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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家庭暴力？

 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近

亲属等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的身体伤害、精

神伤害或者身体、精神双重伤害。

 妇女和儿童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有

些中老年人、男性和残疾人也会成为家庭

暴力的受害者。

 具有寄养关系的人员之间的暴力行为，也

视为家庭暴力。

 2015年 3月 2日四部门联合发布的《关

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明

确把同居关系纳入家庭暴力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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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含义及表现形式

身体暴力

 ——殴打、捆绑、残害身体、限制人身自
由、使用刀械枪支等进行暴力攻击等。

言语暴力

 ——长期讽刺、言语威胁将受害妇女或小
孩杀害、扬言使用暴力、严重的语言侮
辱、不实的控诉等。

精神暴力

 ——阻止妇女探视其亲人、不实地指控妇
女有外遇、禁止妇女上学或工作、跟踪、
监视、操控妇女等。

性暴力

 ——强迫妇女进行性行为、逼迫妇女看色
情影片或图片等。

经济暴力

 ——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
的严格控制，以达到控制受害人的目的。

冷暴力

 ——通过冷淡、轻视、放任、疏远和漠不关
心、将语言交流降到最低限度、停止或敷衍
性生活等行为，致使他人精神上和心理上受
到侵犯和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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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案例 1：被“打”掉的婚姻

4年前朱玲（化名）与王某结婚。“新
婚没多久，他的本性就暴露了，只要他
一喝酒，回到家看到稍不顺心的，就摔
东西。”要是朱玲敢顶嘴，王某拿东西
就朝她砸过来。然而，第二天酒醒之
后，看到妻子的模样，丈夫又开始自我
忏悔，痛哭流涕求妻子原谅。“看到他
诚心悔过，我一心软，就原谅他了。”
朱玲说，可是时隔不久，丈夫就把自己
的承诺抛之脑后。结婚第三年，朱玲怀
孕了。在一次争吵中，朱玲被推倒在
地，紧急送医后，怀孕5个月还是被迫
流产。

 贴士：打她又说爱她——

一些经常酗酒的丈夫酒瘾发作时便对妻

子拳脚相加，清醒后又百般请求妻子原谅，

称很爱妻子，只是酒精作怪才动手打人。而

妻子往往会原谅丈夫，但酒瘾一旦再发作，

又一发不可收拾，陷入恶性循环。面对此种

状况，妻子应想办法帮助丈夫戒掉酒瘾，不

能让他一喝酒就打人。实在不行，就必须向

外界寻求帮助，甚至考虑离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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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2：爷爷管教孙子，孙子报警

老李的孙子彬彬
（化名）在三岁
时父母就离异了，
虽然当时彬彬被判
给了父亲，可是父
亲却不太愿意管
他。从小到大彬彬
都是和爷爷奶奶一
起生活。彬彬平
日在家爱说谎，自读小学二年级开始，彬
彬就开始到网吧上网。这次彬彬偷了家里
300元钱去上网，爷爷发现后从网吧找回
来就开始用衣架打。孙子情急之下拨打了
110报警。法医对彬彬伤势鉴定为轻伤。

 贴士：要家教，不要家暴——

家长对孩子进行管教很有必要，但方法

要得当，得有个度，不能采取过于激烈的手

段，更不能对孩子施加暴力。一旦超过必要

限度，就会从家教演变为家暴。《反家庭暴

力法》草案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有权制止并向公安机关举报正在实施的家庭

暴力行为，公安机关接到举报后应当立即出

警，予以制止，并依法作出处理。”这意味

着，公安机关也有责任制止对未成年人的家

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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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3：逆子打死生父

 被告人许红涛平时经常打骂父母，其母被打
得不敢回家。2012年 5月 28日，许红涛又
因琐事在家中殴打因患脑血栓行动不便的父
亲许二（被害人，殁年 63岁）。同月 30日
中午，许红涛再次拳打脚踢许二的头面部及
胸部等处，造成许二双侧胸部皮下及肌间广
泛出血，双侧肋骨多根多段骨折，左肺广泛
挫伤，致创伤性、疼痛性休克并发呼吸困难
死亡。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许红涛
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贴士：不要把拳头伸向你的父母——

