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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两起少年离家出走事件牵动人心

年少的孩子为什么会出走？
专家说，各方面都要反思，唯独不能责备孩子

本周，有两起少年离家出走事件，牵动了宁波市民的心，寻人信息也一度霸占朋友圈。所幸经
历波折后，两个男孩都平安回家。事情虽已平息，但很多人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家是港湾，应该是最不愿意分离的地方。是什么让年少的孩子离了家？是什么让美满的家庭
失了色？面对潜在的“危险信号”，父母又该如何与孩子对话？昨天下午，记者邀请多名专家探讨此
事，他们在学生心理、家庭教育、亲子关系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他们同样为人父母，一样在与孩
子的“不完美”关系中纠结、学习和进步。

在专家们看来，孩子离家出走，各方面都需要深刻反思，唯独不能责怪孩子。

9月16日早上6点半，家住鄞州某小区
的一对夫妇惊觉，13岁的儿子不见了踪
影。小区监控显示，孩子于当日凌晨5点半
离开了小区，随身只带了一个黑色的小包。
这对夫妇回忆，15日晚上，孩子拿着手机看
小说，未能按时完成作业，便批评了他，但并
未骂他，更没打他。

18日上午10点多，经过多方的努力，
离家少年在海曙青林湾附近被找到。在外
逗留了两天两夜后，孩子终于平安回了家。

9月17日早上，镇海一名14岁学生不
知去向。校门口监控显示，这个男孩被父亲
送到校门口后，并未进入学校，而是离开了。

孩子的父亲称，儿子学习成绩不太理
想，有点厌学，平日喊他起床就得叫十几
遍。17日早上，儿子又拖拖拉拉，父亲有些
心急，便骂了几句，又打了一下儿子的肩膀。

19日早上，孩子的母亲通过QQ里的
一款游戏联系上了儿子。一个小时后，父母
在鄞州天童北路附近找到了儿子，幸好平
安。

事件回顾

开学不久
两名少年先后离家出走

如今离家出走的孩子，家庭未必破碎，父
母可能优秀，教育一贯重视。为什么还要离
家出走？和周维的观点一致，宁波市新城第
一实验学校校长陆琦认为，孩子们的身边缺
乏认真听他们说话的人。

在学校里，每一个老师要关注太多的孩
子，确实会管不过来。以新城第一实验学校
为例，全校有近千名学生，每天都有20多个
学生去心理咨询室找老师聊天，很多时候他
们只是有点小情绪，纯粹想找能够“听懂”他
们的人聊聊。

而一些父母在家里扮演的是老师的角
色，家作为港湾的特性由此被削弱了。不少
家长觉得，不管还好，一管孩子就出事，“那是
因为他们不会正确地去管。”陆琦校长说，很
多成年人在自己的工作、学习方面都很投入，

表现也很优秀，却不愿意静下心来钻研家庭
教育，去学习如何当好父母，“学开车都要两
三个月，何况是当家长？”家庭教育早就是一
门专业的学科，却鲜有人去钻研。

对孩子的教育，陆琦认为现在的成年人
普遍存在三个误区：常感慨“养出了”，事实上
是在习惯上放手过晚，在精神上放手过早，孩
子在不同阶段有变化，自己却没能给予相应
的精神呵护；常感慨“当年勇”，事实上祖辈养
育自己的教育观念早已陈旧不堪，跟不上时
代的需求；常感慨“世道太坏，环境太烂”，事
实上大环境不过是增加了人改变的难度，但
并不代表不用去改变。

陆琦说，孩子离家出走，学校、家长、社
会、制度都需要反思，唯独不能责怪的，就是
孩子。 记者 徐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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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青春期孩子相处，“三种话”应该这么说

接受记者采访时，宁波市教育科学研究
所心理研究室主任史耀芳恰好在忙一项青春
期孩子的心理调研。

他说，当下整个国家都非常重视孩子的
心理健康教育，宁波同样耗费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去研究、普及这方面的内容。目前，教师
培训有所加强，每年都有大量教师接受专业
的心理学通识教育。然而，家庭教育依然处
于相对薄弱的环节。

史主任认为，孩子离家出走的事件虽为
偶发，但存在不少共性。在时间上，多发生在
开学前后、期末测试前后；从根源上，多与学
校、家长有关，主要矛盾集中在学习方面。

依照权威解读，有些女孩在10周岁左右
（小学高段）便进入青春期，男孩多为初中阶

段。青春期的典型情绪是冲动。史主任说，
家长已不再适合用“骂”的方式与青春期孩子
沟通，更不能动手打人。

孩子为什么会出走？换句话说，为何会
有偏激的行为？史主任说，大量的案例显示，
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父母自身性情欠佳，
脾气不好，本身存在一定的心理缺陷，从而导
致教育方式简单粗暴；二是亲子关系紧张，亲
子沟通基本上处于割裂状态，尤其是父亲和
孩子的关系；三是有些家长对孩子提出了不
适当的要求，若孩子无法达到，立马横加指
责。

与青春期孩子相处，史主任的沟通诀窍
是：“重”话少说；批评的话当作建议（鼓励）来
说；“都是为了你好”这种话不说。

家长可能会疑惑，孩子一直都好好的，为
何“突然”就离家出走了呢？

宁波市心理援助协会副会长周维一开口
就否定了这种说法。在她看来，孩子表现出
来的异常，从来都是有一个积累过程的，是人
际关系冲突处理不恰当积累而成的“果”。

人际关系的紧张和对立，有些孩子用“离
家出走”来表达，有些用“不愿上学”来表达，
有的还会用“身体不适”来直接表现。换一个
说法，当学校、家庭的功能无法满足孩子的需
求时，他/她所选择的方式就是逃离，并选择
新的可支撑、包容他/她的港湾。从这个角度
讲，或许不能说是孩子离家出走，而是“家先
离了孩子”。

周维副会长举例说，不少进行心理咨询
的孩子在填写“在家的状态”时，往往描述为

“经常一个人在家”。事实上，父母明明都在
家，明明都对孩子很好，但孩子心中却感到一
种孤岛般的寂寞。有孩子说，父母看不到自

己，动不动就“把天聊死了”，久而久之，家便
成了冷寂之地。

针对这种“断链”，周维的建议是陪伴和
倾听，最重要的是真正去“看见”和“听见”孩
子。比如孩子成绩下滑，他在进家门前，内心
早已责备了自己的无能，渴望家人能“看到”
自己的心情，并支持和包容。然而，孩子碰到
的往往是家长的进一步指责，这对孩子而言，
无疑是雪上加霜，从学校和家庭都感受不到
温暖。

周维还提到了家长的集体焦虑，她举了
自己的例子。周末带着读高三的孩子出门散
步，走着走着她就觉得挺浪费学习时间，便对
孩子说，“下午放松过了，晚上要抓紧做作
业。”直到孩子提醒她，这已是短时间内她第
二遍说起了，她才发现自己下意识焦虑了。
所以，周维也以母亲的身份建议家长，自己能
承受多少喜怒哀乐（涵容能力有多强），孩子
亦同。

没有“突然”的离家出走，要学会“真正看见”孩子

我们工作、学习如此优秀，为何不去钻研如何当好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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