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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调查】第八章 孩子的病理 

 

深谷和子 

  近年来，孩子们中间暴露出各种各样不适应环境的问题。同时，在各种不同的社会背景

下，有些孩子置身于"受害者"的立场，有些则成了"加害者"。本章将着重分析"欺负（同学）

"、"拒绝上学"和"虐待"等问题。 

 

  ＜本章引用资料＞ 

 

  ● 深谷和子·中原美惠（1991 年）"拒绝上学－从对母亲的调查看起"vol.11-3 

  ● 深谷和子·杉山和义·远田瑞穗·熊泽幸子·中原美惠（1996年）"欺负行为" vol.15-5 

  ● 深谷和子·斋藤浩子·熊泽幸子·石川芳子·吉野真弓·持田恭子（2002 年）"虐

待儿童-父母的错误对待带来的影响"vol.22-1 

  ● 深谷和子·斋藤浩子·熊泽幸子·羽矢节子·出水衣绘（2003 年）"「欺负行为」

的后遗症"vol.23-2 

 

1 母亲讲述的拒绝上学问题 

 

   拒绝上学是近来孩子们不适应环境的各种问题中最为严重的问题，当然，学生想要逃

避学校的心情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对此,我们向接受调查的母亲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

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是否出现过不愿去学校的倾向。  

 

1）母亲不愿去学校的状况及原因 

 

  母亲们在自己的孩提时代有没有萌生过不愿去学校的想法呢？将近 10%的母亲反应"明

显有过此类想法"，40%多的母亲则表示"略微闪过如此念头"，认为自己这种想法"明显或略

微"令父母感到为难的母亲也占到了 24.9%。虽然不像现在这么严重，但是在任何时代，学校

似乎都是偶尔令人生厌的地方。同时，正如图 13-1所显示的那样，不愿去学校的最主要的

原因和孩子不愿去学校的原因一样，也是起因于"和同学的关系"。也有超过 40%的母亲表示"

性格上的软弱"导致了孩子产生不愿上学的想法。  

 

2）孩子的情况 

 

  在被问到自己的孩子是否有过不愿去学校的想法时，高达 44.1%的母亲表示孩子明显或

略微有过如此想法。至于明显有过此类想法的孩子产生此类想法的时间长短，19.9%的母亲

表示"在一周以内"，也有 13.3%的母亲表示"长达 1年以上"。而在长达 1个月以上的时间内

不愿去上学的孩子也多达 55.6%。看来，为了帮助孩子克服不愿去上学的心理，家长的努力

十分重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起到防止不上学现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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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可重复选择，因此图中数据代表选择该项目的人占调查对象的比例 

2 欺负同学的行为 

  关于欺负同学的行为，我们一共实施了两次调查,一次是在 1995年 5月～7 月，另一次

是在 2002年 11～12月，两次调查均以大学生为对象,并采取了让其回顾其中小学时代的方

式进行调查。 

 

1）中小学时代的经历 

 

  在 1995 年的调查中,60.7%的大学生反映小学时代班上发生过欺负同学的事件,53.1%的

人反映中学时代班上出现过欺负同学的现象。同时,11.6%的人表示自己在小学时代受过欺负，

8.2%的人表示在中学时代受过欺负。可以看到，中学时代虽然欺负同学的行为有所减少，欺

负行为的性质却越发恶劣。 

 

  超过 70%的人认为被欺负的孩子"有弱点或性格上有特殊之处"。30%的人表示曾经尝试劝

阻同学不要欺负其他同学（包括"稍作劝阻，但因没有效果而放弃的人"、"曾尽力劝阻却没

有任何收效的人"和"劝阻成功的人"），其中，稍作劝阻后放弃的人所占比例较高，大约达

到 20%左右。  

 

2）欺负行为的后遗症 

 

  下面分析一下 2002年的调查中谈到过的受欺负经历带来的后遗症。 

 

  图 13-2反映了至今未曾消失的受欺负经历的深刻程度。在曾经受过欺负的人中，10%的

人表示"现在仍然时时想起当时的痛苦心情"，加上表示"偶尔回忆起当时情况"的人，共有 40%

的人心理上遭受了创伤。表 13-1显示了曾经遭到欺负的孩子其后的经历(不包括从未受过欺

负的人)，可以看到，只有 30%的孩子重新溶融入朋友圈子、精神振作地投入到学校生活中；

30%不到一点的孩子却始终背负着不能适应环境的重负。在那些因换班、毕业而失去音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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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中，一定有一些人无法摆脱心灵的创伤、在其后的人生路上举步维艰。这让我们再一次

深切地认识到决不能轻视欺负同学的行为。 

 

表 13-1 欺负行为受害者其后的经历 

  （%） 

重新融入朋友圈子,精神振作地投入学校生活之中 30.7  

拒绝上学 10.0  

虽然来学校,但却进不了教室 1.7  

欺负行为消失后仍不能适应班级气氛 13.3  

转学了 3.3  

后来听说是自杀了 0.2  

小计 28.5  

其他 13.0  

因换班,毕业而失去音讯 27.8 

 

