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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校园语言暴力研究
———以云南省昆明市五所高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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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数、恶劣程度明显高于女生；理工科学生的语言暴力多于文科学生；脾气差的学生、品质不好的学生、

话多的学生位居最容易遭受语言暴力的前三位。而教师语言暴力相对较少，情侣间语言暴力较为隐蔽。本

文在客观分析调查数据的基础上，从学生自身、家庭、学校和社会四方面，分析了大学生校园语言暴力产

生的原因及其可操作性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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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是人际交往和社会沟通的重要工具，承载

着人类的文明知识，传达着人类的情感信息。在日

常生活中，人们常以言谈是否文雅作为个人修养的

重要标志，民间也存在着大量规范约束，用以谴责

不文明的用语，如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

月寒”。大学生作为国家精心培养的社会栋梁之才，

其语言的文明不仅关系到自身人格的发展，也关系

到一个学校的风纪风貌，更重要的是它在某种程度

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文化、文明，引领着一个社会

的风气，并最终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

运。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大学生

校园语言暴力问题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大学

生语言的和谐文明格外值得我们关注。

　　一、大学生校园语言暴力现状

何为语 言 暴 力？２００６年 《南 国 都 市 报》将 语

言暴 力 比 较 具 体 地 描 述 为 “使 用 嘲 笑、侮 辱、诽

谤、诋毁、歧视、蔑视、恐吓等不文明的语言，致

使他人精 神 上 和 心 理 上 感 受 到 痛 苦 或 伤 害”①。然

而，不文明的语言一定是语言暴力吗？语言暴力的

构成应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采用了口头或书面的

语言形式；存在语言暴力的施体和受体；无论语言

施体有意或无意实施语言暴力，只要其语言形式破

坏了受体的正常逻辑，使受体感觉痛苦就构成语言

暴力，反之则不构成语言暴力。语言暴力是一种不

文明行为，是暴力在语言中的表现，而不仅仅是不

文明的语言。“暴力显现在语言中，就是用语言霸

权的形式剥夺他人的平等交流的权利……从而对他

人的思想 或 者 心 理 上 产 生 某 种 程 度 的 伤 害”②。所

以，语言暴力是使人精神上或心理上感受痛苦、伤

害、反感或不舒服的行为，不文明的语言因语气、

语调、场合的不同，表达效果也有所不同，如久别

好友重逢，相互叫嚷寒暄：“妈的！这么长时间你

跑哪去了！”这时的脏话通常已经异化为口头禅或

交际用语，而不能被看作是语言暴力，因为其非但

不令人反感，而且增进朋友感情，可谓是一种 “社
交融合剂”。另外，文明 的 语 言 有 时 却 构 成 语 言 暴

力，如有些女生喜欢 “八卦”，编排他人，造谣生

事，间接使他人名誉等受损，用文明语言行使不文

明行为，类似于俗语 所 指 的 “骂 人 不 带 脏 字”。总

之，语言暴力是使人精神上或心理上感受到痛苦、

伤害、反感或不舒服的不文明行为。而大学生校园

语言暴力是大学生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形式，采用嘲

笑、侮辱、诽谤、诋毁、谩骂、歧视、蔑视、恐吓

等不文明 行 为，致 使 他 人 精 神 上 或 心 理 上 感 受 痛

苦、伤害、反感或不舒服等，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伤

害和暴力行为，通常发生在大学校园或校园附近场

域，包括学校的宿舍、食堂、教室、操场、学校附

近的网吧、歌厅、餐厅、台球厅、医院、商店等物

理场域，以及囊括其中的制度、文化结构、人与物

等相互之间多元存在的复杂关系网络。

２０１１年６月～７月，针对大学生校园语言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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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在昆明市的五所高校展开，即云南大学、云

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财经大学和昆明

理工大学。根 据 各 院 校 网 站 上 的 信 息，截 止２０１１
年６月，各院校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共计１３．３万人，
其中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各约２．５万人，云南

