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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闲散未成年人成长的第一环境——闲散未成年人犯罪研究（1）  

最后更新：2008-3-13  

 

在未成年人社会化过程中，家庭是首要的、最基本的环境。当我们面对未成年犯，回溯他们的家庭

生活，一组组真实的数据、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在他们还是个普通孩子的时候，父母给他们的

关照或者太少、或者偏颇，家庭对许多孩子来说并不是幸福的摇篮、温馨的港湾。在他们闲散于社会、

被坏人拉拢、受黄毒侵害、产生不良心理和行为的时候，父母所表现的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没有使家

庭成为孩子走上犯罪道路的第一道防线。相反，他们成了父母失职和家庭问题的牺牲品。他们以青春的

代价告诫社会：必须提高父母的素质，强化家庭功能，进行家庭问题的社会干预，从而改善未成年人成

长的家庭环境，这对于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家长素质低、家庭关系恶劣，比家庭结构不完整带给未成年人更多的伤害。 

长期以来关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始终关注家庭。诸多的研究成果表明，家庭环境、家长素

质如何，是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闲散未成年犯中，72.5%的孩子有过离家出走的经历，比非闲散未成年犯高出13.1个百分点；城市

闲散未成年犯曾经离家出走的有79.9%，比城市普通初中生高出11.3倍之多。他们中有一半以上的孩子摆

脱家庭的原因是在家里无法忍受父母无缘无故打骂，或者犯了错误被父母打骂，或者是自己犯了错误怕

父母责骂。也就是说，他们离家出走是为了逃避在家里所受到的皮肉和心灵上的伤害，他们不喜欢自己

的家。 

然而当这些未成年的孩子流落街头的时候，当他们因犯罪被判刑，真的有家不能回的时候，他们却

又从心底里渴望亲情、渴望温馨家庭。他们的这种情感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体味到了家对未成年人的重

要。 

——在调查中，我们列举了“有知心朋友”、“自由自在”、“有权有势”、“有温暖的家”、

“受到尊重”、“为社会做贡献”、“健康”、“事业成功”、“有钱”等方面的内容，问未成年犯

“你认为人的最大幸福是什么”。作为调查者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排在第一位的竟然是“有温暖的

家”，而且闲散未成年犯比非闲散未成年犯选择这项的比例还高，达到47.3%，比排在第二位的“有知心

朋友”高出17个百分点。 

——被调查的未成年犯和许多孩子一样，同龄伙伴在他们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要好的朋友尤其

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朋友在目前在押的未成年犯心目中的位置远不及父母。调查显示：在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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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犯管教所之前，有34.4%的闲散未成年犯与朋友生活在一起，有63.4%的闲散未成年犯说自己犯罪

与要好的朋友有关；分别有20.5%和45.5%的闲散未成年犯认为对自己产生正面影响和不良影响最大的是

朋友。尽管如此，当问他们“你目前非常想念的人是谁”时，62.9%的人说想念父亲，70.7%的人说想念

母亲，远远超出选择其他人的比例，说最想念朋友的只有10.3%。 

——当问到“你认为人的比较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时，选择“孝敬”的闲散未成年犯有35.4%，排在

调查所列20种品质的第一位。城市闲散未成年犯比城市普通初中生选择“孝敬”的比例高出14个百分

点。 

——在问卷调查的最后，我们设计了一道开放题，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请未成年犯写出“你

最喜欢的一件事”，其中有18.8%的闲散未成年犯回答了自己最喜欢的事是“和家人在一起”，在所涉及

的近30个方面的内容中排在第一位！ 

这四组有关家和家人的调查数据都排在各项选择之首，从不同侧面证明了家以及亲情在未成年人心

目中的位置，以及对他们成长的重要性。 

被调查者是犯人，但他们毕竟只有十几岁，还是可以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孩子，他们的身体和心灵需

要父母的呵护，他们的人生之路需要父母的指引。然而不可否认，在他们还是个普通孩子的时候，父母

给他们的关照或者太少、或者偏颇，家庭对许多孩子来说并不是幸福的摇篮、温馨的港湾。他们在被坏

人拉拢、受黄毒侵害、产生不良心理和行为的时候，父母所表现的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没有使家庭成

为孩子走上犯罪道路的第一道防线。 

当最终孩子的越轨行为使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与家人分离的时候，孩子们原谅了父母的失职和教

育的失误，从心底里产生了对父母的愧疚感——他们对亲情的渴望、对温馨家庭的渴望充分说明了这一

点。那么作为父母，应当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家？以怎样的姿态对待孩子？或许所有的成年人从未成年

人犯罪的教训中能够获得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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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