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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被围殴，给打人者处分是底线，她想和孩子走出一条除了逃避和忍耐之外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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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分三步达到想要的结果

2022年12月，下午5点，苏迎澜正在上海的一家公司
开会，却没有心思听。她的手发着抖，买下了最快一班回西
双版纳的机票。

几分钟前，她接到了丈夫林皓的电话。三年级的儿子
小逸在操场被7个同学围殴了。电话那头的丈夫愤怒到哽
咽，甚至想到了和对方家长“同归于尽”。

苏迎澜知道丈夫的盛怒来自何处。上初中时，林皓也
曾遭遇校园欺凌。那时他成绩好，又是外地人，班里的同学
经常打他、抢他的钱。告诉老师没用，父母也不管，林皓想
过退学。为了保护自己，他不得不加入校外的坏小孩团体，
逃课、变成打架更厉害的人，但成绩从此受到影响。

从上海回到西双版纳的家里最快需要17小时。打完最
后一通电话，苏迎澜找朋友要了张白纸，开始“唰唰唰”写思
维导图。她在A4纸的右上角写下自己想要的结果：一、小逸
的心理状况恢复健康；二、惩罚打人的孩子；三、法治进校。

围绕着目标，她开始细化分枝路径。她需要了解反欺
凌的相关法规，查清事件真相，了解班里是否还有其他孩子
被欺负。她计划和学校进行三次谈判：第一次，学校向她做
初步的情况说明；第二次，给出初步解决方式，法治副校长
作为责任人一定要出现；第三次，就是最终决定。

随后，她咨询律师，联系媒体，发动身边的同事搜集与
校园暴力相关的所有资料，看其他被欺凌的孩子妈妈分享
的心得，“他们拼命给我发东西，我就拼命消化。”

欺凌
家长孩子大多习以为常

郑书宜的妈妈也听女儿说起了这件事。2022年12月
1日，郑书宜放学回家照例分享班里的新闻，“陈子杭打小
逸了。”书宜妈妈没多想，以为又是“普通的打人”。

她知道陈子杭是班里最调皮的小孩，女儿的每日分享
总少不了他：“陈子杭又打人啦”“把×××打出血啦”“把老
师的葫芦丝摔坏了”……女儿渐渐对此习以为常。

有家长形容，陈子杭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随地都可
能发作，只有班主任的课才安分一点。许多家长都嘱咐孩
子“离他远一点”。

苏迎澜并不清楚这些情况，她常年在外工作，丈夫在家
照顾两个孩子。为了少让妻子担心，林皓大多报喜不报
忧。下飞机后，苏迎澜马上开始执行她的“脑图”，她和小逸
在房间里呆了三个小时，一点点问出三年来的情况。

一二年级时，小逸被个别同学洒墨水、损坏文具，有时
也被陈子杭打，每次和班主任告状后，欺负他的同学都会被
叫去办公室道歉，但很快又恢复原样。从三年级开始，欺负
过他的几个同学开始集结起来，以陈子杭为首，在体育课自
由活动时间趁老师不在时没来由地打他。小逸说，这学期
几乎每节体育课都会被打。

还有一些事情，小逸不确定算不算是欺负自己，一直没
有主动说过。每次在卫生间门口碰到陈子杭的时候，小逸
都会被掏下体，“很多同学都被这么弄过。”

在梳理资料的过程中，苏迎澜了解到这些行为对应着
“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她把小逸的经历记
录下来，分类整理成文档，为后续与学校的交涉作准备。

当天晚上，苏迎澜和丈夫约了班主任见面，对方承诺会
向安全保卫处汇报，联系打人同学和家长把事情了解清
楚。小逸躲在苏迎澜身边，看起来很紧张，说话的声音克制
地发抖。班主任安慰他，“明天你照样来学校上课，大大方
方的，如果有什么就举手和老师说”“没事，笑一个给老师看
一看”，小逸勉强笑了笑。

第二天放学回来，苏迎澜问小逸“今
天怎么样？”“上了语文数学什么的。”“你
害怕吗？”小逸看看妈妈说“害怕”。小逸
说，上课的时候还好，他和陈子杭座
位离得远，但下课了就害怕，去厕所
时也害怕，还好班主任叮嘱了其他
同学陪他一起去。

“如果他们几个跟你道歉，你愿
意接受吗？”“妈妈，我真的不相信他
们的道歉，他们道歉过很多次了。”
苏迎澜心里很难受。

签名
三家庭签反校园暴力联名信

班主任和打人学生的家长联系后，苏迎澜和林皓陆续
接到了他们的道歉电话。家长们对于欺凌行为的描述各不
相同——“调皮”“动一下”，也有“踹了几脚”。苏迎澜对这
种弱化欺凌的措辞感到生气。

最让苏迎澜哭笑不得的是，一位家长什么都不了解，上
来就说对不起，还把小逸的大名念错了。还有一位妈妈说，
自家孩子也不知道被陈子杭打过多少次了。

苏迎澜意识到，这次事件不止于个例。她向其他家长
打听，还有哪些孩子受过欺负，按照班级群的联系方式一一
打过去，惊讶地发现自家的情况居然算是很轻的。

从三年级开始，不少孩子都发现，以前没有那么恶劣的
同学也开始加入陈子杭，形成了一个四五人的小团体。郑
书宜说，以前没什么人和陈子杭一起玩，但现在“他们已经
变成一国的了”。郑书宜妈妈听一个家长说，“我家小孩儿
说：我跟他是兄弟，所以他不会来打我。”