民族大学约１．９万人，云南财经大学和昆明理工大

学各约３．２万人。由于总体规模较大，为了确保研

究的可行性，在经费、人力、物力允许的 情 况 下，
我们在各大学分别随机抽取４０名男生和４０名女生

进行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４００份，其中有效问卷

３６６份，有效回收率９１．５％。这也是本研究的一项

不足，即受样本量的局限，研究结果可能对被调查

的这３６６名学生更具有代表性，而是否能够代表昆

明高校大学生校园语言暴力的总体情况，还有待今

后研究给予检验。从调查对象的性别与民族分布来

看，在有效作答的３６６名大学生中，其中男生１８１
人，占４９．４５％，女 生１８５人，占５０．５５％；汉 族

学生２７１人，占７４．０４％，少 数 民 族 学 生９５人，
占２５．９６％。从调查对象的政治面貌与科类分布来

看，在 本 次 调 查 中，团 员 有２３３人，党 员 有１１５
人，群众 有１８人；理 工 科 学 生１１２人，占３０．６０％，
文科学生２５４人，占６９．４０％。经过实地调查访谈

与问卷的统计分析，我们从大学生语言暴力的发生

情况、影响、成因及应对四个方面对昆明市五所高

校的大学生校园语言暴力情况概括如下：
首先，学生遭受语言暴力的情况。调查设计了

多选题 “您认为大学生校园语言暴力来源于何处”、
“在最近半年内，您有 自 己 经 历 过 或 看 到、听 到 别

人遭受过哪些语言暴力”、“您认为哪类学生最容易

遭受校园语言暴 力”，单 选 题 “在 最 近 半 年，您 是

否自己参与过或看 到、听 到 过 校 园 语 言 暴 力”，共

４个问题来考察学生遭受语言暴力的情况。结果显

示：在最近半年内，有２２７人即超过六成 的 学 生，
曾作为校园语言暴力的实施者、受害者、旁观者或

旁听者接触过语言暴力，５．７４％的学生充当了校园

语言暴力的实施者，１４．４８％的学生遭受过校园语

言暴力，４１．８０％的学生曾看到或听到他人间的校

园语言暴力。在语言暴力的使用上，男生实施语言

暴力的次数、恶劣及粗俗程度要明显高于女生；理

工科类学 生 要 多 于 文 科 类 学 生，所 占 比 例 分 别 为

７．１４％和５．１２％，理 工 科 类 与 文 科 类 学 生 曾 作 为

校园语言暴力的实施者、受害者、旁观者或旁听者

接触过语言暴力的比例分别有６４．２９％和６１．０２％。
其中，在 “您认为哪类学生最容易遭受校园语言暴

力”一题中，位于前三位的选项分别是脾气差的学

生、品质不好的学生、话多的学生。（见表１）

表１　您认为以下哪类学生最容易遭受校园语言暴力

女生 体弱者 话多的学生
脾气差

的学生

学习不好

的学生

品质不好

的学生

单亲或家庭不

和谐的学生
合计

选择人数 ７４　 ６１　 １５２　 ２４３　 ７７　 ２３０　 ８４　 ９２３
百分比％ ８．０２　 ６．６１　 １６．４７　 ２６．３３　 ８．３４　 ２４．９２　 ９．１０　 ９９．７９

　　其 次，学 生 遭 受 语 言 暴 力 的 种 类。在 最 近 半

年，学生遭受过或看到、听到别人遭受过多种校园

语言暴 力，如 直 接 的 语 言 攻 击、对 骂，背 地 里 侮

辱、诽谤、造谣生事，不带脏字、拐弯抹角、指桑

骂槐地 讥 讽 人，说 话 语 调、语 音 不 对，故 意 冷 落

人，课桌、墙壁、厕所等校园公共设施上的不文明

用语，大学生论坛、博客等网络上的语言暴力，非

故意伤害的暴力语言等。若从校园语言暴力的主要

来源途径来看，针对问题 “在最近半年内，您有自

己经历过或看到、听到别人遭受过哪些语言暴力”，

位于前三位 的 选 项 分 别 为 同 学 之 间 的 校 园 语 言 暴

力，墙壁、课桌、厕所等校园公共设施上的语言暴

力和大学生论坛、博客等网络上的语言暴力，所占

比例分别为３１．６９％、２７．６０％、２２．９５％，而选择

社会人员与学生之间的语言暴力、教师与学生之间

的语言暴力、情侣之间的语言暴力及其他各项所选

比例甚小，其中情侣间语言暴力比较隐蔽。

再次，大学生校园语言暴力的影响。调查设计

了多选题 “您认为大学生校园语言暴力有哪些不良

影响”，单选题 “您认为大学生校园语言暴力现象

严重吗”、“您认为校园语言暴力给受到语言暴力的

学生带来伤害的程度”、“您认为大学生校园语言暴

力会给学校带来怎样的影响”、“您认为大学生校园

语言暴力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共５个问题，

来考察大学生校园语言暴力的影响。调查中，昆明

五所高校有超过六成的大学生认为校园语言暴力现

象十分严 重 或 比 较 严 重，其 中 回 答 十 分 严 重 的 占

４．９２％，回答比较严重的占５９．５６％，回答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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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３３．３３％，回答一点都不严重的占２．１９％。可

