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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中指明，要完善涉罪未成年人帮教机制建

设，引入人格甄别、心理干预等手段，提高帮教的精准度、有效性。本研究立足探究心理评估与心理辅

导这两种手段在罪错未成年人心理帮教工作的应用措施，旨在为司法机关进一步完善心理帮教机制提供

一定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处在帮教第一线的工作者提供新思路，以期从根源上帮助罪错未成年人积极

矫正，时刻内省，不断更正自己的认知，重新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为国家建设做出应有贡献。心理评

估作为帮教的前提，可分成基础性评估、矫治性评估和预测性评估；心理辅导作为帮教的形式，可通过

开展心灵伙伴、文化浸润、个体咨询、团体辅导和家庭课堂活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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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pin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n Strengthening the Procuratorial Work 
for juveniles in the New Era” specifi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 mechanism for helping and 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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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ing juveniles involved in crimes should be improved, and means such as personality screening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should be introduced to improve the precis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help and education. This study is based on exploring the appl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ling in the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of juveniles who have committed 
crimes,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judicial authoritie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help and education mechanism. In the meantime, it also provides new ideas for 
those who work in the first line of help and education, in order to help juveniles to correct their 
mistakes from the source, to be introspective at all times, to reintegrate into normal social life, to 
correct their perceptions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 Psychological as-
sessment, as a prerequisite for help and educ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basic, corrective and pre-
dictive assessments; Psychological counselling as a form of help and education can be imple-
mented through spiritual partnerships, cultural immersion, individual counselling, group coun-
selling and family classroom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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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核心概念界定 

1.1.1. 罪错未成年人 
由于青少年与成年人有着不同的性格可塑性，大多数罪错未成年人的行为模式尚未完全定型，若能

及时开展有效的思想教育并介入行为矫正，将对预防其再次犯罪，重新融入社会具有显著帮助。而为了

不给曾经犯过罪的青少年贴上标签，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将刺眼的“犯罪”二字转化为“罪错”，使他

们在接受教育时易于接纳自我，同时积极悔改(龙丽达，2006)。 
本研究将罪错未成年人定义为被法院判处缓刑、管制、免予刑事处罚，放置在社区而非监禁实施矫

正的犯罪青少年。 

1.1.2. 帮教 
帮教以利他主义为指导，秉持“助弱济贫”和“助人自助”的理念，一定意义上指帮助犯人获得新

生的全过程。彭寓(2013)明确指出，帮教的目的绝不是报复或者惩罚，而是帮助罪错未成年人更顺利地重

新融入社会，健康地长大成人。帮教的目的同少年司法保护少年的根本宗旨不谋而合，这便是帮教融入

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根据。 
本研究将帮教定义为具有专业工作能力的人运用专业的方法和技能，对罪错未成年人开展个别化、

科学化的帮助与教育，以保护他们健康成长的具有司法性和社会性的活动总称。 

1.2. 研究背景 

当今时代发展日新月异，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涉及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已然成为舆论焦点、

社会痛点和治理难点，由此，有序开展罪错未成年人的心理帮教工作迫在眉睫。《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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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中指明，要完善涉罪未成年人帮教机制建设，引入人格甄别、心

理干预等手段，提高帮教的精准度、有效性。建立流动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异地协作机制，联合开展社会

调查、心理疏导、监督考察、社区矫正监督等工作，确保平等司法保护。与此同时，为了维护涉罪未成

年人的合法权益，保证诉讼顺利进行，众多司法机关开始为其提供专业的帮教服务，以陪伴他们顺利度

过整个诉讼过程(张荣丽等，2020)。 
张旭等人(2007)在研究报告中指出，男性青少年违法犯罪者的心理健康问题较普通人更为严重，包括

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尤其表现在敌对、恐怖和偏执倾向上。未成年

人犯罪日渐呈现出低龄化、集团化、暴力化，也侧面映射了他们在认知、情感和意志等方面的不良心理

状态。该群体不良心理的形成与家庭结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等因素有关，但究其本质还是个体的心

理偏差、人生观价值观偏离所致(杜言敏，俞国花，2005)。对未成年人优先保护、特殊保护，并不意味着

在纵容他们的罪错行为，而是通过采取专业的针对性矫治进行教育、感化、挽救，促使其尽快回归生活

正轨(李林，王宗旗，2019)。 
苏明月(2002)通过研究表明，以强制的手段对罪错青少年实行改造并不能从根源上消除他们的不良社

会化影响。因此，在对罪错未成年人实施心理帮教的工作过程中，若能借助心理评估与心理辅导这两种

手段，建立真诚、互助的专业关系，运用专业化方法进行介入，帮助正确引导价值观，树立积极的人生

追求，使其获得相应的自我认同感，促使自我反省、自助自立，将有助于罪错未成年人解决心理与行为

问题，减少重新违法犯罪率，甚至有望改变其心理障碍、人格扭曲、价值观偏离等问题。 
综上，本研究立足探究心理评估与心理辅导这两种手段在罪错未成年人心理帮教工作的应用措施，

