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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坏的分裂者”活动（小学阶段，9-12 岁）

去做，这样的规定是否公平？这些规定是否一直都如此？

组织人员：一名或多名教师（教师数目可根据学生人数或课堂规模进行调整）

对象人群：9-11 岁的学生

活动时间：40 分钟

准备材料：无

流程：

1) 用简洁的语言解释此次活动的目标，可以这样说：在接下来的活动中我们将讨论为什么有

些人会因为他人的肤色、出生地、外貌举止等与学校中大多数人不同而不公平地对待他人。我们也

会谈到偏见对人们的心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2)建立基本规则。向学生解释，这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环境。在这里的每个人必须尊重他人的发言，

包括不打断他人讲话、不嘲笑他人的发言、所有人的观点都一样重要、没有什么观点是不好的。

3) 选择一个学生或一小群学生扮演“分裂者”。在年龄层较低的课堂中，教师或另一名教师

应示范该角色以帮助学生理解这个概念。“分裂者”根据一定标准将学生划分为几个类别（类别数

量可根据课堂人数和划分标准作调整），只有“分裂者”知道划分的标准（如，鞋子或衣服的颜色、

名字首字母、身高等）。划分标准应是对于“分裂者”来说易辨识的，因此物质 /生理特征方面的

划分标准是比较合适的选择（不应使用具有贬损性的标准）。

4) 将教室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区域 ( 可以是通过在地上画圈、指定特定区域、或者重置桌椅等

方式 )。“分裂者”依次将学生安排到指定的区域。被划分形成的小组需要一起思考这种划分所依

据的标准是什么。

5) 在每个小组都猜出划分标准后，学生们应就该标准是否合理、人们是否应根据某一特征被

分类、以及在可以自己选择分类标准的情况下他们自己是否还愿意被这样分类等问题阐述自己的想

法。学生们很可能会回答说，分类让他们失去了原先要好的朋友，他们更愿意根据亲密性而非外界

标准来分类。

6)对于高年级课堂，教师应要求学生回答是否可以识别现实生活中“分裂者”的划分标准，例如：

肤色、年龄、残障、是否符合性别角色规范等。

7) 通过更换“分裂者”的扮演人（如换成另一名教师来设计划分标准），整个活动可以变得

更丰富多样。

8)对活动进行总结。教师应重述“分裂者”的含义，并解释分类标准会导致歧视和排斥。例如，

如果划分标准是 T恤颜色，而恰好有一个孩子唯一拥有一种颜色，那么他 /她就会自己被划分在一

个组，而被其他组排除在外。

目的：

•	 * 帮助学生理解歧视和排斥是如何产生的。

•	 * 帮助学生理解所谓的“正常”和“非正常”是如何被划分的。









“他们在想什么”活动（中学阶段，13 岁及以上）

去做，这样的规定是否公平？这些规定是否一直都如此？

组织人员：一名或多名教师（教师数目可根据学生人数或课堂规模进行调整）

对象人群：13 岁及 13 岁以上的学生

活动时间：60 - 90 分钟

准备材料：粉笔和黑板

流程：

第一部分（15-20 分钟）

1）用简洁的语言解释此次活动的目标，可以这样说：在此次活动中，我们要讨论什么是恐同

和恐同欺凌，以及什么样的想法会导致恐同欺凌的行为。我们也会批判性地思考怎样防范恐同

欺凌

以及人们目睹此类行为时该如何制止（用词可能需要就不同的场景而有所改变。如果你不能使

用“恐同”或“恐同欺凌”这类词语，你可以使用“基于性别的暴力及欺凌行为”）。

2）一开始可以问学生他们如何理解“恐同”。

3）讨论学生们给出的答案。接下来解释“恐同”，即对于同性恋者及同性恋行为的恐惧、排

斥及厌恶。将定义写在黑板上。

4）请同学阅读以下案例：

“T”是学校足球队队长。一名新来的学生和 T 说想要参加球队的选拔。T 一看这个学生就觉

得不喜欢他。T 认为这个人看上去像是同志，他不想让自己的球队里有任何同志队员。所以，T 撒

谎说球队已经不招人了。但当这个学生来参加训练时，教练看到并鼓励他参加球队选拔，他因此最

终加入了球队。然而在训练中，T 经常侮辱和威胁他，希望他会因此退出球队。一些队友也会在这

时候大笑，有的甚至也一起辱骂他。这个学生没有退出，所以 T和他的朋友开始在教练不注意的时

候打他。

5）就以上案例讨论欺凌的动机。问学生：你认为欺凌别人的心中是怎样想的？可能的回答包括：

 a）那个人活该被欺凌

 b）占别人便宜有意思

 c）人们可以通过欺凌别人来赢得朋友的尊重

6）请学生解释他们认为“T”和朋友那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其中可能包括：

 a）缺乏同情心

 b）想要控制别人

 c）急躁的性格并通过身体上的攻击表现出来

 d）缺乏安全感

 e）害怕自己被欺凌 ( 可能是怕自己被看作是同性恋 ) 

目的：

•	 * 了解会导致恐同欺凌的想法。

•	 * 识别与恐同欺凌有关的信念和行为。

•	 * 演示防范恐同欺凌的一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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