见学生们已经意识到它的存在，语言暴力问题越来

越凸显出来，不容忽视。大学生校园语言暴力给学

生、学校、社会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表现为

使学生的身心受到伤害、影响学生学习、有损大学

生形象、不利于文明语言的建构、不利于良好的学校

风气、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等。调查 中，８０．６１％
的学生认为大学生校园语言暴力对学生的伤害很大

的占１１．４８％，较 大 的 占４２．９０％，一 般 大 的 占

２６．２３％，而 小、比 较 小、很 小 的 仅 占１９．３９％。
校园语言暴 力 给 学 校 带 来 影 响 很 坏 的 占２１．８６％，
比较坏的占５６．５６％，不 太 坏 的 占１７．４９％，没 影

响的占４．１０％。校 园 语 言 暴 力 给 社 会 带 来 的 影 响

很坏的占２１．５８％，比 较 坏 的 占５３．８３％，不 太 坏

的占１７．７６％，没影响的占６．８３％。
最后，大学生校园语言暴力的成因及应对。调

查问卷设计了多选题 “您认为大学生校园语言暴力

产生的原因有哪些”，开放性问题 “您认为大学生

使用校园语言暴力主要是出于哪些原因”和 “为了

预防大 学 生 校 园 语 言 暴 力，您 认 为 学 生 自 身、老

师、家长、学校、社会应该做点什么或采取哪些措

施”三个问题，来探讨大学生校园语言暴力产生的

原因、解决的必要性及应对情况。结果显示，大学

生校园语言暴力产生的原因有很多，可以归纳为：
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及大众传媒对学生的影响，
学校疏于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道德教育和心理健