旨在为司法机关进一步完善心理帮教机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处在帮教第一线的工作者提供

新思路，以期从根源上帮助罪错未成年人积极矫正，时刻内省，不断更正自己的认知，重新融入正常的

社会生活，为国家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2. 帮教的前提：心理评估 

2.1. 实施基础 

2.1.1. 在程序上 
需落实以办案机关为主导，其他主体共同参与的评估机制。首先，对罪错未成年人因犯罪行为而可

能产生的法律问题展开评估；其次，调动司法社工、居民委员会、就读学校等单位力量，对罪错未成年

人的家庭背景、在校表现以及成长经历进行调查，再辅以心理咨询师专业分析的心理测评结果，形成个

人情况因素加入评估标准；最后，结合受害者、律师等诉讼参与人的意见，综合考量多方因素来决定是

否将罪错未成年人纳入帮教体系。 

2.1.2. 在方法上 
需探索建立罪错未成年人风险评估的量化模型。首先，采取量表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罪错未成年

人进行纳入帮教与否的风险评估，预测心理发展方向；其次，将静态与动态评估有机结合，及时更新信

息，不断更正评估基准，做到有的放矢；最后，根据心理发展评价与反馈来决定对罪错未成年人采取何

种方式的帮教，从而有效控制风险因素，防止可能影响诉讼的风险出现。 
总之，对于罪错未成年人的心理评估，要进行严格的筛选、甄别，利用科学合理的评估机制，做好

其风险评估及防范，重点从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是否妨碍诉讼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考量。同时，还

需不断完善评估细则，对流程进行全面规范，有效保护罪错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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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评估内容 

2.2.1. 基础性评估 
指对罪错未成年人个体心理过程、心理状态、个性心理的鉴定和评价。内容包含：与犯罪相关的个

性心理特征，包括气质和性格等方面；动力系统中的不良心理因素，包括不良需要、不良动机和扭曲的

价值观等；自我调控系统中的不良心理因素，包括自我意识、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等；不良的行为习惯。 

2.2.2. 矫治性评估 
指在基础性评估的基础上，对罪错未成年人是否患有心理疾病以及患有何种心理疾病进行的诊断活

动。内容包含：临床性诊断、动力性诊断、病源性诊断方面；帮教可能性评估；帮教方案的确定。 

2.2.3. 预测性评估 
指在对罪错未成年人心理调查的基础上，对其人身危险性和未来发展方向做出鉴定与评价。内容包

含：危险性评估；发展性评估。 

3. 帮教的形式：心理辅导 

3.1. 咨询技巧 

3.1.1. 建立关系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曾指出：许多用心良苦的咨询之所以未能成功，是因为在这些咨询过程中，

从未能建立起一种令人满意的咨询关系。良好的信任关系是沟通的基础，也是帮教得以成功的前提。因

此，帮教的开始应是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 
帮教者应在尊重、真诚、关心的基础上，客观评价罪错未成年人，引导其进行交流。在建立信任关

系时，尊重与接纳会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首先，能让帮教对象感受到他与咨询师之间是平等的，能够

接受他并提供真心帮助。其次，从言语和行为上打消罪错未成年人的戒备，不以命令的方式要求他合作，

而是让其感受到与之合作会能够真正帮助到他。 

3.1.2. 合理共情 
共情即咨询师设身处地地理解帮教对象，从帮教对象的角度看待和理解问题。合理的共情能让帮教

对象感受到自己被理解和接纳，有助于信息关系的建立，也能促使帮教对象更好、更真实地表达自己内

心的想法与体验。 

3.1.3. 澄清观念 
在很多情况下，产生问题的根源往往来自当事人对问题的看法，所以咨询师并不是要帮教对象去改

变所发生的事件，而是要改变其对事件的认识。在咨询过程中使用诸如对质、提出建设性意见等方法，

协助帮教对象澄清和修正以往的不正确观念，建立理性以及与实际相符的正确思维方式。在帮教对象对

要解决的问题有了正确的思维方式之后，咨询师还应协助其杜绝不适当的行为方式，并建立新的行为方

式(华栋，2017)。 

3.1.4. 倾听和询问 
在心理辅导中，倾听不是简单的听到或记录帮教对象的语言，更重要的是要借助帮教对象的言语，

听出其言语中所包含的事实、体验的情感、持有的态度和观念，并做出适当的反应。在帮教过程中，

可以根据帮教对象的表述有针对性地选择开放式或封闭式的询问方式，引导他们真正从内心进行反

省。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5205


左芸骄 等 
 

 

