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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管教观错误、重男轻女、沾染恶习等成儿童受虐主因

矛矛盾盾压压力力无无法法自自解解，，父父母母易易施施暴暴

近年来，我国儿童家暴数量总
体有所减少，但发生各地的具体个
案仍然触目惊心：今年5月9日，杭
州某小学四年级的女生小莉因抄
作业被当保安的父亲过度体罚，窒
息致死；而在本月23日，济宁汶上
一位父亲又因为女儿啼哭让自己
烦闷，将仅有41天大的孩子打死。

根据广州发布的一项调查，

2010年至2013年广州妇联每年接
到的家暴信访500起左右。绝大多
数人对家暴表示反对，不过让人意
外的是，多数人对未成年子女的家
庭暴力认识不足，仅37 . 5%的受访
者认为家长打孩子属家暴行为。

在家暴影响下，不少儿童直
接被父母体罚等，受到身体伤害，
有些人精神上也备受折磨，甚至

选择外出流浪。记者在济南市流
浪儿童保护中心了解到，在他们
接收的流浪儿童当中，有相当一
部分存在家庭暴力，儿童不堪忍
受而离家出走。“比如家庭管教过
严，夫妻关系不和，婚姻破裂，夫
妻一方有家庭暴力倾向，加上孩
子青春期的逆反心理，就会导致
儿童离家出走”。

据悉，儿童家暴一般都是因
为家庭困难引发矛盾、管教观念
错误、重男轻女意识、父母有恶习
或者精神心理异常等，而在这其
中，父母心理异常占据主要原因。

“监护人成为孩子的加害者，
父母一定存在心理问题。”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赵丽梅告诉记者。据
她介绍，不少已为人父母者心理年

龄和生理年龄并不相符，或者是对
待和教育孩子的方式上不成熟，或
者是他们童年中有过家庭暴力的
阴影，成年后便会有施暴心理，甚
至形成严重的人格障碍。

“现实生活中，的确会因为社
会的一些矛盾变化渗透进家庭，
导致成年人在家庭中发泄，但父
母若有正常的自我调节能力，家

暴就能避免。”赵丽梅说。
她还表示，中国传统思维倡导

孝道，习惯说儿女的不是，而不是说
父母也有不对的地方。“但现在的青
年父母，尤其是农民工父母，缺乏作
为父母的必要条件。”在国外，有专
门的课程教育孩子，如何爱自己，爱
别人，年轻男女如何做人夫妻，做父
母，而我们国家则没有。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尹明亮

超六成家长不认为打孩子属于家暴

监护人成为加害者，多是心理问题

“相对而言，山东针对儿童的
家暴并不算多。”山东省妇联儿童
部一位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今年
年初，省妇联曾与山东女子学院
一起做过一个调研，但从抽样调
查中并未发现严重的针对儿童的
暴力犯罪行为。这位负责人分析，
一方面，针对儿童的暴力犯罪往
往是些极端案例，另一方面，被调
查的儿童及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
或不太愿意透露这种事情。

从法律层面来讲，我国目前

对虐待儿童等在罪名和适用范
围上并无明确详细的规定，在起
诉程序上也存在一定的漏洞。我
国刑法规定，虐待犯罪在没有致
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情况下，只
有被害人向司法机关提出控告
的才处理，对于被害人不控告
的，司法机关不能主动受理。未
成年人由于年龄、智力、认知能
力的限制，往往难以行使诉讼权
利。因此，有专家建议，应规定对
未成年人受虐待的案件，可以自

诉也可以公诉。
同时，山东舜天法律服务与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强介绍，从
保护儿童的角度来看，除司法之
外，一些社会组织的工作更应做到
位，尤其是在家庭针对儿童的暴力
犯罪中，在严重的后果产生之前，
往往会表现出一些征兆，所以当出
现侵害儿童的征兆之前，把孩子从
父母的监护之中置于政府以及社
会组织的监护下才能避免一些伤
害儿童极端案例的发生。

儿童受虐只能自诉能否改为可公诉

家庭暴力话题由来已久，尤其是近年来针对未成年
人实施家暴的问题备受关注。近日，广州发布的一组数
据显示，仅37 . 5%的受访者认为家长打孩子属家暴行为。

家暴可以让儿童流浪，也是父母继续施暴的根源。
专家表示，我国法律关于针对儿童的家暴的规范仍有不
少“盲点”，社会组织也应该帮助人们纠正“打孩子是为
他好”的错误思维，同时发挥监督作用，及时反馈父母对
儿童的家暴行为。

谁在施暴

8855 .. 3311%%
父父母母施施暴暴

其中亲生
父 母 施 暴 占
75 . 52%，继父
母或养父母施
暴的占9 . 79%

1100 .. 4466%%
祖祖父父母母、、外外祖祖父父母母等等

其他

谁被施暴

8800 .. 9977%%
1100周周岁岁及及以以下下

1周岁以
下占35 . 32%，
1到6周岁的占
3 0 . 2 8%，7到
10周岁的孩子
占15 . 37%

19 . 03%
11周岁及以上

主要原因

■家庭矛盾拿孩子发泄或报复
■错误的管教观念
■孩子身体智力有缺陷、残疾和重男轻女意识
■父母有恶习、品行不良
■父母精神心理异常
■没有条件抚养导致的对孩子施暴、遗弃或杀害

注：数
据 来 源 于

《未成年人
遭受家庭暴
力案件调查
分析与研究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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