3）受欺负时的身心状态以及对抗欺负的方法 

 

  图 13-3显示了被欺负的孩子受欺负时的身心状态。统计结果显示，被欺负的孩子多多

少少地出现了一些严重的身心症状，比如食欲和睡眠等身体方面的症状、不愿去学校或躲在

家里的倾向、忧郁或感觉不到幸福的心理症状、对学业的影响以及容易诉诸暴力的一面等等。

那么，家长和老师是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些严重的症状呢？表示"注意到了"和"可能注意到了"

的父亲、母亲、男性班主任和女性班主任分别只有 53.3%、57.0%、44.3%和 38.0%。 

 

  为了从被欺负的痛苦心情中解脱出来，那些受到欺负的孩子往往会"沉浸于空想中"、"

热衷于看电视"、"热衷于玩游戏"或"经常听听音乐"。可见，被欺负的孩子们拼命做着各种

各样的尝试，希望能从受欺负的痛苦中摆脱出来。 

 

4） 受欺负的心理后遗症 

 

  被欺负的孩子所遭受的心灵创伤在欺负一方解散后也不会轻易消失。很多受到伤害的人

在其后的人生旅途中仍然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并使其性格、待人处事的态度和对人

的看法产生扭曲。表 13-2的统计结果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欺负行为日渐寻常化的过程中，人们是不是过份适应了这种状况，因而忽视了消除欺

负行为的努力了呢？我们认为，必须重新审视欺负行为并应该意识到它和虐待儿童的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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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会带来难以治愈的心灵创伤。 

 

 

 

表 13-2 欺负行为的负面影响×性别 

  总体 男性 女性 

有选择地交朋友 43.3 42.2 43.6 

与人谈话时注意对方的反应 39.5 29.5 42.2 

不再相信别人 33.5 32.8 33.7 

心理上容易受到伤害了 35.7 30.6 36.9 

对自己丧失了信心 42.1 30.6 45.1 

变得迎合别人 36.5 24.6 39.6 

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了 33.2 29.7 34.1 

害怕进入集体的圈子 30.3 23.1 32.2 

开始觉得只有自己才靠得住 23.1 30.5 21.1 

 

＊ 图中数据代表完全和比较赞同上述意见的人的比例之和 

3 虐待孩子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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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 3种类型的虐待 

 

  对儿童的虐待大致可以分为 4大类。本调查为了弄清肉体上的暴力、精神上的暴力和忽

视孩子的存在这三种虐待方式的真相，向接受调查的中学生询问了父母在他们的婴幼儿和小

学时代是怎么养育他们的。 图 2-1调查显示，伤害肉体的暴力行为的具体项目和遭受该暴

力行为的经历，包括"殴打头部或身体其他部位"和"打耳光"。关于其他方式的虐待，也有孩

子遭受虐待行为的伤害，并且遭受虐待的频度也基本相同。在接受调查的 824人中，很显然

有数人受到父母的残酷虐待，虽然这些事例尚未表面化。 

 

2）与自我评价的密切关系  

 

  将构成 3种虐待的各个项目加在一起并打上分数，并以此为基础把调查对象分成"有受

虐待倾向"和"没有受虐待倾向"的两大类，观察其与自我评价的各个侧面的关系后发现，不

管受到何种形式的虐待，都会使孩子对自己持否定、悲观的态度。 

 

  图 13-4显示了肉体上的暴力与自我评价的关系，而其他两种虐待也显示出同样的倾向。

临床研究证明，如果幼儿时期受到父母的虐待，将会在孩子人格形成的过程中长期留下恶劣

的影响。从我们的调查中，也可以看到虐待孩子可能带来的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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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家庭和父母的感情 

 

  图 13-5显示，孩子们遭受精神暴力的倾向与孩提时代对家人的感情有着密切的关系。

并且，其他种类的虐待中也存在类似的倾向。另外，为了观察孩子们对父母的感情，我们向

孩子们询问了父母老了以后是否愿意照顾他们，并将结果总结在表 13-3中。统计结果显示，

遭到父母忽视的孩子往往希望委托别人照顾父母，受到其他种类虐待的孩子也有同样的想法。

这说明，受到过虐待的孩子心里难以萌生出对父母的爱。 

 

  在家庭这样一个密闭空间里发生的父母的行为中，可能也包含了不少不恰当的养育和管

教孩子的方法。为了保护孩子们的人权，外部力量应该通过合适的渠道对家庭内部的育儿进

行监督和必要的干预。 

 

表 13-3 将来是否愿意照顾父母×有无虐待倾向（%） 

    

与父母同住并

照顾他们 

住在父母家附近并尽

量去照顾他们 

希望将父母送进养老院由专

业人员来照顾他们 

没有受虐待倾向的人 50.5 46.3 3.2 

一般人 41.6 53.6 4.7 

有受虐待倾向的人 26.6 55.6 17.8 

 

更多精彩调查，请参考儿童研究网 www.crn.net.cn 的“调查资料”专栏 ↓ 

http://www.crn.net.cn/research/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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