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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未成年人受认知能力的限制，思想和行为都需要一个引导发展的过程。家庭作为未成年人成长的第一个

社会化环境，对未成年人人格健全、身心健康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影响因素

并找到相应对策，为未成年人营造良好的家庭生长环境，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筑牢未成

年人家庭保护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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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nors are limited by cognitive ability, thought and behavior need a process of guiding development. 
As the first socialized environment for the growth of minors, family has a non-negligible impact on 
their personality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family influencing factors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found out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so as to create a good 
family growing environment for minors, guide minors to set up correct ideology, and buil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juvenile family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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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未成年人群体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是社会发展的生力大军。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

经成为全球普遍的社会问题，影响着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良性发展。联合国颁布的《儿童权利

公约》开篇即强调，“应让儿童在家庭环境里，在幸福、亲爱和谅解的气氛中成长。”家庭对于未成年

人社会化的作用非同小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成年人适应社会的程度和发展方向，家庭因素也是造成

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因素之一，要重视关注家庭因素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更有针对性地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2. 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因素分析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未成年人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通过观察与模仿可以学得他人某种特殊的社

会行为并逐渐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进而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引，在以后相似的社会情境中以自己的行为

显现出来。”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天然的老师，从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开始，父母对子女成长就负有异

常重要和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孩子的第一个模仿对象，父母对孩子人格健康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

家长的言行规范端庄，会为孩子的成长提供价值参考，为成为优秀的人才奠定基础，家长的行为不端，

作风不正则会导致孩子习惯养成，为犯罪埋下祸根。美国犯罪学专家埃德温•哈丁•萨瑟兰的差别理论认

为，犯罪行为是后天习得的，对犯罪行为的学习最主要的部分发生在关系最亲密的人群中，并且儿童时

期发生的犯罪行为很可能会持续一生。 

2.1. 家庭环境因素 

社会学家特拉维斯•赫西认为“人是在社会中生存的动物，是具有天性和本能的，因此每个人都有可

能在一定情况下犯罪，如何解释有些人从不犯罪，应该从其所处的周围环境开始研究。”环境影响人、

塑造人，未成年人出生后所接触的第一个社会化环境就是家庭。家庭环境的差异影响未成年人生理、心

理的发展，同时这种影响会贯穿于孩子的一生，原生家庭的影响会在孩子心理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而

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不健康家庭环境主要是：家庭暴力、不和谐家庭关系、父母不良行为等。 

2.1.1. 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主要因素。家庭暴力不仅是存在父母间的暴力行为还存在于父

母对孩子有暴力行为，同时要意识到家庭暴力不仅仅是行为上的暴力，还有更为隐蔽的冷暴力。家暴对

象和家暴行为的差异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就是家庭暴力会影响未成年人对于暴力的认知和人格的健全。

近年来，家庭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对未成年人的身心造成极为严重的伤害。当未成年人经历家庭暴力，

非常容易被暴力行为刺激，一方面可能导致性格孤僻、内向、自卑，非常惧怕暴力；另一方面可能导致

他们心理扭曲，“严厉的家庭惩罚也容易使孩子脱离家庭的‘引力场’，从而走上歧途”(袁书华，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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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崇拜暴力的冲击力，产生对暴力行为的漠视或渴望，性格变得暴躁、人性、极端。在长期处于家庭

暴力的未成年人感受不到爱与关怀，心理发育不健全，最终会形成情感障碍、心理障碍和人格障碍，当

有不法分子的引诱，极容易走向犯罪的道路。 

2.1.2. 不和谐家庭关系 
幸福的家庭可能是大同小异的，不幸的家庭各有痛苦。原生家庭的所带来的伤害不仅是造成未成年

人犯罪的影响因素，更是孩子心里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不和谐的家庭关系就像一根刺，长期在未

成年人心里埋伏，父母频繁吵架、厮打、贬低、冷战或偏心、不公正对待孩子或转移不满情绪到孩子身

上。长期处于这样窒息的家庭氛围，未成年人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伴随他们只有恐惧、焦虑、失望，