康教育，不良家庭环境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学

生自身思想道德与法律素质有待提高、心理不健康

等。７６．２３％的学生认为对大学生校园语言暴力现

象十分有必要进行控制，１８．０３％的学生表示无所

谓，而只有５．７４％的学生认为没必要控制。同时，
对于解决对策，大学生作为高素质人群，在遭遇校

园语言暴力时，大部分学生能够相对冷静地处理问

题，应对方式多以了解事实后理性反击为主，少部

分学生行为有失理智，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甚至

采取斗 殴、报 复 等 暴 力 行 为，将 问 题 升 级、严 重

化，尤其在遭受社会人员和虚拟网络上的语言暴力

时，学生更容易采用语言暴力等以暴制暴的方式解

决。还有些同学在受到侮辱和伤害以后，会采取忍

气吞声和息事宁人的方式，将消极情绪、委屈、苦

闷与伤害等积压下来，长此以往会给身心造成很大

伤害。

　　二、大学生校园语言暴力产生的原因

脏话、丑话、讽刺性用语等带有明显辱骂、嘲

笑、打击他人的意味，使听者产生受伤、恶心的感

觉，以及讨厌、抵制的情绪。语言暴力是一种典型

的语言亚文化乃至反文化现象，处于正规语言系统

的边缘，不为人际交往和社会公德所欢迎。但为什

么有些大学生仍使用语言暴力呢？

（一）社会不良之风与虚拟网络环境的影响
正如社 会 解 组 理 论 所 言，当 社 会 发 生 急 剧 变

迁，旧的行为规范和制度受到质疑，新的规范和制

度尚未建 立 起 来 的 时 候，个 体 会 产 生 无 所 适 从 之

感，社会控制能力削弱，无序状态随之加剧。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速度加快，精

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越来

越激烈，新 鲜 事 物 层 出 不 穷，社 会 矛 盾 进 一 步 凸

显，传统道德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对多元价值观的

规范作用有所下降，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

义有所抬头，社会成员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大学

校园并非悬置在社会之外的 “象牙塔”，社会上诸

如权钱交易 之 类 的 不 良 现 象 侵 蚀 着 大 学 生 的 人 生

观、价值观、世界观，影响其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和

行为举止。部分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公益心与

责任感，不 但 不 把 给 他 人 起 绰 号、公 开 他 人 的 隐

私、讽刺挖苦他人或嘲笑他人的生理缺陷等视为不

道德的暴力行为，反而通过对他人实施语言暴力来

取乐，语言暴力成为他们寻求刺激、宣泄压力、摆

脱厌倦感、打发精神空虚等的方式。同时，我国文

化市场充斥着大量暴力、凶杀、淫秽、粗俗以及其

他有损个 人 身 心 健 康 的 信 息，文 化 垃 圾 在 图 书 报

刊、音像制品、广播媒体中大有可见，又通过后者

的影响广泛传播，其呈现出来的暴力情节，往往维

持了学生对语言暴力的一些错误认知，也在一定程

度上纵容了大学生校园语言暴力的存在。虽然我国

有关法律明文禁止不良文化的传播，但由于缺乏可

操作性的具体措施，效果并不明显，不良文化时刻

影响着大学生，成为他们实施语言暴力的范本或诱

因。
另外，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网民

人数已经超过４亿，互联网在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

利的同时，也将现实世界的内容进一步抽离，虚拟

空间布满了五花八门的诱惑、无奈与病态。网络具

有匿名性和开放性的特点，色情、凶杀等暴力内容

铺天盖地，攻击、谩骂等语言暴力肆无忌惮。２０１０
年的 《青少年蓝皮书》表明，被调查学生中在网络

聊天时接触过语言暴力的占３１．４％，实施过语言

暴力的占４９％，５０％以 上 的 学 生 聊 天 和 玩 游 戏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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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过不良内容或行为的侵犯③。大学生是我国网

民的主体人群，面对各种问题与困难，当心中积郁

的压力、委屈与不满无处宣泄时，常常会通过网络

聊天、网 络 游 戏、网 络 电 影 等 渲 泄 情 绪、消 磨 时

间，部分学生沉醉于虚拟世界无法自拔，与家人、
同学思想交流越来越少，性格也越来越冷漠孤僻，
甚至脾气暴躁，当与他人发生冲突时极易采取过激

行为，导致校园语言暴力，甚至更严重的暴力行为

的发生。同 时，目 前，很 多 学 校 周 围 还 开 设 着 酒

吧、歌舞厅、台球厅、电子游戏厅等，一些大学生

学习目标不明确，内心空虚，迷恋于电子游戏，纵

情于歌舞，靠酒精来麻痹自己，导致学业荒废，情

绪不稳、盲 目 跟 风，极 易 出 现 语 言 暴 力 等 过 激 行

为，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二）学校教育管理缺失
学校是孕育知识与文化的象牙塔，是大学生人

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形成的主要场所。然而，受

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当前国内一些大学过分强调

专业教学与科研，法治、道德、心理健康教育形同

虚设，作为多元文化的聚集地，对于违反社会公德

的亚文化、反文化，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坚决地摈除

或净化之。一些教师在教学中不能做到以人为本，
职业道德滑坡，对学生没有耐心和责任心，动辄采

取责令、歧 视、挖 苦、贬 损 的 态 度，给 学 生 贴 上

“问题学生”、“不良青少年”的标签，使处于话语

权低位的 学 生 丧 失 话 语 权，造 成 部 分 学 生 丧 失 信

心，暴力情绪得到激发，在感觉自尊心受到强烈伤

害后，以 更 为 严 重 的 偏 差 甚 至 暴 力 行 为，做 出 适

应、防卫和反击。调查中，个别授课教师职业道德

意识淡化，通过语调的变化、土话或变向的挖苦某

位同学来吸引注意、活跃课堂气氛，而根本不去考

虑这些暴力用语会不会被学生效仿、传播与使用，
更不会考虑被挖苦学生的感受，在教书育人的过程

中也教会了学生使用语言暴力，并在无意识中给学

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三）父母管教方式不当与家庭结构存在缺陷
校园语言暴力的发生与家庭教育、家庭环境密