父母是生我们养我们的人，任何时候我们都

不应该动手打父母，这不仅有违亲情伦理道德，

会被人骂为不孝子、逆子，而且还要承担刑事责

任。父母在遭遇子女暴力的情况下，不能一味忍

受，要想办法保护自己，逃脱子女的暴力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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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4：家庭冷暴力让她精神崩溃

中年女士胡某处于老公的家庭冷暴力状态
中，这让她苦不堪言。她说“我们每天几乎都不
说话，我有时想和他做一些沟通，可是他却一副
冷冷的样子，我的话根本就说不出来。如果再这
样下去，我的精神真的要崩溃了。”这种状态使
她几乎陷入半疯狂状态：“有时我看见人多就烦
躁，走过柳江大桥的时候，看着眼前的人我就想
把他们一个一个丢下江去，在公共车上见别人怀
里小孩哭，就想扑过去掐死…”

 贴士：冷暴力更可怕——

精神虐待等家庭冷暴力比显性暴力造成的危

害更大。有专家指出，精神暴力对人的伤害不亚

于身体暴力，长期遭受精神暴力，容易出现情绪

表达障碍和性格扭曲。家庭冷暴力的极限会使很

多受伤害的人产生报复心理，如果严重了，还会

产生极端的做法。可能会自杀，甚至伤害自己的

亲人，如果家里有孩子还有可能伤及孩子。在这

种家庭环境里生活的孩子，轻者会性情忧郁，变

得懦弱或残暴，重者可能产生自杀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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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丈夫不如妻，向妻施加精神暴力

朱女士能干、踏实，在单位兢兢业业， 35

岁升为副局长。而朱女士的丈夫好高骛远，在单

位一直平平庸庸，同事关系处理也不好。眼看妻

子的发展一天比一天好，丈夫就气不打一处来，

在家稍不顺心，就冷嘲热讽，不给朱女士好脸色

看，经常随意辱骂朱女士是靠色相才当上副局长

的，并威胁朱女士说不听话就去单位闹。若朱女

士稍微辩解，丈夫就砸毁东西，并恐吓道：“我

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大不了就一起死。”这

些无理取闹和无中生有的事情，让朱女士异常痛

苦。

 贴士：别让自卑心理作祟——

丈夫因不如妻子产生强烈的自卑心理，又缺

乏自我调节的能力，故而转向用精神暴力的形

式，牢牢控制妻子。并且通过打压、羞辱妻子，

建立自己在家中的地位，表现自己的男人权威，

以此弥补在社会上缺失的自信。针对此种情况，

妻子在平日工作、生活中可能要懂得“察言观

色”，适当地照顾一下丈夫的情绪，让丈夫的心

理有一定的平衡，必要时可向专业心理人士寻求

帮助，也可以尝试通过其他亲戚好友的劝说来解

决。通过上述方式依然无法改善，离婚也是解脱

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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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庭暴力的认识误区

家庭暴力在农村比较普遍

——影响家庭暴力的因素多种多样，社会条件以
及生活环境会给施暴者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并非

绝对因素。据调查统计，农村和城市发生家庭暴

力的几率相差无几。

只有没知识的人才会打老婆、打孩子、打老

人

——男性实施家庭暴力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
男性的多疑心理、面对生活的过重压力等。文化

水平与是否会实施家暴并没有绝对的相关性，高

知家庭也有不少家暴案件。

两口子打架是家务事，外人不需插手

——家庭暴力如果到达一定程度会严重伤害受害
者的人身及精神安全。这时如果有外人的干预，

情况会有所好转。

家丑不可外扬

——受“家丑不可外扬”
观念影响，当家庭暴力发

生后，多数家暴受害者为

维护自己及家庭的名声而

极力掩盖，委曲求全，无

形中给家庭暴力蒙上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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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遮羞布，在某种程度上是纵容了施暴者。此

时，受害者一定要寻求民警、社区、邻居及其亲

朋好友的帮助，必要时可以起诉至人民法院。只

有让施暴者了解到受害者受害时有途径可寻，才

不会纵容施暴者，施暴者的行为才可以被监督和

制止。

宁愿忍受暴力也不愿意离异

——家庭暴力并不是一开
始就很严重的，由于受害

者一次次的容忍，施暴者

会变得更加有恃无恐。当

感觉婚姻再也不能继续，

就果断离开。因为离开是

最安全的选择。

为了孩子，忍受家庭暴力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使没有受
到殴打，而只是经常目睹家庭暴力和虐待，儿童

