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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教育能力的极度缺乏是未成年犯家庭教育失败的核心问题——闲散未成

年人犯罪研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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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往往是违法犯罪的前兆。本次调查中我们从不同角度了解到，绝大多数父母对

孩子的不良行为并非放任不管，他们以说服教育、打骂等不同的方式去教育孩子，但是却没有能力去改

变孩子。最终，孩子还是违背了父母的良好愿望，走向了反面，受到法律的制裁。 

本次调查中，我们选择了几种典型的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询问未成年犯“当你有这种行为时，父

母通常采用的教育方式是什么”，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未成年犯父母的教育方式（单项选择） 

 

在以往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因素研究中，通常认为简单粗暴和放任的教育方式是不良的教育方

式，容易导致孩子犯罪，而说服教育是良好的教育方式。以上数据从表面上看，前6种行为发生在违法犯

罪之前，父母“不管不问”即采取放任教育方式的平均没有超过1成，打骂孩子即采取简单粗暴教育方式

的平均只有3成，而平均60%的父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如果说服教育可以奏效，应该有相当多的孩

子不至于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也就是说，父母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方式会影响教育效果，但并不决定教

育效果，决定教育效果的是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能力，即帮助孩子和改变孩子不良行为的能力。即使采用

说服教育的方式，如果不讲究方式方法，不能说服孩子，同样会使孩子反感。因此在教育孩子过程中，

各种不良行为 

父 亲 母 亲 

说服教育 打骂 不管不问 说服教育 打骂 不管不问 

% % % % % %

说谎 66.3 27.1 6.6 78.0 16.1 5.9

学习成绩不好 64.8 24.4 10.8 75.4 14.5 10.1

欺负同学 53.6 32.9 13.6 69.6 20.2 10.3

抢别人钱物 37.8 55.4 6.8 57.7 35.6 6.7

偷拿别人东西 33.7 60.8 5.5 52.0 40.9 7.1

结交有违法行为的伙伴 63.3 27.0 9.7 71.9 18.8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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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说服孩子的能力就非常重要。在被调查的未成年犯中，有85%的孩子在上学期间有旷课逃学的经历

（总体数据），在他们逃学之后，有78.1%的父亲、78.6%的母亲制止过孩子，但是仍然有45.5%的孩子

“经常有”旷课逃学的情况，偶尔有的有39.6%。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父母教育能力的缺乏而使其教

育缺乏实效性。 

在本次调查中，对一些个案的深度访谈使我们不难看到，父母教育能力的缺乏还表现在了解孩子的

能力、协调与孩子关系的能力、评价孩子的能力、保护孩子的能力等等诸多方面。  

在了解孩子的能力方面：对孩子不了解便无从教育，而有的未成年犯的父母直到孩子被捕判刑才知

道孩子做了些什么。 

舒伟生活在一个家庭关系非常融洽的家庭，父母亲对他非常关心，并且重视培养他的业余爱好。从

小学三年级开始舒伟学习航模，还在省级比赛中获得过第二名的好成绩。就是这样的一个父母心目中的

“好孩子”，因与同学合伙杀害女朋友的母亲被判处无期徒刑。而父母在此之前对孩子在外面交女朋友

并与其家庭发生冲突、参与社会上的帮派组织的情况一无了解。案发前女朋友的家人曾到舒伟家大闹，

也没有引起父母的重视。用舒伟的话说：“他们相信我不会做坏事。”正是父母缺乏了解孩子的能力，

不能“对症下药”，没有使教育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在协调与孩子关系的能力方面：在家庭中，父母不会协调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利用长者权威凌驾于

孩子之上的情况普遍存在，这对处于青春期、自主意识不断增强的十几岁的未成年人来说实在难以接

受。 

韩星的父母对她管得很严，交友、学习、穿衣、听音乐、看电视，样样都管，尤其是父亲，脾气暴

躁，特别厉害，一发脾气就骂人，有时也打她。在十一二岁前，韩星是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父母很宠

爱她，那时她是父母眼中的乖乖女。13岁之后，她有自己的想法了，做事时就不想再顺着父母，她和父

母之间的冲突也就连绵不断。一次因为一件小事，与父亲吵了起来，中午吃饭的时候，她在父亲的饭碗

里放了一包老鼠药。她说这样做是为了吓唬一下父亲，等父亲吃饭的时候再告诉他，同时她也没想到老

鼠药会真的把人毒死。她当时只顾盯着爸爸，没想到还没等爸爸上桌，哥哥就把那碗饭吃了，尔后就倒

下了，这一倒就再也没有抢救过来。当时韩星只有14岁，哥哥成了她与父亲之间冲突的牺牲品。 

在评价孩子的能力方面：许多未成年犯的父母在对孩子的教育中，对孩子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眼

睛只盯着他们身上的问题，只看到孩子的毛病，整天指责孩子的不是，而看不到哪怕是一点儿的优点和

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久而久之，孩子所受的劣性刺激太多了，而得不到良性的激励，逆反心理油然而

生，身上的问题更是被强化，甚至“破罐破摔”，直到触犯法律。 

18岁的男孩子田青回忆说：“读初中的时候，我在学校表现不好，老师一找家长，父母就骂我，有

时还打我。每天早晨父母离开家的时候，我还没起床，父母走得时候都要嘱咐一句，‘别出去瞎玩’。

而且，母亲经常唠叨，有时在气头上，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什么‘不学好呀’，‘早晚得进监狱’，说

得多，我也听得烦了，于是产生了逆反心理，母亲说东，我说西。” 

没想到，田青就这样真的“不学好”，“进了监狱”。事实上这根本不是母亲的本意，只能说母亲

的“诅咒”对孩子是莫大的伤害，加剧了孩子的不良心理和行为。 

在保护孩子的能力方面：保护未成年的孩子是父母的天职，在这方面父母能力的欠缺，很容易使孩

子到社会上寻求保护，被坏人教唆。 

张雷的生父在他还没出生时就因盗窃杀人被判处死刑，继父是父亲的哥哥，对张雷的事一概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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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对他很关心，但是她没有工作，整天打麻将，有时很晚才回家。张雷体会不到家庭的温暖，在学校

里又常常被别人欺负。一次，他在游戏厅结识了“豹帮”的“老大”，跟他谈得挺投机，在“老大”的

指点之下，张雷参加了“豹帮”，并开始用收“保护费”的办法挣钱。张雷说：“我们一起去迪厅、打

游戏机、找钱、买衣服、洗桑拿，有时住招待所，有时在录像厅看通宵录像……在外面不用别人管，想

怎么做都行。而且打游戏、要钱也不是什么坏事，不希望父母干涉。”张雷觉得没有哥儿们做依靠，生

活就不会不快乐。 

父母的失职，把孩子推进了“黑社会”。 

父母教育能力的缺乏，可以说是未成年犯家庭教育失败的关键所在。 

 

（摘自郗杰英主编：《预防闲散未成人违法犯罪研究报告》，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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