切相关。社会学习理论认为，攻击行为是经过建模

过程习得的，个人在观察他人时学会攻击反应。家

庭人际关系和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与态度对子女

暴力倾向的形成有着明显的影响。处于溺爱型、放

任型、失和型以及单亲家庭的大学生较之正常家庭

的子女更容易发生暴力行为，其家庭往往具有以下

特征：形 式 上 或 实 质 上 破 碎、不 和 谐、经 济 水 平

低、暴力冲突不断、家庭成员关系紧张、父母染有

恶习或者犯罪行为④。家庭结构不完善，父母离异

或感情不和，使子女感觉不到家庭温暖，在得不到

关爱的 同 时 也 不 关 心 他 人，自 卑、焦 虑、性 格 敏

感、脾气暴躁，容易产生压抑、紧张、恐惧和攻击

性心理，既可能遭受他人的语言暴力，也具有一定

的语言攻击性。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如果对

子女的语言暴力没有及时制止，甚至听而不闻，会

使子女错将语言暴力养成习惯。家庭成员的文化素

质、道德品质、家庭成员之间的语言攻击、暴力行

为，会对学生身心健康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

模仿家庭成员的行为，为语言暴力埋下隐患。大学

阶段的家庭教育是以往各阶段家庭教育的延续。子

女考入大学后，一些家长认为自己的任务完成了，
放松了对 子 女 的 教 育；一 些 家 长 过 多 依 赖 学 校 教

育，而且只重视子女的智力发展，对于子女思想变

化和精神需求较少留意，教育方式也延续传统的家

长制作风，缺少民主和谐的沟通方式。调查发现，
一些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其父母文化素质

较低，受不良风气影响，经常参与赌博酗酒，不但

对子女的情况不闻不问，而且经常酒后动粗，使子

女感受不到亲人的关爱，即使在学校发生不愉快的

事也不愿和父母倾诉，常通过语言暴力等方式来发

泄内心的压抑；有些学生考试作弊受到学校处罚或

同居意外怀孕，父母不是对他们进行教育，而是又

打又骂，使学生更加自暴自弃，产生攻击心理和行

为；还有一些学生父母长期不合、争吵不断、家暴

时有发生，子女虽在学校却总是感到担心、紧张、
不安，唯 恐 父 母 离 异，从 而 影 响 其 人 格 的 健 康 发

展，在学校中一旦和同学发生矛盾便很容易发生过

激语言或行为。
（四）学生心理发育不成熟、道德法制观念有

待内化
大学生在经历 “千军万马过独桥”的淘汰式严

格筛选之 后，主 要 精 力 仍 局 限 在 专 业 知 识 的 学 习

上，对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不够重

视。大学生身心发展的黄金期也是人生极为脆弱的

时期。一方面，生理成熟使得他们精力旺盛、思维

活跃，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有了对爱情、性、自

我实现与肯定等的需要。然而，现实社会并不能满

足他们的各种需求，失业保障匮乏下读书无用论沉

渣泛起，自身价值得不到体现的同时，老师、家长

又不给予 理 解 支 持，反 而 归 咎 于 学 生 自 身 不 够 努

力，学习、升学、工作、竞争压力的沉重，一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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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开始抱怨社会、嫉妒同学，对未来丧失信心，存

在心理健康隐患，为标新立异、彰显个性而将一些

不文明用语挂在嘴边。同时，部分大学生进入大学

后表现出的迷茫、无所事事、精力过剩，使他们容

易心烦气 躁，在 受 到 不 公 正 待 遇 或 他 人 言 语 攻 击

时，容易冲动，认为不反击会显示自己很软弱，在

同学 中 很 没 面 子，所 以 采 取 “以 暴 制 暴、以 怨 报

怨”的方式，反唇相讥，在充当语言暴力受害者的

同时，又演变为语言暴力的实施者，使语言暴力陷

入恶性循环的泥淖。另一方面，心理发育不成熟又

使他们在人际关系、生活琐事、学习与爱情等方面

表现得不 是 很 游 刃 有 余，对 新 鲜 事 物 判 断 能 力 不

够，存在一些认知偏差，容易心理不平 衡、叛 逆、
嫉妒、爱出风头、看不起别人等。如大学生对话语

的理解不 尽 相 同，在 个 体 性 格 方 面 也 存 在 诸 多 差

异，一些 学 生 不 能 设 身 处 地 为 他 人 考 虑，态 度 偏

激，过于敏感、小气，甚至只是 出 于 搞 笑、好 玩、
标新立异等目的就使用语言暴力，虽无大害，却严

重违反了 中 华 民 族 谦 虚、谨 慎、温 和、宽 容、团

结、互助 的 传 统 美 德。一 些 学 生 缺 乏 正 确 的 恋 爱

观，通过谈恋爱来消磨时间，弥补心灵空虚，当双

方感情、性格不合时就大爆粗口，伤害对方。一些

大学生认知能力不强，道德观念薄弱，主体意识淡

薄，在朋辈群体的不良影响下，人云亦云，盲目跟

风，觉得语言暴力无所谓，甚至刻意去模仿，将不

良偏差行为当作一种时尚，自认为在话语中带上语

言暴力很酷，逐渐养成使用语言暴力的习惯。部分

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大学后，文化与生活习惯的不同

使得他们常自我封闭起来，敏感、焦虑、不 自 信，
总觉得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自己，以致脾气语言变