所受的伤害也相当严重，这会导致他们饮食、睡

眠失去规律，性情忧郁，变得懦弱或残暴，学习

成绩下降，悲观厌世等。这些不良影响会延续到

他们成年以后，甚至影响一生。另外，有暴力的

家庭，孩子长大后大多有家庭暴力行为，违法犯

罪的比例也较高。当发生家庭暴力时，不要犹

豫，果断地拿起武器反抗，保护自己，保护孩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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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难断家务事

——受“清官难断家务事”的传统观念的影响，
人们往往对家庭暴力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有相当

一部分人认为家庭暴力是家庭内部的私事，简单

地把它归为家庭纠纷，认为他人不好干预也难以

解决。正是由于这种思想，致使家庭暴力的施暴

者很少得到制裁，从而助长了家庭暴力事件的增

长。当看到施暴者正在施暴时，一定要尽力帮忙

被施暴者。

离开了他就活不了

——由于社会历史原因及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
的依赖心理一般重于男性。女性常有这样的思

想：长大之后找个男人就有了依靠。这些女性缺

乏独立性，对丈夫有依赖心理，有的女性甚至认

为离开了丈夫自己就活不下去。如果是这样，一

定要记住，女人一定要独立，男人并不是唯一能

使你存活的大树，相反他可能会摧毁你的生活。

他能改过来的，不会再对我施暴了

——有些女性性格软弱，一味忍让，轻信男性在
施暴后的赔礼道歉与保证，幻想男性以后会改邪

归正，不会再对自己施暴。同时还有一些女性抱

着“我能改造他，他会变好的”此类想法。如果

你是这样想的，那就错了。性格的养成是一个缓

慢的过程，所以，想要改变性格也是很艰难的过

程。与其寄希望于他改正，一次又一次遭受折

磨，不如及时反抗，保护自己，逃脱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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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遭受这些都是我应得的

——在遇到家暴后，女性首先会想到的是“这是
我应得的”、“我只是不够让他满意”、“肯定

是我做错了什么”。这是一个怪圈，家暴会使受

虐者形成低自尊、低自信的倾向，而这又鼓励了

施暴者继续施暴。女性在遭遇家暴后，一定要考

虑多方面的因素，重塑自己的自信心理，不要让

施暴者抱有侥幸心理，给施暴者可趁之机。

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来骑任我打

——几千年男尊女卑思想至今在一些人的头脑中
根深蒂固，有些男性把妻子作为私有财产，认为

“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来骑任我打”。妻

子不是“买来的马”，她和丈夫是平等的，同样

是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妻子为丈夫生儿育

女，操持家务，为家庭付出了很多。丈夫一定要

善待妻子，充分尊重妻子，让妻子有继续这段婚

姻，继续这段感情的理由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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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预警信号

发现以下情况要警惕：

 对方有酗酒、吸毒、赌博等成瘾行

为；

 对方往往喜怒无常，情绪呈现两极

化；

 对方生活压力巨大，且常无视或贬

低你；

 对方控制欲强，常控制你大部分日

常生活；

 对方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

 对方曾说要分手或离婚就一起死，

在与你感情不好时曾威胁要自杀或

尝试要自杀；

 常感到害怕并经常谨慎用语以免激

怒对方；

 吵架时对方常使用威胁性言语，并

认为用暴力解决问题无可厚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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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家庭暴力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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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庭暴力常见问题咨询：

 遭遇冷暴力，该怎么办？

——我们面对冷暴力时，要保持心情平静，分析
可能引起冷暴力的原因，找出症结所在。双方不

愿说话时，可采用发短信、写邮件等方式，或先

从时事等双方较不敏感话题逐步进行沟通。让对

方看到自己所思所想，将关心落到实处，逐渐消

除负面情绪。若实在与对方和好无望，不如破除

“家丑不可外扬”、“委曲求全”等观念，勇敢

做出决定，重新寻找自己的幸福。

 因家暴离婚可以提损害赔偿吗？

——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相
关规定，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而导致离

