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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两天的11岁女孩回家了
其间住小旅馆、逛书店、到过泉城广场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
者 吴金彪) 本报16日报道
了济南一名11岁女孩离家出
走、家人苦寻未果的消息。16
日上午，记者从女孩父母那
里了解到，孩子在15日晚上9
点左右已经安全回家。

出走孩子小静(化名)的
母亲倪女士告诉记者，15日晚

上8点30分左右，正在家人焦
急万分四处寻找的时候，孩子
突然打车回了家。“从泉城广
场打出租车回的家，花了16 . 5
元。”孩子母亲倪女士说，孩子
自己安全回家让一家人大喜
过望，本想和孩子多聊聊，不
过考虑到孩子有些疲惫，他们
也没有过多地询问。晚上孩子

说了句“妈妈我要洗澡睡了”
就上床睡觉了。

孩子的母亲倪女士介
绍，自从孩子跟她“闹别扭”
离家后，就一直在外面玩，先
是去了泉城广场“看喷泉”，

“一双运动鞋都湿了”，后来
又去了图书馆看书。“孩子还
跟我说一直站着看书，站得

腿有点疼。”倪女士说，孩子
在外面饿了就买面包吃，晚
上没有地方住就用乘车卡在
一家小旅馆登记住了一晚。
可能是看到了外面的寻人启
事，孩子觉得父母和家人担
心，就自己主动回家了。

小静的姑姑告诉记者，
孩子本来打算乘坐公交车去

她那里住宿的，因为和平路
修路，公交车改道，孩子转车
找不到地方了，后来天黑了，
小静就拿出乘车卡央求一个
小旅馆老板在小旅馆住了一
晚上。“我问她小旅馆在什么
地方，她也记不清楚了，说只
记得有一个‘住宿请到二楼’
的牌子。”小静的姑姑说。

“先不去上班了，在家多
陪陪孩子。”交谈中，孩子的
母 亲 也 承 认 平 时 工 作 忙 ，

“没有双休日”，与孩子沟通
较 少 ，没 有 多 带 孩 子 出 去
玩。“在单位呢，正在开会。”
1 5日下午记者联系孩子的
父亲薛先生时，电话那头传
来一声低沉的声音。

出走孩子平时父母陪伴少
专家建议：家长应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引导孩子多交朋友
本报记者 吴金彪

孩子的问题

其实是父母的问题

一项专门针对初中生的调查
显示，竟然有过半的孩子都有过离
家出走的念头。学习压力、父母矛
盾、寻求“自由”还是模仿他人……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孩子选择
离家出走？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小静和
很多出走孩子一样面临一个“忙
碌”的家庭，孩子父母工作时间长，
陪孩子的时间很少。离家出走孩子
给出的理由更是简单，“出去玩”。

“孩子的问题其实就是父母的
问题。”退休教师、心理学专家孟海
兰表示，现在部分家庭的父母教育
方式并不合适，甚至“不正确”，导
致孩子不愿和父母沟通，加上现在
都是独生子女，如果孩子朋友或者
伙伴少，很容易导致缺乏安全性和
满足感。

孟海兰说，现在父母也有个误
解，以为和孩子沟通就是多和孩子
玩，玩的时间长就对孩子好，其实
这也不对。“陪孩子玩只是教育好
孩子的一个方面。”

孟海兰表示，孩子出走其实就
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孩子的教
育要从小抓起，不要等到出了问题
才重视。“为什么有一些家庭父母
也很忙，孩子却发展得很好？说到
底还是教育的问题。”

出走并不代表

就是问题青少年

山东省青少年研究会理事、山
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赵景
欣表示，孩子“不告而别”肯定是家
长和社会都不愿看到的。但孩子天
生都不是坏孩子，出现了问题行
为，并不代表着一定是问题青少
年。问题行为只是青少年发展过程

中的一个不和谐的插曲，每名青少
年都具有“积极发展”的可能性。

10多岁正是孩子从童年到青
年过渡的时期，孩子觉得“自己长
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家长也应
该转换观念，不能再以“听话”“乖
孩子”来要求孩子，而要适应孩子
的成长和发展，给孩子自主自立的
机会，并给予支持和指导，毕竟此
时孩子心智还不成熟，可能会做出
一些不安全的行为。

孩子离家出走，说到底是父母
和孩子在“重新适应”方面出了问
题，孩子积极发展的潜能没有发掘
出来，自我控制或者情绪控制出了
问题。

要解决或者避免此类事件的
发生，家长首先要做的就是与孩子
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因为只有这
样，父母才有机会和孩子沟通，让
孩子有事的时候想到你，告诉你。
孩子觉得和父母交谈是“安全的、
放心的”，他们才会敞开心扉。

应引导孩子

多交些朋友

当然“长大”的孩子自身也需
要反思，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
养成寻求帮助的能力。不过赵景欣
也表示，孩子的“反思”与成年人不
同，由于认知发展水平的局限性，

有时孩子自身的反思会出现误差。
因此，在某些时候需要借助外力
(朋友、同学、家长、老师)来帮助完
成，这就需要家长、老师和全社会
共同努力来帮助孩子成长。

赵景欣特别强调了“朋友的力
量”。在进入青少年期之后，朋友在
个体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在
某些时候，朋友的影响甚至会超越
父母的作用。但是，朋友的影响有
好有坏。因此，适当引导孩子多交
一些比较优秀的朋友，对于青少年
的发展尤为关键。此外，建议有条
件的学校配备专业的心理健康教
育老师，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
能够有放心的求助对象。

格延伸采访

孩子出走以后

冷静寻找线索

本报记者 吴金彪

小静回家后向家人描
述，晚上找不到路，在小
旅馆住了一晚上。其实6月
19日15岁女孩小党被找到
时，也说晚上逛到十一二
点。不由得让人为她们的
安全捏了一把汗。“尽快
找到孩子就成为必须。”
民警表示。

小静出走后，天桥公
安从得知消息就开始发布
微博、微信，公布女孩信
息，呼吁网友帮助寻找，
济南公安官方微博也进行
多次转发。

天桥公安分局民警李
哲参与了寻找小静的全过
程，他向记者介绍，一般
情况下，孩子出走以后家
长都会及时报警。不过，
为了更快寻找到孩子，家
长在报警的同时，还应该
作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比 如 询 问 孩 子 学 校 的 老
师、同学以及孩子的朋友
是否知道孩子的去向；发
动更多的亲朋好友一起寻
找；再有就是询问邻居或
者附近商户是否看到孩子
行走的方向、路线；孩子
是否乘坐出租车或者公交
车等。

“这些信息对于早日
找到孩子有时会起到关键
作用。人多力量大，让更
多的人参与到寻找孩子的
行动中来，希望会更大。”
李哲说，警方虽然也会调
取监控寻找孩子，但是力
量毕竟有限，警方发布微
博呼吁网友一起寻找也是
这个道理。

11岁女孩出走，牵动了泉城市民的心，公安微博也发布了寻人信息。女孩找到消息被确认后，网友
都松了一口气。 微博截图

6月14日济南一名15岁的初中女生离家出走；6月27日，章丘一名10岁男

孩留下字条离家出走；7月1日，济南15岁少年中考过后选择离家出走……青

少年频频出走，挑战着父母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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