得粗鲁暴躁。总之，当大学生人际交往出现困难，
受到孤立，交往需求得不到满足，或者在学习、就

业、恋爱等方面遭遇挫折的时候，容易一蹶不振、
萎靡消沉，在消极情绪不能得到及时排解时，就会

产生挫败感，引发语言暴力行为，用以发泄内心的

压抑与不满。

　　三、大学生校园语言暴力的防治

（一）动员多方力量齐抓共管
政府作为国家力量的集中代表，掌握着组织动

员社会资源的权威力量，通过政府的影响，健全有

关法律法规，提倡良风益俗，净化社会环境，同时

结合社会控制与道德约束的力量，有助于从根本上

解决各类偏差、越轨及犯罪问题。大学生校园语言

暴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偏差行为，同样应从政府层面

考虑应对措施。首先，政府有关部门在进一步落实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同时，必须确保两性平等的话

语权，维护女性权利，减少对女性的歧视，在语言

规划上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其次，国家应尽快制定

家庭教育法，明确家庭教育的责任、原则、内容和

方法，把家庭教育纳入法制化轨道，并进行有效的

社会监督，以良好的家庭环境促进学生个人的健康

成长。再次，大学生语言暴力也是一种特殊的校园

暴力，有关部门应制定相应的预防校园暴力法，明

文规定 预 防 校 园 语 言 暴 力 的 条 款，明 确 社 会、学

校、教师、家庭各方的责任，进一步落实 《民法》、
《宪法》、《义务教育法》、《教育法》、《未成年人保

护法》等法律中维护学生人格权、名誉权等的有关

规定，确保大学生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最后，应

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净化网络环境，制止网络语

言暴力，强行关闭一些淫秽、色情、暴力网站，对

不文明的网络用语进行屏蔽，严格限制网民制造、
使用并传播网络暴力语言，确保网络的用语文明。

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对校园周边环境的综合治

理，教育、公安、司法、工商、文化、建设等部门

应通力合作，齐抓共管，加大力度清理整治学校周

边环境，对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要依法予以取缔；
对向学生出售黄色、暴力书刊、暴力影像资料的商

贩进行严厉查处。国家有关部门应对媒体的价值导

向进行监督，严禁渲染社会不良之风，并通过制作

公益广告等，利用媒体进行文明语言使用的宣传，
以社会公德约束人的行为，对不文明用语、语言暴

力予以纠正，并施以舆论压力，充分管理好并发挥

好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大力加强社会文明风气建

设。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余年辉煌灿烂的文明史，形

成了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价值的传统伦理

道德体系，素有 “礼仪之邦”之美誉，中华民族大

家庭中的５６个民族，无不将谈吐文雅、举止文明

作为对个人修养的最基本要求，并以社会舆论、道

德谴责等方式对言谈粗鲁之人予以惩罚。如云南少

数民族德昂族，以一串野果穿织而成的项链，褒奖

言谈举 止 和 思 想 品 德 出 众 之 人；而 口 吐 脏 话、假

话、丑话之人，头上将被插上一根荆棘，直至被罚

种竹，并由全寨群众给予当面教育。在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进程中，我们在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基

础上，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容，语言美作为 “五讲

四美”活动的重要内容，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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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社会展开。语言文明是个人道德修养的直接体

现，也是 社 会 文 明 进 步 的 重 要 标 志，更 是 社 会 公

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的重要内容。英国学

者霍布斯 鲍 姆 认 为，传 统 是 不 断 被 现 实 发 明 出 来

的，并随着现实的需要而不断改变⑤。我们应以实

事求是的态度、与时俱进的品质，不断从中华民族

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净化整个社

会的语言环境。对少数民族学生，我们要充分尊重

其民族习惯、民族心理和民族信仰，消除民族偏见

和民族歧视，通过举办一些有关民族风情展示的活

动，增进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共创和谐发展的友

好关系。同时，我们要发挥社会、学校、同辈群体

的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校园语言暴力

的预防与控制，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紧紧镶嵌在

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长河之中。
（二）整合学校各类资源
学校是孕育知识与文化的圣地，教师是文明的

