽子，送给蒙蒙行吗？”第
二天，林林将自己漂亮的鸡毛毽送给
了蒙蒙，还真诚道歉。两个毽子将两
颗稚嫩的心连在了一起，他们俩成了
好朋友。

三 要 鼓 励 孩 子 借 助 老 师 的 力
量。说到这，我想起了自己任教班级
发生过的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小
女孩珺珺给我写了一段悄悄话：

“今天上操时，我后面的泽泽总
朝我身上吐唾沫，我想我不能动，不
然会给集体抹黑的，我只好往前挪了
挪，可是他还是吐。都吐到我手上
了，我想，我不能抹到他脸上去，我
只好在地上擦了擦。到该回班的时
候，他终于不再吐了，走到老师身边
我想，我不能告老师，不然他会受到
批评的。”这事儿是珺珺妈妈引导孩
子要把委屈告诉老师，请老师帮忙
解决。

后来，我在全班面前读了珺珺这
篇“悄悄话”，只是把“泽泽”的名
字隐去，改成“一个小男孩”，同
时，我还引导孩子们善待身边的每一
位同学。后来，泽泽悄悄给珺珺写了
道歉的“悄悄话”，还送给珺珺一颗
自己亲手折叠的星星，表示想和珺珺
成为朋友。

妈妈的引导、老师的教育，帮助
小姑娘化解了焦虑，也让淘气的小男
孩认识到了错误，懂得了尊重，两个
孩子都得到了成长。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
和”。孩子在成长中要与自己、与他
人、与自然建立关系，父母作为孩子
成长中的重要他人，要引导孩子们建
立积极的支持性的环境。

（作者系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委
员、北京市朝阳区垂杨柳中心小学金
都分校书记兼校长）

别把孩子间的“玩笑”当“欺凌”
小摩擦恰是孩子学习社交的契机

郑丹娜

■成长赋能

近期，学生欺凌现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是
在河北邯郸，初中生被杀
埋尸案尚未平息，又有一
名初中生被同学灌开水后
严重受伤……一个个血淋
淋的事件背后隐藏着怎样
的同伴关系，为什么学生
欺凌屡禁不止，学生欺凌
的整体样态如何？对被欺
凌者造成怎样的伤害？又
是如何影响成年后的生活
的？

本期继续关注学生欺
凌的相关话题，探讨它造
成的进一步伤害以及如何
救治的问题。

阻止“欺凌” 新华社发 翟桂溪 作

为了让幼儿明白劳

动收获快乐，响应培养

初步的理财意识、语言

表达及社交能力，近

日，北京通州立德幼儿

园开展好物不闲置，夏

日‘摊’开玩跳蚤市场

活动，孩子们售卖的是

商品，收获的是成长。

本报记者 田福良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