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动派

白沙：

模拟法庭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宋飞杰）“现在开庭！”11

月21日下午，随着稚嫩的声音在白沙芙蓉
田学校的教室响起，由白沙荣邦乡司法所
联合白沙法院邦溪法庭等部门开展的模
拟法庭开庭。

白沙法院邦溪法庭以一起真实的校
园欺凌造成的人身侵权案作为模拟案例，
选取8名学生饰演审判长、审判员、人民
陪审员、书记员、公诉员、被告人、辩护人
等角色。在庭审开始前，书记员向学生们
详细讲解了民事庭审组织程序、庭审流程
等。庭审结束后，书记员以案释法，引导
同学们在遇到校园欺凌行为时要用法律
武器捍卫公平正义，敢于对校园欺凌说

“不”。

屯昌：

互动普法“零距离”
本报讯（记者蒙职宇 通讯员孙安

泰）11月20日，屯昌县检察院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曹树旗以法治副校长的身份走
进屯昌思源实验学校，为在校师生讲授了
一堂主题为“检察守护少年的你”的法治
教育课。

课堂上，曹树旗让学生写下自己所知
道的欺凌方式，邀请学生上前大声读出
来，一堂生动有趣的法治教育课就此展
开。

曹树旗通过播放视频、互动问答、以案
说法等方式，深入浅出地向同学们阐述了
法律的重要性和守法自律的意义。曹树
旗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入手，针对如何防
范性侵、应对校园欺凌、预防诈骗等，引导
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儋州：

普法宣传
增强学生法治意识

本报讯（记者许光伟 马宏新）11月18
日，儋州市司法局南丰司法所联合儋耳律
师事务所走进南丰中学开展秋季学期“法
治进校园”宣传活动。

南丰中学法治副校长邢秋云以持续提
升青少年法治素养为重点，结合自身工作
经验以及学生年龄特点，围绕未成年人保
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
并结合反电信网络诈骗、防校园欺凌、校
园安全、毒品识别等内容，通过现场授课、
讲解典型案例、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进行
普法宣传，积极与学生进行互动，解答学
生疑问，引导他们自觉尊法、学法、守法，
在学习生活中遵守法律法规，增强安全意
识、法治意识，自觉抵制各种不良诱惑，远
离违法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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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点燃学生们的学法热情

“其实，欺凌行为不仅仅发生在新闻里、电视
里，也很有可能发生在你我的身边。”活动伊始，
孩子们还有些拘谨，为了迅速拉近与学生们的距
离，黄立梅以电影《少年的你》的片段为案例，结
合青少年的特点，用生动的语言向学生们讲述了
学生欺凌的种种表现形式以及带来的严重后
果。孩子们很快融入了课堂，就像听故事一样津
津有味。

“魏莱在网络上发布陈念母亲是骗子的信
息，曝光陈念家庭隐私，使陈念在学校成为大家
评头论足的对象。”

“老师，我知道，这是网络欺凌。”
……
随后，黄立梅又通过帮助学生“自我体检”来

确认是否受过欺凌，以及如何避免被欺凌。
“如果在学校里，看到高年级的同学欺负、殴

打低年级的同学，你会怎么办？”
学生的回答五花八门，有的说

“告诉老师”，有的说“告诉家长”，还有的说“打
110报警”。黄立梅一一给予肯定，并补充道：“大
家都说得很对，但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冷静，首先
要保护好自己。”

从言语上的侮辱到身体上的攻击，从社交上
的孤立到网络上的霸凌，每一个案例都让同学深
刻认识到学生欺凌的危害，黄立梅呼吁同学们要
规范自身行为，自觉加强品德修养，善用法律武
器保护自己，争做平安校园的践行者，勇于向学
生欺凌说“不”。

“初中的孩子年纪比较小，往往对学生欺凌
了解不够。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欺凌，就
算犯了错也不自知。”黄立梅告诉记者。

情景演绎
让孩子认识“身体界限”

接下来，在讲授预防性侵害知识时，黄立梅
带领学生认识自身“身体的界限”，了解如何识
别、应对性侵害。为了更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活动还设置了有奖问答环节。