传播者。学校要加强法律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心

理健康教育等，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提升其

法律意识，使 学 生 具 有 良 好 的 道 德 修 养 和 人 文 素

养，树立正 确 的 世 界 观、人 生 观、价 值 观、法 制

观、爱情观，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校园语言暴力。首

先，学校应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开设法律基础知识

等课程，定期邀请专家对学生进行法律知识培训。
同时，明 确 相 关 管 理 制 度 和 处 罚 条 例，用 行 为 守

则、校规校纪、班级班规等规范学生的行为，利用

培训讲座、校园海报、校园广播等宣传法律知识与

学校纪律，对违反学校规定、肆意使用语言暴力、
对教师同学出言不逊、在校园公共设施上乱写乱画

等不良行 为 进 行 批 评 教 育 乃 至 纪 律 处 分；对 品 德

美、语言美、行为美的学生给予精神和物质上的奖

励。其次，学校应开设有关人际交往、职 业 规 划、
道德修养等方面的课程，定期对大学生进行礼仪培

训，提高就业指导与信息服务，组织学生深入社会

锻炼实习，让大学生明确奋斗目标，学会待人处事

之道，加强对所学知识的实践，对学习充满热爱，
对未来 满 怀 希 望，不 断 完 善 自 我，摆 脱 迷 茫 与 焦

虑。最后，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健全心理辅导

机制，在每个学院或系设立心理咨询室，开通心理

热线，配备专职心理辅导教师，让学生有地方倾诉

心中的委屈与苦闷、宣泄心中的不满和怨愤。教师

不仅需要教书，还需要育人。要对所有任课教师加

强心理学知识培训和心理技能训练，将心理健康教

育引入正常的课程教学中，引导学生提高人际交往

能力，掌握真诚而有效的沟通技巧，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避免使用语言暴力。
同时，和谐、文明、积极、健康、多彩的校园

文化氛围，本身即是对校园语言暴力的最好屏障。
一方面，学校要加强对校园硬件设施和物质环境的

建设，加强对校园周边的巡逻工作，禁止校外不良

人员出 入 校 园，对 学 校 的 失 窃 案 件、暴 力 行 为 立

案、查处并予以解决，为学生营造安定祥和的校园

环境；要建立健全一整套学校管理制度，重点是健

全与学生直接接触的班主任、辅导员管理、监督、
评价和投诉机制，严肃处理大学生打架斗殴、夜不

归寝、嗜酒成性等不良行为，关注大学生弱势群体

的健康成长，满足学生获得安全感的需要；严厉禁

止大学生在公共场合发表不恰当言论，对课桌、墙

壁、厕所等公共设施上的文字及时清理，并建立相

关规章制度，对肆意在校园公共设施上乱写乱画，
制造垃圾文化的学生给予警告和处罚。另一方面，
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营造宽松、乐观、健

康、高尚 的 校 园 精 神 风 貌。利 用 校 园 广 播、宣 传

栏、橱窗等展现学生的风采，宣扬宽容、礼让、勤

俭、奋斗 等 主 题 思 想；通 过 班 集 体 活 动、迎 新 晚

会、送旧晚会、大学生运动会、知识竞赛、歌咏比

赛、学术研讨会等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为学生提

供更多学习、充实自我的机会，增强学生、老师之

间的交流与互动。学生在积极、文明、健康的环境

中，会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校园语言暴力会随之

减少。
（三）发挥家庭积极作用
学生进入大学后，与家人的接触、沟通相对变

少，但是家庭的整体氛围、父母的教育方式、大学

生从小养成的习惯等却仍然对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防治校园语言暴力是一项持久战，需要父母从

家庭教育的源头做起，强化家庭教育功能，以身作

则，以嘉言懿行作示范，培养子女健全的人格和良

好的言 行 习 惯，防 微 杜 渐，避 免 语 言 暴 力 放 任 自

流，将语言暴力扼杀在摇篮之中。同时，要教导子

女正确处理问题，培养其明辨是非的能力，确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和社会责任

感。调查中一些学生在学校里与同学发生矛盾，会

打电话向父母诉苦，此时，父母正确的引导对学生

日后处理 同 类 问 题 起 到 关 键 作 用。如 果 父 母 采 取

“你傻啊，别人骂你，你不会骂他啊？！怂恿说：就

会大大增加 学 生 日 后 诉 诸 语 言 暴 力 解 决 问 题 的 几

率；如果父母问明原因，帮助子女正确地分析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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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问题，并对子女给予劝慰，抚平其伤痛与气愤，
教导子女与人为善，那么就会大幅减少其日后使用