DOI: 10.12677/ap.2022.125205 1721 心理学进展 
 

3.1.5. 鼓励和支持 
自尊心是青少年自我意识中敏感且不容侵犯的部分。如果青少年不能以正当的方式满足自尊，就可

能以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方式去寻求满足，如犯罪等。大多数罪错未成年人在成长历程中可能遭受到的都

是来自家长的责骂或忽视，加上存在不良行为，很少受到积极关注，其心理发展受到压制，极容易导致

青春期危机的发生(岳颂华等，2009)。 
因此，在帮教过程中要给予帮教对象充分的鼓励和支持，帮助建立自信，使其感受到独立性的存在，

获得正确的自我认同感，协助其成为一个能充分发挥潜能的人，恢复真正的自我。 

3.2. 辅导内容 

3.2.1. 心灵伙伴 
通过“一对一”的关注引领，助力帮教对象全方位进步与成长。由心理学专业人士贯穿整个帮教期

与罪错未成年人“结对子”，每周与帮教对象固定时段在线联系，开展循序渐进的心理帮教，促使其敞

开心扉、打开心结，疏导其学业压力、人际矛盾、生活烦恼，同时连续评估心理状态，及时调整个性化

的帮教方案。 

3.2.2. 文化浸润 
采取“沉浸、体验”的方式滋养罪错未成年人的心灵，向其输送积极向上、自律奋进的大学文化，

以陶冶情操、润物无声。由“心灵伙伴”协同带领帮教对象走进大学校园，了解大学生活。如参观操场、

图书馆、美术馆、实验室等校园场馆和设施；观摩运动会比赛、校园文化节等大型现场活动；旁听有行

为指导意义和认知提升作用的心理学讲座及课程等。 

3.2.3. 个体咨询 
为罪错未成年人提供全覆盖的心理疏导以及特殊个体的深度咨询，抚触心灵、缓解压力，帮助其回

归正常生活。借助 OH 卡牌、沙盘、生物反馈仪和虚拟现实体验等专业设施，运用精神发泄法、箱庭疗

法、绘画疗法和音乐疗法等辅导方式，为帮教对象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解决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

或障碍，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3.2.4. 团体辅导 
通过团体内人际交互作用，促使罪错未成年人在交往中观察、学习、体验，认识自我、探索自我、

重塑自我。共分为六次活动，一次活动时长为 90 分钟。每次活动的主题将会切合帮教对象团体成员的共

性特点和普遍需求来进行设计，如初次见面、探索自我、真实的我、爱驻我心、生命之线和展望未来等。 

3.2.5. 家庭课堂 
帮助罪错未成年人的家长认清自身存在偏差的教育观念与行为，让其学会理解、接纳孩子，从而改

善家庭亲子关系，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最强大的支持系统，也让帮教对象亲身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社会

的关心。向家长推送优选的亲子类电影电视作品、启迪人生类的文章书籍以及与教育心理学相关的讲座

视频等以供学习。同时定期开展帮教对象与家长亲情互动的交流活动，以唤起孩子对父母的感恩以及对

家庭的美好向往。 

4. 总结 

4.1. 帮教的重要性 

对于刑事处罚措施来言，帮教是前置的预防手段。新形势下，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帮教不可或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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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少年司法体系中具有“提前干预、以教代刑”特点的重要保护处分措施之一，是检察机关探索建立罪

错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的创新举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公诉课题组，2009)。 
来自最高检察机关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前 11 个月，检察机关对 6265 名犯罪嫌疑人附条件不起

诉并加强帮教考察，同比上升 9.67%，在检察机关的努力下，689 名涉罪未成年人经帮教后考上了大学。

针对罪错未成年人，检察机关始终坚持依法惩戒和精准帮教相结合，坚持把精准帮教贯穿办案始终，既

防止不教而罚，也避免不教而宽。 

4.2. 帮教的必要性 

帮教的最终目的是使罪错未成年人形成健全人格，正确认识世界、社会及自身价值，降低行为暴力

升级或再犯的可能性。而通过心理评估和心理辅导这两种手段进行帮教，有利于罪错未成年人健全人格

的形成，让其从心理上进行自我认识、自我激励和自我矫治，促进自身偏差心理的转化，减轻、缓解甚

至消除不良心理及行为。与此同时，心理帮教能够不断挖掘罪错未成年人身上的“闪光点”，帮助其树

立信心，认清不良心理及行为产生的深层原因，努力改造个性缺陷，为今后顺利融入社会提供有力保障。 
总之，我国的未成年人帮教机制建设正处于探索阶段，还未形成一套系统的帮教工作操作规则(张垚，

严露婕，2019)。因此，需要呼吁社会各界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帮教模式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和完善，

从源头出发对不良行为进行有效处遇，尽可能借助心理评估与心理辅导这两种心理帮教手段，帮助罪错

未成年人认识并纠正不良行为，重返正道，让他们能够以健全积极的人格踏向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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