“在生活中，我们会与哪些人有身体接触？”
“面对不同的人，我们的身体界限有哪些？”黄立
梅巧妙地将复杂的性侵防范知识融入有趣的问
题中，并采取情景演绎的方式，模拟不同场景，让

学生在参与中学会识别危险信号，懂得如何冷静
应对，保护自己。

在讲授预防性侵害知识时，黄立梅略显严肃
地提醒道：“很多人认为男孩不可能遇到性侵。
事实上，男孩、女孩都可能遭遇性侵。”

随后，黄立梅又从预防与应对的角度出发，
为学生们提供了实用的建议。她说，预防是关
键，学生应提高警惕，学会自我保护。同时在遇
到问题时，要勇于说“不”，及时向老师、家长或相
关机构反映情况寻求帮助。黄立梅还强调了团
队合作的重要性，鼓励学生们相互关心、相互支
持，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原来这样做可以保护自己，我今天学到了很
多有用的知识。”初二年级的何豪（化名）告诉记
者，“通过这次活动，我知道了当遇到霸凌和性侵
时应该如何冷静应对，这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共同守护
为未成年人撑起一片蓝天

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向学生们介绍了
“12348”海南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未成年人服务
专线和“12335”海南省未成年人心理咨询热线，
鼓励他们在遇到问题时及时求助。活动现场还
发放了400份普法宣传资料和小礼品。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健康
成长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海口市琼山区法

律援助中心主任吴敏说，“送法进校园，就是要引
导更多的未成年人树立法治意识，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未成年人辨别是非和
抵制不良诱惑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了
解到，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应该勇敢地
说‘不’，并且知道如何寻求帮助。”

作为海南省律师协会“护苗”讲师团讲师，同
时也是海口市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师团成员的
黄立梅，自去年以来，她已经在省法援中心的组
织下，参与法治进校园主题宣讲30余场（次），她
也深深感受到了“送法进校园”活动带来的可喜
变化。

“活动过后，有学生家长和老师反馈，孩子在
活动后对防范学生欺凌以及性侵害有了更加深
入的了解。很庆幸，我们的工作还是取得了一些
效果。”黄立梅颇感自豪地说，“‘护苗’的队伍越
来越壮大，社会各方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中来，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
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阳光下健康成长。”黄立梅
说。

省法援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系海
南省司法厅秋季“开学季”法律援助进校园系列
宣传活动之一。自海南省“护苗”专项行动开展
以来，深入学校开展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宣传活动
超550场，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将法律知识融入孩
子们的日常学习中，激发他们的法治兴趣，培养
他们成为知法、懂法、守法的新时代公民。

“同学们，日常生活
中 哪 些 行 为 属 于 性 侵
害？握手算不算？长时
间抚摸你的手呢？”11
月 22 日上午 11 时许，海
口市琼山区的龙塘中学
一间教室里，律师抛出
问题，学生们七嘴八舌
地讨论着，气氛热烈。

当天，海南省法律
援助中心携手琼山区司
法局、琼山区妇女联合
会、琼山区法律援助中
心、龙塘镇人民政府等
多部门，先后到龙塘中
学和龙塘中心小学，举
办“大手拉小手——法
援进校园 关爱未成年
人”法律援助志愿服务
活动，海南法立信律师
事务所律师黄立梅给孩
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
治课，共吸引了 400 余
名师生积极参与。