甚至为了逃避而离家出走。“长期的家庭紧张会削弱家庭的凝聚力并影响家长营造教育青少年氛围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陈秀丽，2004)。没有足够的家庭关爱，未成年人便会向外部寻求关爱来补足内心缺失的

安全感，同时在不和谐家庭关系中成长，很容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一味退让，非常容易陷入不健康的社

会关系中，甚至为了维持关系满足心理需要而做出一些违法行为，走上犯罪道路。 

2.1.3. 父母不良行为 
“父母的行为举止，为孩子的成长提供了形成其初级个性的参照物或认同模式，父母不健康的、甚

至违法的言行举止，则会误导孩子的日常行为，混淆孩子视野，将未成年子女导向不良的人生轨道，为

其成长植入隐患”(颜河清等，2020)，未成年人父母的不良行为会无形中灌输给自己的子女，在子女的日

常生活行为中得到体现。在是非曲直面前，父母按照自己的惯常思维草率行事，习以为常，未成年人在

父母的影响下，自然会养成各种不良习惯，并自始至终的认为“这样的事情就应该这样做”或者在错误

面前泰然的认为“这样做没什么不对”，判断事物的是非标准受到扭曲且全然不知。 
如果父母吸毒、赌博、参与违法犯罪，都会对子女产生不良诱导，对于还没有完全控制和辨别能力

的未成年子女来讲，是一种“交叉感染”，其子女在父母不良行为的“耳濡目染”之下，更是失去了基

本的明辨是非的能力或者产生严重的负面的盲目崇拜。 
正所谓“身教重于言传”，很多的未成年人犯罪正是基于这种不良的潜移默化的长期影响而产生的

后果。因此，重视家庭教育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预防重要作用绝不是简单的言语和说教，父母本身的

行为，平时的生活作风、自身的素质、违法犯罪情况等都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在未成年子女的观念中，成

为最好的教材，进而生根发芽。父母自身不良情况就无疑在未成年人心中种下一颗“恶果”，在未成年

人由于各种诱因而犯罪后，许多父母悲痛乃至后悔万分都为时已晚。 

2.2. 家庭结构因素 

家庭结构的完整与否虽然对未成年人的犯罪不造成直接的影响，但是完整的家庭结构对未成年人成

长具有良好的导向作用。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反映的是未成年子女所受到的家庭关爱程度，与家人的互动

程度，与他人的相处方式等方面的因素。相对于不完整的家庭，父母双亲均陪伴在子女身边的家庭一般

情况下都能给子女所需要的关爱。 

2.2.1. 单亲家庭 
单亲家庭的主要形式包括离婚式单亲家庭、丧偶式单亲家庭、未婚式单亲家庭等，随着我国的离婚

率持续上升，根据民政发布的数据表明，2022 年全国的离婚率为 43.53%，在这些离异家庭中，未成年子

女家庭所占的比重更大，而多数犯罪的未成年人往往来自这样的家庭。父母离异不仅会造成一个家庭的

破碎，更为重要的是会使孩子受到很大的伤害，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一方面，父母离婚后都想成为孩子的监护人，也就是争夺抚养权，为了达到取得抚养权的目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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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反目成仇、互相攻击，或对子女百依百顺、过分依赖，总之为了达到目的会想尽一切办法，这些做法

会对子女的心理产生很大的冲击，使孩子的思想变得愈加复杂，从而不信任自己的父母，久而久之便产

生偏激行为，说谎、孤僻、自卑、自我为中心等一系列问题出现，如果不及时教育制止，一种情形是极

易拉帮结伙，肆无忌惮，从而滑向犯罪的深渊；另一种情形就是自我封闭，对别人产生仇视心理，不能

正确对待所遇到的事物，从而导致其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另一方面是父母在解除婚姻关系后都不愿意

