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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角色的认知偏差是家庭功能的盲点——闲散未成年人犯罪研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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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中，父母角色不仅具有生理意义，表明父母与子女的血缘关系，更具有其社会意义，即要对

子女尽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的角色认知、角色扮演的方式和技巧，不仅反映了自身素质，更在与子女

的角色互动中对子女的社会化产生影响。 

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许多未成年犯的父母并非对孩子放任不管，他们与成千上万善良的父母一

样，在孩子身上花费了不少心血。比如当问到“家里人对你怎样”时，回答“不给足够的吃穿，有病不

给医治”的仅为2.2%，回答“对不良行为不加管教”的也只有9.1%。然而由于未成年犯的父母对自身角

色的认知存在偏差，往往有劲使不到点子上，反而给孩子的成长设置了障碍。这种认知偏差主要表现

在： 

一是认为爱孩子就是给予孩子、服从孩子，对孩子百依百顺，有求必应，把父母角色定位在以孩子

为中心的位置上，忽视了作为教育者的职责。 

二是认为孩子是父母的，想怎么管就怎么管，打骂就是教育孩子，把父母角色过于权威化，反而削

弱了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权威，对孩子的教育起不到积极效果。 

三是认为事事都管是为了孩子好，替代孩子做了许多本应孩子自身承担的角色职责，使孩子或者产

生逆反心理，试图摆脱父母的束缚，或者产生依赖心理，缺乏独立判断和独立做事的能力。 

四是把自身的意愿强加于孩子，对孩子期望过高，要求过严，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在本次调查的有学不上的闲散未成年犯中，有不少孩子恰恰是在父母高期望的压力之下脱离学校，

进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下面是此次调查中的一个典型个案： 

季军的父亲是某市司法局的领导干部，母亲在省计算机厂工作，文化程度都比较高，他们对孩子很

关心，期望很高，管得也很严格。从小学到高中，季军在学校都堪称表率。他所在的中学是省重点中

学，他还当过校学生会副主席。 

季军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但到高中后随着学业负担的加重，成绩开始下降，渐渐地他对学习失

去了信心。他认为即使继续学下去也没什么希望，而父母对他的期望又很高，这让他感到了很大的压

力。当压力无法排遣时，他选择了逃避。高二时他逃学了，带着偷来的父亲的配枪，只身一人南下广

东。当时他没有学历证明，也没有社会经历，又身无长技，所以离家出走时自己也不知道能去做些什

么，只是对外面的世界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相信，天下之大，不会没有他的立足之处。逃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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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在路上，一位好心的出租车司机听他说了情况以后，坚持把他送回家。季军死活不肯回去，他

们争了起来。情急之下，季军拔枪把司机打死了，被判处无期徒刑。作为司法干部的父亲怎么也没有想

到自己对孩子的严格要求竟然得到这样的结果！ 

父母对自身角色的认知偏差，使其在教育能力、教育方式、教育价值观等诸多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

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并成为导致未成年人产生不良心理与行为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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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