保护少年的你

省法援中心联合多部门送法进校园，宣讲防欺凌、防性侵知识

认识“身体界限”学会勇敢说不
■本报记者 覃创源 田春宇

律师黄立梅用情景演绎的方式为学生讲解防性侵知识。记者覃创源 摄

现象
网络用语充斥未成年人生活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学生们的口语交流中，频

繁出现网络用语，甚至出现了学生将网络用语用到了书

面作业里的情况。

“孩子现在三年级了，早在二年级时，我就听到她经

常说一些网络梗，什么‘你个老6’。当时我都听蒙了，

因为我不知道老6是什么意思。”海口市民林女士对记

者表示。

“我家孩子经常说‘芭比Q了’，这都是口头语了。

还有个网络用语，我知道叫‘yyds’，我感觉这些网络语

言把孩子都带歪了。”海口另一名学生家长告诉记者，在

他看来，网络热梗中的低俗、无意义词语，是对传统文化

底蕴的践踏和亵渎。

在受访中，不少家长表示并不喜欢从孩子嘴里听到

网络梗，同时也希望社会各界能进行引导，对恶意传播

低俗网络热梗的行为，及时予以打击和制止，确保网络

环境的健康和安全。

但也有家长持不同意见。“我觉得要有包容的心

态。语言只要能够交流就行了。你看网络语言‘内卷’、

‘躺平’，现在也都经常使用，只要不是包含脏话等不健

康的内容，我觉得可以接受。”有家长这样说。

看法
玩梗能快速融入社交圈？

网络梗为什么能够快速在孩子之间传播？孩子为

什么对网络梗的接受度普遍较高呢？

林女士的女儿小李告诉记者，自己班上几乎人人都

会说一些网络梗，如果自己不说，会让其他同学觉得自

己有点“傻傻的”。

“刚开始我也不知道这些词语是什么意思，我看同

学们都说，我也就跟着说，这样好像就能跟同学们打成

一片了。”还有学生对记者表示，同学们都是在开玩笑时

爱用这些词语，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网络梗以独特的幽默感和共

情力，迅速在中小学生群体中传播开来。为了与同学保

持步调一致，孩子们通常会积极接纳这些“流行词汇”。

网络热梗是他们表达情绪的出口，更是他们彰显个性的

标签。因此，网络传播加上人际传播的复合影响，使得

这些网络热梗对中小学生的渗透更快、更深。

专家
使用不当或导致表达能力下降

针对此现象，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冯青表示，语言总是随着时代变迁而演变。网络热梗

的流行，需要审慎对待，不能简单地进行“一刀切”，

既要保持语言的活力与创新，又要防止其滑向低俗与

无序。

“语言就是用来交流的，我们不可能完全和社会脱

节。在一种适当的场合，比如说下课时间，学生进行口

语交流时，可以适当使用网络热梗。但教师在教育、教

学等相关的严肃场合，应该禁止使用，并且要大力做好

文字规范工作。”冯青表示，网络梗的大量频繁使用，可

能会对语言的规范造成一定冲击。

冯青表示，中小学生正处于语言学习、语言模仿

的关键时期，大量接触和使用网络烂梗，有可能出现

表达失范等问题。“这些网络梗有的由错别字组成，

有的故意把声母、韵母或是声调搞混，语法很多都是

错的、不规则的，这对孩子的正常学习肯定会产生一

些干扰，导致出现表达失范。我曾在海南一些市县开

展工作时，就发现有些孩子还真的会将网络梗写在书

面作业里。”

应对
家庭和学校应重视网络素养教育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网络梗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

的距离，营造轻松愉悦的社交氛围，让孩子们找到归属

感和认同感。”海南省关心下一代家庭教育讲师团讲师、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陈正发表示，虽然网络梗能够丰富

孩子的表达形式，但是，网络梗往往简单、直白，长期使

用会导致语言思维僵化，削弱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一

些网络梗出自低俗、恶搞的内容，还可能会扭曲青少年

的价值观。例如，一些网络主播为了博眼球，制造带有

负面情绪和低俗内容的梗，可能会影响青少年的审美情

趣和道德水准。

对此，陈正发建议，应该加强网络平台审核机制，过

滤不良内容，积极传播正能量信息。提高创作者的社会

责任感。网络从业者应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创作出更多

有价值、积极健康的作品。家庭和学校应重视网络素养

教育，引导青少年正确对待网络文化，明白语言之美、文

化之重，共同守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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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未成年人网络普及率
越来越高，不知从何时开始，许
多中小学生开始热衷于玩网络
梗。在中小学生中间，时常能听
到一些毫无营养、内容空洞的网
络梗脱口而出，甚至有的学生还
将网络梗写进了作文。针对此
现象，今年 10 月，中央网信办部
署开展了“清朗·规范网络语言
文字使用”专项行动，要求各地
各校要以此为契机，深入开展规
范语言文字使用活动，坚决抵制
网络低俗语言，引导学生自觉规
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近日，本报记者针对网络词
语充斥校园情况进行了相关调
查，采访了各界人士对此现象的
看法。

潘德刚 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