承担孩子的抚养与教育义务，缺少甚至没有父母关爱的未成年人遭受着别人无法承担的痛苦，慢慢就会

对亲情产生疑惑，对父母产生出仇恨心理，对未来失去目标和动力，以至于在各方面都表现出不屑一顾

的样子，不爱学习，无所事事，出现逃学的现象。有了大量的空白时间以后，他们为了消磨时间便去台

球厅，网吧等娱乐场所，从而出现网络犯罪。一旦没有钱去娱乐场所就去盗窃，去抢劫去诈骗，由此走

上违法犯罪之路。家庭的破裂还可能会有来自外界与他人的猜测、议论或异样的眼光，这些都会给未成

年人的心灵留下创伤，而缺乏家人的心理疏导很容易让处于青春期的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 

2.2.2. 重组家庭 
重组家庭是父母双方无法维持稳定的婚姻关系，而打破原有家庭的稳定性、完整性，父母有一方缺

位的情形下，父亲或母亲带着孩子重新组建家庭，虽然在家庭结构上弥补了家庭成员的缺失，但心理归

属感是无法弥补的。在重组家庭中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子女与继父(母)之间的关系，首先重组家庭的继父

(母)与孩子缺乏感情的基础，没有情感的链接。其次，重组家庭的继父(母)对非生子女会存在反感、厌恶、

忽视、冷漠的情绪，容易发生虐待和暴力。同时子女对于继父(母)也会非常敏感，容易发生冲突，家庭关

系紧张。在重组家庭的小孩，长期缺乏内心归属感、安全感，容易家庭产生怨恨和报复心理。情感的缺

位和家庭矛盾都会使得未成年人向外寻求心理慰藉，极易呗外界不良信息和不法分子带入犯罪歧途。 

2.2.3. 无父母家庭 
无父母家庭也称为“空巢家庭”，这类家庭可能是父母双亡、父母抛弃孩子或长期将孩子交给祖父

母(或外祖父母)照顾的。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连见一面都是奢望，家庭的情感功能几乎没有发挥任何

作用，这样长时间的情感交流缺失会让未成年缺乏安全感，容易出现多疑、焦虑等情绪，在人际沟通上

也会遇到一定的困难。交流缺失、人际受挫会让他们变得敏感、自卑，拒绝与他人交流，严重的可能会

出现一些心理疾病。留守未成年人缺失或缺少父母的关心与爱护，大多数都有孤僻、内心、脆弱、不合

群、自卑等问题，同时老年人对未成年极为溺爱，同时老年人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的限制，无法对未

成年人进行科学的教育，针对孩子的错误和不良行为也不会进行有效的监管和正向引导，未成年人的思

想意识、价值观念会逐步偏离正常发展轨道，人格和身心发育不健全，极易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2.3. 家庭教育因素 

家庭教育是未成年人接受最早、时间最长且影响最为深远的教育方式，是在家庭中父母或其他年长

的亲属有意识地对子女或者其他年幼者进行的包括文化知识、道德观念、法律常识以及思想品德等的教

育，也包括某些无意识的行为模式、语言特点或者价值观念，这些共同组成了家庭教育的全部成分。家

庭对于未成年的教育是潜移默化而深远持久的，错误不当的教育方式容易导致未成年人产生抗拒情绪，

非常容易造成未成年人心理扭曲，进而出现犯罪行为。 

2.3.1. 粗暴型 
部分未成年父母受教育水平受限，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由于缺乏教育知识的储备与沟通技巧的学习，

在孩子犯错后，不会与子女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不会正向引导孩子发现错误并改正，而采取简单粗

暴的教育方式，对孩子施加惩罚，不断打击孩子，未成年本就处在一个身心发展不健全的过程，在被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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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对待过程的恐惧会让他们产生抵抗情绪，使得亲子关系破裂，彼此不信任，甚至怀疑自己的智力和能

