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街头游园屡现脏话 多为青少年所为

正确引导 向“语言暴力”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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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游园、背街小巷、公厕等地方，不时可见一些乱刻乱画的痕迹，大
部分都是谩骂、诋毁、嘲笑等侮辱性的“语言暴力”。据介绍，这些乱刻乱画
多是青少年所为，被工作人员清理后不久又会出现，影响了市容市貌，折射
出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心理问题；同时，也给大人提个醒，在教育孩子的过程
中，有哪些值得反思的地方。记者就此现象进行调查，结合部分老师和家
长、心理咨询师等观点，探讨青少年“语言暴力”的产生原因和深层背景，以
及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方式。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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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上午，柳江东苑小区东边
的街头游园里，有老人带着孩子在这里
休闲游玩，晒太阳。“这个凉亭坐着真舒
服。”家住柳江东苑的李大爷刚从河堤上
散步回来，准备在一个凉亭的长椅上小
憩一会儿，可看到凉亭上一些乱刻乱画
的脏话后，他不由皱起了眉头，“好好的
柱子被刻上这么多脏话，破坏了环境，
其他孩子看到了也不好。”李大爷说。

记者看到，在这几个褐色的柱子
上，均有不同程度的乱刻乱画现象，“某
某是坏人”“谁谁真不是东西”，诸如此
类的脏话被用小刀或其他工具刻在长
椅、柱子上，和周边美丽的景致极不协
调。随后，记者在沙澧公园景区的其他

几个休息点，也发现了不少乱刻乱画的
脏话。

“这些脏话内容很低俗，修复起来也
很不容易。”正在景区打扫卫生的一名环
卫工告诉记者，景区曾不定期对凉亭、
雕塑、长椅等公共设施进行过修复，这
些设施有的是木质的，有的是石质，上
面乱刻乱画的内容有的是用小刀刻上
的，有的是用彩色笔涂写上去的。“修复
起来很麻烦，长椅一类需要涂漆，石像
的话得用专业的工具清理。”这名环卫工
告诉记者，在他发现的这些乱刻乱画的
脏话中，九成以上出自青少年之手。他
们对受损害的公共设施修复以后，隔几
天又有一些新的脏话出现。

街头乱刻脏话清理之后又出现

“青少年在街头乱刻乱画的行为有
深层次的原因。”12月4日，记者在市福
利院见到了正在这里做志愿服务的市心
理协会秘书长王焯，一大早她就带着由
几名心理咨询师组成的志愿者团队，来
给孩子们做心理疏导。

王焯告诉 记 者 ， 青 少 年 乱 说 脏
话、乱刻脏话是一种不文明行为。“小
学阶段的孩子主要是模仿。”王焯给记
者分析，这些孩子在家里或社会上可
能接触到一些暴力影片，或者听到家
长等亲人无意间一句脏话，孩子就记
在心里，遇到一些烦心事时，脏话就
会脱口而出，或者用乱刻乱画的行为
表达出来。

到了中学阶段，部分孩子在家长、
老师的双重压力下，会积攒一些学习或
生活上的负面情绪，一旦无法表达想
法，孩子们就会产生一些脏话。

张清霞在少儿心理咨询方面有着 9
年的临床经验。“在我接触到的孩子
中，很多留守儿童经常会在课堂上乱飚
脏话，学校的乒乓球台上、厕所里经常
见到一些乱刻乱画的脏话。”张清霞告
诉记者，留守儿童的文明素质是一个社
会问题，他们缺少父母的陪伴，在处理
一些自己不能处理的事情时，就会显得
十分孤独无助。一旦遇到困难或挫折
时，会产生抱怨甚至偏激的行为，乱刻
乱画脏话是常见的表达方式。

一些不文明行为源自青少年的情绪宣泄

已经休学的小强 （化名） 曾在市
区交通路一所中学上学。12 月 4 日早
上，小强在班主任和母亲王玉花的陪
伴下，找到了心理咨询志愿者张清霞。

“这个孩子已经来了很多次了。”
考虑到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张清霞
让小强自己去做沙盘游戏，然后把记
者领到另外一个房间。“小强刚开始就
是在学校里乱飙脏话，班主任和同学
对他敬而远之，因而他经常处于孤立
无援的状态，就向父母提出休学的请
求。”张清霞介绍，现在这个孩子已经
休学在家半年多了。

“小强的行为在学校显得格格不

入，乱飚脏话，经常在言语或行为上
伤害他人，对老师、同学具有攻击
性。经过疏导，现在这个孩子心理上
的压抑已经舒缓多了。”张清霞告诉记
者

另外，孩子的心理情绪得不到及
时疏导，会导致孩子极度自卑，易患
上抑郁症。在心理咨询师王焯的案例
中，记者发现有这样心理疾患的孩子
不在少数。“学习成绩上不去，心理
的压力和愤怒的情绪得不到及时疏
导，导致孩子做什么事情都缺乏自
信，久而久之就会患上抑郁症。”王焯
说。

青少年的心理郁积需及时疏导

在记者走访的部分学校中，乱说脏
话的孩子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行
为看着是个小事，实际上关乎孩子的心
理健康。”漯河四高的尚炯老师告诉记
者，他们学校经常请一些心理专家定期
给孩子们上心理辅导课，也会要求老师
们特别是班主任参加专业的心理教育课
程。

“孩子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尚
炯说，尤其是高中阶段，一些学生的文
明行为已经定型，通过学校老师规范
引导，会形成良好习惯。

“每年我市的中小学都举行一些文
明素质教育活动，要求学生们讲文明
话、做文明人、办文明事。”市教育局
一位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活
动有的是学校组织的，有的是教育部
门的常规活动。

“在上小学以前，家长是孩子文明
行为的主要影响者。”该负责人告诉记
者，“身教胜于言传”，在家庭环境方
面，家长应该注意自己的行为，杜绝让
孩子接触到脏话或暴力的机会。

“孩子们这种不文明行为，从心理
角度来讲就是缺乏关爱。”王焯等心理
专家认为，学校和家长应该多关注孩
子，多给他们提供展示自己的平台，让

孩子们有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渠道，让
孩子多接触充满正能量的事物，培养他
们良好的爱好和习惯。

部分从事多年教育工作的老师向记
者表示，除了家长、学校两个因素外，
还需要给孩子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这几年我市进行文明城市的创建，在
社会环境的塑造上有了很大改善。”市
文明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文明程度
高、市民素质好的社会环境给广大青少
年提供了良好的成长土壤，相信孩子们
的“语言暴力”会越来越少，内心洒满
阳光，充满正能量。

让青少年的内心充满正能量

街头乱刻乱画的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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