婚的，受害人有权在提起离婚诉讼的同时要求对

方给予损害赔偿，损害赔偿的内容包括物质损害

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

 因遭受家庭暴力起诉离婚，如何收集相关证

据？

——受害者若要起诉离婚，维护自身权益，就需
要重视证据的收集。

（一）警方的出警记录和笔录可以成为日后

“感情确已破裂”的有力证据。

（二）保留医院就诊病历。医院的诊断证明

和医药费收据以及病历保存好，作为书证，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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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证明对方施暴事实，如果做了伤残鉴定的或

是需要后续治疗的，也要及时把伤残鉴定及后续

治疗的票据妥善保管。

（三）争取证人证言。父母、朋友、保姆、

邻居都可以作为证人，要早作沟通，争取让他们

出具支持你的证言。

（四）保留物证书证。比如对方曾写过保证

书、忏悔书、承诺书等类似文书，保证以后绝不

再施暴，这些书面材料也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因家暴离婚后财产怎么分?

——财产分割要根据财产的性质决定，有夫妻共
同财产就分割，没有就不分。法律关于夫妻共同

财产分割的方法，仅有一条原则性的规定：“离

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

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

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如果是因家暴离婚

的，在前述原则的基础上，受害人还可以要求施

暴者给予相应数额的损害赔偿。

 因家庭暴力而离婚的，孩子怎么判？

——离婚时孩子的抚养权，法院是根据如何有利
于孩子的成长而判决的。对于 11 个月大的孩子，

判给女方的可能性比较大。对于男方施暴的情

况，若法院认定其构成家庭暴力准予双方离婚的

话，那么为了孩子的成长，法院会把孩子抚养权

判给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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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

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

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四十三条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

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

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四十三条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

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

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对正在实施的家

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

止。

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

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

予以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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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一条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三

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家庭暴力”，是

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

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

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

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四十六条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国家采取

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公安、民政、司法

行政等部门以及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

团体，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预防和制止家庭

暴力，依法为受害妇女提供救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十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创造良好、和

睦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

和抚养义务。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

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

儿的行为，不得歧视女性未成年人或者有残疾的

未成年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第三条第 3款禁止歧视、侮辱、虐待或者遗弃老

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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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

第三十条遭受家庭暴力妇女可以或者委托他人

向村（居）民委员会、家庭暴力当事人所在单

位或者各级妇女联合会、工会、共青团等组织

投诉或求助。

受理家庭暴力投诉或者求助的组织不得拒绝、

推诿。

受理家庭暴力投诉或者求助的单位，应当及时

进行劝阻，对家庭暴力当事人进行调解和疏

导，如实记录家庭暴力行为人的违法事实和受

害人的受害情况，并在征求受害人意见后制作

和保存见证材料。对劝阻无效的，应当及时向

公安机关报案。

第三十五条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设立或者指定家庭暴力庇护场所，为遭受

家庭暴力要求庇护的妇女提供临时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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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心理辅导

对家暴受害者心理辅导应注意的事项：

（一）对女性的心理辅导原则

1.应当全面地询问家庭暴力受害者过去曾遭受
的暴力伤害以及解决方法。

2.应当知道家庭暴力对受害者所造成的影响以
及创伤后压力障碍的表现。

3.理解和解释家暴对受害人造成的不良影响，
提高自我认知和应对家暴的能力。

4.向受害人提供心理支持环境直到受害人建立
起自我支持功能为止。

5.让受害人精神宣泄同时，还要对受害人的防
御机制和内心冲突进行探索和解释。

6.探究受害人对家庭暴力中所出现的创伤性人
际关系的个人看法。

7.必须谨慎地尊重受害人的自主权。

（二）对未成年人的心理辅导

1.让未成年人重拾信心。获取其信任，帮助其
找回社交的乐趣和自信。

2. 鼓励未成年人在校园内进行社交尝试，让
未成年人走出暴力阴影。

3.尝试让未成年人重回家庭，鼓励未成年人适
应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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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暴相关机构与联系方式

妇联维权公益服务热线——12338

全国法律服务热线——12348

青少年呼叫中心——12355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益热线——12333

结语——

别让家暴毁了你们曾经的誓约

别让家暴毁了你们孩子的童年

别让家暴毁了你们幸福的家庭

拒绝家庭暴力，呵护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