苏迎澜联系了十多个家庭，希望能一起签反校园暴力
联名信，呼吁校方重视起来，但并不顺利。大多数家长担心
学校会觉得他们闹事，孩子以后可能遭受不平等对待，也有
家长觉得苏迎澜这么做只是想让她家的事情获得更大的影
响力。

最初接到苏迎澜的电话时，郑书宜妈妈也很惊讶，“要
搞这么大吗？”但得知她这么做也是为了整个班级考虑后，
她决定站出来支持她，“既然学校没有处理得当，就要有一

个家长来处理，我觉得她挺英雄的。”
最终，三个家庭一起签下了反校园暴力联名信并按下

手印。苏迎澜原本想借此呼吁学校加强反校园欺凌科普教
育，但担心对其他家庭造成影响，最终没有拿出来。

谈判
校方同意给打人者处分

事发后两天，校方联系了打人学生的家长了解情况，并
和苏迎澜约了第一次谈话。

一位代表校方的老师表示，几个打人的学生已经承认
了围殴的情况，与小逸的描述没有太大出入。

她分析，学校发生欺凌事件，最担心的就是名誉受损。
她决定从这里找到突破点，“我知道创新的政绩指标对评优
工作是非常有利的。这次反欺凌的事情可以成为你们的创
新工作之一，推成一个典型案例。”

她同时也给了校方一些压力，表示如果自己向上反映，
可能会给学校的考评造成影响。

根据校方的反馈，苏迎澜评估着做到哪一步更合适。
让陈子杭转学是大多数家长的诉求，但老师表示，按照《义
务教育法》的规定，学校没有权力开除或变相开除学生。苏
迎澜知道这不现实，做不到就是在为难学校，她决定退一
步，“我相信给出处分是不过分的。”

对陈子杭给出处分是苏迎澜的底线，也是区分以前处
理方式的界线。她问过小逸，“如果陈子杭没有转学，如果
他们当全校同学的面向你道歉、写保证书，他们的家长也给
你道歉，你会相信吗？”小逸马上回答，“不相信，因为告老师
不管用，保证书也没用。”

对学校来说，开具一份盖章的处分和情况说明也不是
容易做出的决定。苏迎澜说，老师后来打电话商量，表示如
果处罚太严厉，以后小逸可能和其他的孩子不好相处。苏
迎澜觉得这些话看似有道理，实则是个伪命题，“如果打人
者在班级里受到了足够的处理，你觉得其他同学会怎么看
待这个事情？我们走正确的路，并且走出来了，后面的人才
会跟随。怎么会有同学不跟他玩呢？应该更靠近他吧。”

双方各退一步。最终，学校接受了苏迎澜提出的几点
要求：给陈子杭记大过处分、对其他打人同学进行通报批
评，针对小逸被打的事件出具情况说明，以及在校内开展反
欺凌科普活动。

校方也表示，如果再出事，他们会帮忙劝陈子杭退学。

欣慰
儿子原谅了部分打人者

每次和学校谈话结束，苏迎澜就第一时间分享给小
逸。她省略了具体谈判的过程，以一个孩子能理解的语言
把事情总结出来。

随着谈话的进行，小逸感觉到这次的处理方式好像和
以前不一样，以前谈一次就结束了，现在还有第二次，而且
谈话对象上升到法治副校长的级别了。苏迎澜看出他心里
是高兴的。到了第三次，小逸已经没有什么反应，只是“哦”
了一下，关注点就跳到了担心被检查背古诗上。

2月5日，三年级下学期开学第一天，她发现小逸没有
像以前那样拖着不想吃早餐，他收拾得比妹妹还快，还催促

“快点”。
这一周，班里专门开了一场预防校园欺凌主题的班会，

陈子杭和几个打人的同学当众和小逸道歉，保卫处主任代
表学校在班里宣读了对陈子杭的处分决定。班主任给苏迎
澜打电话，说这学期班里孩子好带多了。放学后，郑书宜也
没再带回陈子杭打人的消息。

苏迎澜问小逸，“他们给你道歉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
样的感觉？”她担心听到“高兴”的答案，这或许代表小逸觉
得自己比他们厉害，也担心听到“害怕”。小逸说，“没有什
么感觉。”苏迎澜放下心来。

小逸似乎原谅了部分打人的同学，林皓送他上学时，看
见小逸主动叫了其中一个同学的名字，一起走进学校。小
逸说，陈子杭没再欺负过他，但上厕所时，他还是会习惯性
地避开陈子杭，如果陈子杭去了，他就不去。

事发两个月后，苏迎澜的“项目”接近尾声。
在与小逸和妹妹的一次聊天中，苏迎澜发现，小逸坦然

地说出了自己在学校被人欺负的事情，她想，自己或许可以
买票回上海了。（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据北青深一度

一个 60人的班级，被分为了两个
“国”：一边是经常打人的学生，一边是可
能被打的同学。从一年级到三年级，云
南西双版纳州一所小学的班级里不断发
生欺凌事件。家长们愤怒，但大多在老
师的调解下忍耐，还有人为了避免孩子
被欺负，默许他们加入打人的一“国”。

一位母亲的加入让事情起了变化。
苏迎澜联合其他几位家长，发起了一份
反校园暴力联合声明。经过与校方的几
场谈判，最终，学校同意对打人的学生开
具处分。

这不是一个让施暴孩子受到最严厉
惩罚的、令人解气的故事。这一仗或许
并不完美，但她想和孩子走出一条路来，
在面对校园欺凌时除了逃避和忍耐之外
的另一条路。

苏迎澜和家长们发起的反校园暴力联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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