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幼儿园孩子打架，75％的家长说要以暴制暴，25％的家长说不能以暴制暴，你怎么

看？ 

对于题中出现的现象，我认为，就如唐代白居易说，动兮静所倚，静兮动所伏。我们应

该一分为二的进行看待。 

一方面，幼儿的成长需要得到重视，因此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是非常重要的，我

赞成题目中少数家长不能以暴制暴的观点；而另一方面，对于如此多的家长报以以暴制暴观

点的原因，也值得我们反思。 

每个孩子都是家庭的未来，父母都希望能给自己的孩子最全方位的呵护，加之当前社会

中频见报端的校园欺凌事件，让大多数的家长在面对幼儿园孩子打架这件事情的时候，选择

采用以暴制暴这种极端方式，我是不认同的，更是值得我们全社会反思。 

家长的这种以暴制暴的教育方式，虽然是希望保护自己的孩子远离伤害，但是这种非理

性的教育方式不仅不能解决孩子之间的矛盾，反而会使得问题更加激化，为校园暴力的发生

埋下隐患，更不利于孩子正确的人生观的养成，面对冲突问题的时候一味寻求暴力解决，也

会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更严重的后果。 

面对校园欺凌，你和学校，甚至家长对普遍存在认知不足、发生后的惩戒及教育不够，

都认为是打打闹闹，会想着去私下和解，息事宁人，但是反而错失教育良机。要知道校园霸

陵从来都不简单，它给学生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刺激和打击。校园霸凌

之所以令人难忘就是它带来的后遗症，校园欺凌带来的是从年少直到中年的心理障碍，产生

可怕的后果，除了之前说过的自卑、抑郁，更甚至会让被害者产生自杀或者报复的念头，大

多数人都记得马加爵吧，被舍友欺凌后选择杀人报复，对于这类的事件我们是该怒还是该悲

呢。不仅仅对于受害者，对于施暴者，其易怒、暴力，长久下去目中无人，不仅可能为将来

的暴力犯罪埋下伏笔，甚至旁观者通过目睹这种行为，如果缺乏合理的引导会走向两个极端，

要么会害怕和恐惧，要么变为施暴者。 

所以对于校园欺凌，从政府、社会、学校、老师、家长、学生多方面要重视起来，只有

这样才能去制止它的发生。今年 4月份国务院下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

社会上也都在关注，但是现在面临着几个问题，其一，在校园欺凌行为界定不清晰，也就是

说那种属于欺凌，不好把握。对于家长而言，可能孩子说在学校跟学生有矛盾了，家长会认

为无非就是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比如打耳光的例子，算嘛，打架算欺凌嘛，怎么样算，

难以界定）。老师和学生多数也会这样认为，因为毕竟小孩子嘛，没有认识到重要性错失教

育良机。教育是面向未来，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我们不对孩子的示范行为做出准确定性，那



 

 

不仅是对孩子也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其二，有的老师和学生认为学生在学校，学校应在教

育而不在罚，但是教育又缺乏有效性。导致校园欺凌屡禁不止。 

遏制校园欺凌事件，光有认识重要性不够，我们还要动起来，从行动上来遏制这种行为。 

解决方法一、要通过德、法教育相结合、相并重来教育。学校要转变教学的观念，不能

仅仅停留于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这样只着重于分数及只着重知识层面对学生的教育，更应该加

强道德、法律相关教育。如果没有道德。法律方面的教育，通过培养这种精神层面，来约束

行为习惯。在学校播放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短片和电影，组织学习好人好事，道德模范，学

校及老师以身作则。加强少儿普法教育，做到知法懂法，从而畏法。懂得什么是善恶，要明

白为自己承担道德和法律双份责任。从小树立正确的观念和行为习惯，不想去、不会去、也

不敢去。这样保障学生有一个阳光健康的成长空间，不是都说嘛，小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我

们是祖国的绿萝，雾霾我们来吸，你们只负责健康成长，比较祖国未来。 

解决方法二、要建立应对机制和预防机制。以德法教育学习先行做预防，对于可能会出

现甚至已经出现的欺凌事件要做好应对机制，如何处理，采用何种应急机制、如何及时回应。

我们要出台多种应急机制，可以授课或者印发预防和处理校园欺凌事件的手册加强学习，让

孩子学会自我保护。 

解决方法三、多方面重视，多管齐下。不仅学校进行教育、宣传学习，教师也要加强管

理和监督，更重要的是家庭教育，一般发生暴力行为的施暴者，要么是父母缺乏跟孩子的沟

通，要么就是父母给孩子太多的宠溺，造成天老大我老二的错觉。加大教师的培训，学校和

家长保持联系和互动，从孩子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一起出发。专业心理辅导。 

最后，我认为，众寡合力，则战可胜，守可固。如果学校、家长、社会能够真正做到通

力合作的话，幼儿教育的问题才能够得到良好的解决。 

 

2.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慎独”，你怎样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

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

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英国近代思想家阿克顿有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

致绝对的腐败。” 

习总书记强调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指的是将作为执政党及其政府以及各级

官员手中拥有的公共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去，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不敢腐



 

 

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要彻底弄清“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里就要靠理想信念、党员干部自律这个思想行动的“总开关”，要达到“慎独”。 

第一，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家加强自身思想作风建设，补足精神上的“钙质”。以实际行

动践行“三严三实”，确保自己在信念问题上不动摇，在信仰问题上，不跑偏，牢固树立正

确的权力观，以敬畏之心对待手中的权力，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让权力完成从

被迫进“笼子”到自觉进“笼子”的华丽蜕变。习总书记强调的慎独就是在私底下、无人时

能抵抗住诱惑，守住做人做事的底线。权力就是服务，权力就是责任，权力就是党和人民对

领导干部的信任和重托，各级领导干部用权必须清正廉洁、大公无私。清正廉洁是一种素质，

是一种能力，也是为政之本、为官之要，是品德之基。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一书中说，真正的共产党人即使在“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

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 

第二，充分发挥群众监督权力的优势，充分释放群众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威力。只有将

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以后，充分发挥群众监督权力的优势，充分释放群众监督以及舆论监督

的威力才能解决一个谁来监督权力。 

第三，以正确的权力观认识权力。权是一种力量，所以通常称之为权力。历史和现实一

再警示我们，权力是把双刃剑，正确用权就能为民谋利，为民造福；滥用权力就会损害群众

权益，败坏党和政府形象。例如，历史上的暴政、贪污腐败等等。只有扎紧制度的“笼子”，

才能严以用权，才能不逾规矩。用权规范必须编制权力清单，划清权力的边界，将权力纳入

法治轨道。权力运行要遵循法律的轨迹，任何领导干部都没有法外之权。 

第四，要强化权力行使的透明度，让权力运行过程和结果都置于阳光之下，让违规行为

无处藏身，要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养成愿意监督、

适应监督、喜欢监督的习惯；要加强内部监督、行政监察、审计监督、巡视监督；加大社会

和群众监督的力度。 

《韩非子·定法》中讲道：“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

加乎奸令者也。”强调 法律是一切行为的底线，是做人做事不可触碰的红线。这个底线，在

私底下、无人时也要坚守；这个红线，在细微处也不能触碰。党员、干部必须对法律怀有敬

畏之心，主动扣好法治的扣子，树立法治思维，弘扬法治精神，知晓为官做事的尺度，把握

住自己、守护好底线；党员、干部在心中自架“高压线”、自设“防火墙”、自念“紧箍咒”，

始终心胸坦荡、光明磊落，做到人前人后一个样、有无监督一个样、“八小时”内外一个样，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该做的不做、不该拿的不拿，真正守住共产党员为人做事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