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倾听：父母应该先向孩子提问，仔细倾听，以了解孩子们到底对这些事情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对孩子所有的疑问和情绪

都表示尊重和重视。不要显现出觉得孩子们的感受太可笑或无足轻重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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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过后

修补暴力事件给孩子留下的阴影

昆明3·01恐怖袭击事件

发生已有一个星期，到现在仍

然让人心有余悸。灾难过后，

我们不应该是事不关己高高挂

起心存侥幸，而应该未雨绸缪

早作准备有备无患。这时候，

作为家长，最应该做的莫过于

修补暴力事件给孩子留下的阴

影，并且教会孩子掌握逃生技

巧。

五大逃生技巧不回避，多沟通

发生昆明事件后，电视网络上对于

该事件的报道铺天盖地，关于这件事的

讨论也时不时出现在我们的日常对话

中，这时候许多家长往往会忽略身边的

孩子的眼神。其实，昆明事件及其他灾

难事件给孩子们的心理问题也值得关

注，尤其是对较为年幼的孩子，怎么和

他们谈论暴力和仇恨，也是亟待家长解

决的问题。市民李女士发现，4 岁的儿

子会瞪着眼睛安静地听她和别人对此事

的对话。然后，他开始插话：有坏人吗?

谁死了？“我们也并不知道他到底理解了

多少，于是开始避免用‘凶手’、‘死

亡’、‘受伤’这样的词语。但显然他试

着理解我们在说什么，而且我们正让他

变得不解。于是，我们只好避免在他面

前谈论这个话题。”

在美国校园枪杀事件和国内校园暴

力事件频发的报道较为集中的时候，还

在上小学的侄女开始担心同样的事情会

发生在自己的学校，于是不肯上学，并

且脾气暴躁，而实际上，她不过是在电

视上看到了一些片段。而家长似乎无法

永远回避这个话题，因为电视上的新闻

总在不断播放惨剧，身边的人也会不断

谈起。那些大一点的孩子受到的影响最

大，因为他们已经到了能理解这种事情

的年龄，但显然还不够大到能够面对这

些残酷。

在这里，记者给家长们推荐一个颇

受有关教育专家认可的网站，叫做ADL

(http://www.adl.org)，网站上有一些文

章，讲述犹太人父母在经历了诸多对犹

太人的仇恨和暴力之后，总结了该如何

和他们的孩子谈论这些事情，同时也依

然能让孩子们健康阳光，热爱这个世

界，而不滋生仇恨。

对于每个父母而言，还有一点相当

重要，我们自己不要成为仇恨和偏见的

传播者。我们应该审视自己的行为和举

止，避免那些带有歧视、偏见和仇恨的

话语。另外，对于那些已经有能力进行

些许深入思考的孩子，也许可以和他们

一起讨论"暴力"是否能够解决问题这类

话题。

无论如何，这个世界已经充斥过多

的偏见和莫名其妙的仇恨，而因此带来

的暴力会给更多人带来伤害。如果有什

么是每个父母现在就可以去做的，那就

是让我们的下一代不要重蹈覆辙。

1、抓紧时间，马上逃
孩子要建立这样的意识：遇到坏

人、地震、大火，孩子应当果断逃生，拔

腿就跑。自警、自救、自助，可以不要

等大人的指挥。

2、转身就跑，动作快
看到有人举刀冲进学校，不要怕，

更不能呆在原地不动，一定要转身就

跑，并且争分夺秒，越快越好。遇到突

发事情，一定不要着急，要向人多的地

方跑，向大人求救，眼疾动作快。对于

一些年纪较小的孩子，家长可以刻意

进行“演练”，比如，爸爸可以用角色游

戏教孩子自我保护：爸爸扮坏人，持刀

（当然要是道具）瞪着宝宝说："我是坏

人，要砍人了! "让孩子用尽办法逃跑

和躲藏。

3、找隐蔽地，藏起来
有人用凶器靠近，马上找隐蔽的

地方躲藏起来，尽量不要让他发现自

己。跑到教室、厕所、老师办公室，能

躲在桌下就躲起来，能关上门就关上，

并插好门。可以找厚纸板或其他东西

把缝隙遮起来，不要出声，让歹徒注意

不到这里有人。

学校可在日常课程之外设置安全

教育课，带孩子们实地去演习几次。

锻炼他们避难的能力，让他们学会逃

跑，跑到能藏身的地方。教孩子们如

何从里面插上门，让他们跑进去后马

上锁门等。

4、争取救援，打电话
平日牢记家庭住址，父母姓名和电

话号码，在安全的前提下，第一时间拨

打父母或110电话，为自己争取援助。

5、安全意识，防意外
家长们要随时教导孩子要有安全

意识，上下学，尤其是年纪较小的孩

子，一定要等家里人来接，不可乱跑，

按时回家。即使在学校或幼儿园也不

能一个人单独行动，要跟小朋友和老

师在一起。公共场所也一样，不能离

开家长的视线，以防止意外发生。

行动：孩子们需要知道大人们面对仇恨和暴力不是无能为力的，有很多事情都有待去做。告诉孩子这个世界并不完美，但

告诉他们父母和老师会尽最大的可能保护他们。也要告诉他们，如果遇到危险和暴力应该如何寻求成年人的帮助。这样才能

给孩子必要的安全感及明确的态度，孩子们才能在灾难过后，慢慢走出灾难事件带来的阴影。

准备：父母首先要面对自己的情绪，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感受。正是这些情绪会影响到孩子们。

诚实：清晰和诚实地回答问题，用合适的措辞。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回答，你就告诉他们你不知道，但让他们知道你会试图

找出答案。

（吴超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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