力，最终形成心理障碍和人格障碍，会用欺骗去减少父母的指责。短期来看，孩子会因父母的权威而服

从，长期来看会影响孩子身心健康发展，从而做出违法行为。“青少年得不到关照和照料，情感需要和

欲望得不到满足，从而抑制了青少年的成长成熟。青少年情绪的不成熟和被忽视构成了反社会行为或犯

罪行为的基础”(刘丽莎，2013)。粗暴教育、棍棒管理是造成未成年人心理畸形，走向犯罪的重要原因之

一。 

2.3.2. 溺爱型 
在溺爱型的家庭中，家长总是尽一切力量来满足孩子各方面的需求，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未

成年人往往行为毫无节制，很多本该由自己完成的被父母包办完成，长期以来孩子严重缺乏独立自主性，

“父母很容易走向溺爱的泥淖”(方万曦，2008)。其次，在家庭溺爱中成长的孩子往往性格暴戾，唯我独

尊，一旦需求不被满足，就会异常烦躁不安，甚至走向极端。同时父母对子女犯错会无原则的包庇和袒

护，导致未成年人形成错误的是非观，一旦遇到挫折就会退缩，突破道德、法律的约束，缺乏社会责任

感。“溺爱型家庭中的未成年人在价值观尚未成熟时养成无视规则、打破规则的习惯，同时他们又难以

明辨外界社会中人和行为的善恶，在受到不良因素引诱后可能走上犯罪道路”(熊斯佳，2017)。父母对孩

子的爱很重要，但错误的、无节制的、无底线的爱只会让孩子养成自私蛮横的人格，甚至行为越轨走向

犯罪。 

2.3.3. 放任型 
《何以为家》中所控诉的“生而不养”是父母将孩子带到世界上，但却不抚养。而养育不仅仅是将

孩子养大那么简单，更重要是教育孩子的成长。在放任型家庭中，父母漠视孩子的需求，不管不教很少

关注的方式来教养孩子，这一类的家庭一方面可能是家长对孩子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可能是家长忙于其

他事而忽视了孩子，但无论何种原因，放任孩子随意发展就会影响未成年人健康人格的形成。社会学研

究表明“在幼儿时期，母爱对孩子的成长尤其重要，如果在此失去母爱，孩子的情绪会波动不安；而父

爱跟孩子少年时期的成长关系重大，如果这个时候失去父爱，孩子会感到恐惧不安、胆小怕事”(王斌，

2005)。传统社会中，家庭教育被视为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部分，我国自古就有“子不教、父之过”的说

法，家庭教育在孩子的成长阶段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但现在很多父母一方或者双方由于自身文化水

平受限或者忙于工作而疏于对未成年人的管理，认为只要保证孩子吃饱穿暖即可，认为教育孩子理所应

当是学校和老师的事，不了解孩子的思想情况。“生而不养，养而不教”的漠视或忽视了孩子的家庭教

育，不仅缺席了孩子成长的重要时刻，更让孩子缺失家庭关爱和人生指引，无法形成正确的是非观、责

任观、价值观，一旦受到不良人员的引诱，很容易和不良人员一起走上犯罪道路。 

2.3.4. 专制型 
专制型家庭和放任型家庭是两个极端，放任型家庭是忽视、漠视孩子的成长和需求，而专制型家庭

是对干涉、支配、控制孩子的思想和行为。这类家庭的父母可能是双方或单方对孩子进行严苛的管理，

用家长的权威来绝对压制孩子的需求。在长期的家庭压迫下，未成年人的人格会扭曲，认知会出现偏差，

一方面深受支配的未成年人会形成自卑、自我否认的人格，另一方面长期处于压制下的未成年人还会形

成反社会，崇尚暴力的人格。无论是向内的压迫还是向外的释放，都可能会导致未成年人性格的扭曲，

人格的破碎，进而走向犯罪道路。 

3. 预防和改善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对策 

家庭是个体进行社会化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场所，“我们每一个人自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无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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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不受到来自家庭的影响和教育，包括最初价值观念的形成、心理状态的发展、社会角色的认知，这样