语言暴力的冲动。
优化子女成长环境。学校生活与家庭生活是相

辅相成的有机整体，要有效防治校园语言暴力，离

不开健 全 和 谐 的 家 庭 环 境。父 母 分 居、离 异、再

婚、死亡或家庭内部冲突暴力不断，对子女缺乏关

爱、照顾或 过 度 溺 爱 都 会 助 长 学 生 语 言 暴 力 的 使

用。家长要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素养，主动调整对子

女过高的期望值，调节好家庭氛围和亲子关系，重

视与子女的沟通交流，使子女在父母乐观向上的情

绪和努力工作的实践中受到有利于身心健康成长的

积极影 响。在 亲 子 沟 通 中 应 遵 循 尊 重、理 解、宽

容、信任、激励的原则，善于用 “良言”去挖掘子

女的闪光点，捕捉子女的进取心。当子女达不到要

求时，也不要急躁恼火，要以平常心、慈母情去对

待子女，切不可处处指责，事事挑剔，更不能时时

咒骂。总之，良好的家庭环境，有利于学生身心健

康，养成爱心、责任心和进取心，内心光 明 磊 落，
没有不良情绪的积累，自然能避免使用语言暴力。

（四）学生强化自我管理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发生语言暴力并不可

怕，关键是要看解决语言暴力的态度与方法。调查

中，多数学生能够意识到语言暴力对他人的伤害与

对自身形象的损害，然而，发现问题是一回事，愿

不愿意、能 不 能、采 取 什 么 方 式 解 决 则 是 另 一 回

事。正所谓 “君子闻过则喜，小人闻过则怒”，大

学生要培养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对于一些善意的

批评和意见，要端正态度，严以律己，正视自身不

足，积极征求同学和老师的意见，及时弥补缺陷，
使自己不断成长进步。对于他人的失误或过错，要

避免意 气 用 事，不 要 得 理 不 饶 人，要 学 会 换 位 思

考，宽以待人，做到心平气和、心胸开阔，多一点

忍耐，少一点心浮气躁。要加强防范意识，同学间

相互监督，恪守原则，一旦遭受到语言暴力侵害，
要有明确的法律意识，学会控制情绪，保持冷静，
理智地 处 理 问 题，或 征 求 同 学、老 师 和 家 长 的 意

见，或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以免使问题复杂化、
严重化、恶性化。

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要树立 形 象 感，
自觉维护 “大学生”群体的形象，不断增强自身道

德修养，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增强自身心理承受

力与耐挫力，自觉抵制语言暴力等不良影响。特别

是女同学要摆脱 “男尊女卑”的思想束缚，学会自

我疏导不良情绪，使消极的情绪对身心的伤害降到

最小程度；要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文体活动，
丰富课余生活，多读些健康有益的图书来武装自己

的头脑，充实、完善自己，明确学习目标，坚定信

念，知荣辱，明事理，与人为善，尊师重教，用优

雅的行 为 举 止、渊 博 的 知 识 来 丰 富 自 己、美 化 自

己，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而 不 要 盲 目 跟 风，
变向地使用语言暴力。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要学会

处理好人际关系，以诚待人，与人为善，多关心和

爱护身边的家人、老师、朋友和同学，养成尊重他

人、礼貌待人、团结友好的品格和习惯，以正确的

方式构建自己的社交网络，不与行为不良的学生为

伍。
总之，大学生校园语言暴力不仅折射出我国学

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中存在的不足，同时也折射出教

师职业伦理道德、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存在的匮乏

与缺失，反映出当今一些大学生处于心理亚健康状

态。大学生校园语言暴力相对于中小学生的语言暴

力，对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与国家的历史文化

积淀等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规范的、科学的、纯洁

的语言文字不仅是维系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纽

带，是我们对历史的尊重、对自己民族价值观念的

操守，更体现了我们对国家发自内心的深沉热爱。
大学生校园语言暴力对学生个人、家庭、学校乃至

整个社会都存在一定的影响，对大学生语言暴力的

研究，有利于维护大学生自身合法权益，促进其身

心健康和 全 面 发 展，不 断 提 升 大 学 生 自 身 文 化 素

养，进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构建和谐校园、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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