的影响会跟随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作用”(芦婷，2016)。从社会控制理论看，周围

的环境如家庭、亲属对其约束力和影响越强，个体对社会传统规范有更深的认识，也就会受到更多正向

价值观念和法律的约束，避免脱离正常轨道。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必须要有实质性改善目前不当的家庭

教育现状，包括家庭环境、家庭结构、家庭教育方式等。 

3.1. 创造健康的家庭环境 

“家庭是未成年人格发展和社会化能力形成时所处的环境，是影响未成年人价值观和行为漠视的核

心因素”(吴宗宪，2012)，家长要深刻认识到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社会化人格的重要影响，应当努力去创

造和谐、有爱、健康的家庭环境，父母之间保持亲密的关系，使家庭成员感受到家庭的温馨和爱，致力

于保护、热爱家庭，注意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关心，形成和睦、融洽、平等、

有爱的人际关系。父母要承担起家庭中的重要责任，形成乐观向上、健康稳定的生活方式来促进孩子健

康成长，成为孩子的引路人，给予孩子足够的支持和信任。对于生理和心理问题，父母要及时解答，帮

助未成年人形成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人生观，防止未成年误入歧途。父母是孩子最初的模仿对象，他

们的行为、言语以及价值观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对孩子的行为形成导向作用，创造一个健康的家庭环境，

是未成年人格健全、身心健康的前提条件。 

3.2. 构建健全的家庭结构 

良好的家庭结构需要包括父母双方和孩子的共同参与，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导致未成年人心理受到

不利影响。在完整的家庭结构中，未成年人对于父母的认知是完整的，而生活在残缺家庭中的未成年人

既要承受物质方面的压力，更要遭受精神方面的痛苦。夫妻双方从决定要孕育孩子的时候就要严肃对待，

要尽力去保持家庭结构的完整、家庭内部的和睦。倘若父母重新组建家庭，也要竭尽全力公平对待未成

年子女，给足未成年子女足够的爱与安全感。父母要构建健全的家庭结构，做到生、养、教一体化，避

免出现身份缺失、情感缺失、责任缺失的现象。未成年子女没有选择自己父母的机会，身为父母要承担

起父母的责任、家庭的责任，要尽力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给予孩子完整的家庭关怀，增强家庭

的凝聚力，不仅是孩子的父母，更是孩子坚实的支撑。 

3.3. 运用科学的教育方式 

“家长要了解和掌握青少年特点的共性和自己孩子的个性，‘对症下药’，采取适当的方法，才能

收到较好的效果”(莫茵，1992)。家长运用科学、民主、恰当的教育方式有利于防治未成年人犯罪。孩子

不是家长的附属品，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人，每个孩子都有其特殊性，特别是时代的变化，家长必须改变

传统的教育观念和错误的教育方式。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细致学习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又

要根据每个孩子的特殊性，制定出正确的、科学的、民主的教育方式，对未成年人的思想、心理及行为

进行正向的引导。父母的言传身教比任何理论都更具有说服力，父母要成为孩子的榜样，养成良好的道

德素养和行为习惯，遵纪守法，不断提升各方面的素养，有坚定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观念，当子女出现不

当行为要进行严格的规范与约束，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又能主动耐心倾听孩子的想法，帮助孩子排忧解

难，给予孩子足够的爱，严慈相济帮助孩子健康成长。 

4. 结语 

“问题少年是问题父母的产物”(吴艳，2007)。家庭对于未成年人价值观的树立、人格的养成、身心

的发展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良的家庭问题会导致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的发生，不仅影响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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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成长，还会危害社会的稳定。未成年人是社会发展的预备力量，更是万千家庭的新生希望，预防和

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父母应该履行好家长的责任、家庭保护的义务。未成年人是一块璞玉，需要父母的

雕琢，更需要父母的关爱。从家庭根源去解决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问题，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的概率，共

同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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