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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读书，或者需要住宿，无形间跟家里父祖

辈的接触也少了，“这代留守儿童面临的依恋断裂更严重”。

另一方面，随着网络的普及，信息变得多样，现在的留守儿童

回到家可能更沉迷网络，也比以前更不听话了。

两位专家都认为，犯罪与否跟年龄没有太大关系。青春期的

孩子由于情绪比较躁动，做事不计后果，比起成年人，一旦犯罪

可能更“腥风血雨”，更残忍，“但我们也不要去污名化留守儿童”。

 “为什么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容易犯罪，是因为他们所处的

社会状态更容易遇到挫折。受制于社会资源或自身教育水平，

他们在满足的需要的过程当中就更加容易受挫折，以至于把这

样一种挫折归咎于社会不公平。”崔丽娟解释道，这种情绪若

对外，就容易产生愤怒，导致人容易犯罪；若情绪向内的话，

就容易产生抑郁，甚至自杀。

如何预防？

近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举行“儿童早期发展与未成年

人犯罪”专家座谈会。在主旨演讲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

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从非认知技能发展视角，解

释了留守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关系。

所谓非认知技能，指的是个体在心理学和经济学方面进行

自我情绪管理的能力，也叫执行功能，包括行动前的认真思考、

管理愤怒、抑制冲动等。如果人们能在正确的时间、地点很好

地应用非认知技能，则可能避免许多激情引发的暴力事件发生。

赫克曼教授介绍了美国自 1962 年就开始实行的一项社会实

验——“佩里计划”。其实验对象是当地有色人群、低收入人

群和单亲家庭的 3 至 4 岁儿童。实验者把同等智力水平的孩子

随机地分为两组，对实验组进行每周五天的开放式教学与每周

一天的教师入户家访，并鼓励家人与孩子交流沟通。

从1962年至今，实验团队追踪受试孩子50余年。“佩里计划”

的目的是测试早期教育对孩子日后发展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

实验组孩子在其日后的发展上许多方面胜过对照组。

令人意外的是，长期的追踪数据也表明，实验组的孩子犯

罪活动的参与率显著降低，而且即便有犯罪行为，其程度也较轻。

“佩里实验”证明了提升儿童早期养育惊人的效果与影响，

也告诉人们，“坏孩子”并非天生如此，对儿童进行早期干预，

能够从生理和心理等多个层面提高个体适应社会的技能，进而

提升其与外界互动的质量，甚至避免许多犯罪的发生。

事实上，在充满人际互动的现代社会中，任何人都不是社

会议题的局外人。

根据 2023 年 8 月教育部发布的教育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是1550.56万。这就意味着，

目前仍有 1550 万个 16 岁以下、连续三个月以上由农民父母托

留在户籍地家乡，通过父、母单方或其他亲属监护的少年儿童。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家，崔丽娟觉得应该担负让人们生活得

更美好的社会使命，这也是她致力于研究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

进与反社会预防的动力。

“让留守儿童觉得通过努力需求可以达到满足，只要有这

种期望感，就可以降低他们犯罪的可能。”崔丽娟表示，现在

各个部门，包括民政、妇联、共青团，还有一些企业，其实都

在持续帮助留守儿童，“但仍存在一些地方重复救助，一些地

方救助空白的情况，管理效率很低，如何让各个责任主体间不

要相互孤立，能有一个组织统筹来让每个留守儿童尽可能都能

从中得到社会支持，我觉得很重要”。

尹琳则提出，政府层面从经济政策的角度，可以大力发展

乡镇企业，让人们能就地就业；学校层面要加强对孩子的生命

教育；从家庭本身，如果父母要外出打工，需要建立一个“监

护代理制度”。

“现在一般是委托给家里的老人，但我觉得发挥不了作用。

是不是可以让村委会，或者村里比较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代理

监护人？”尹琳表示，此外还需要增加留守儿童课余健康的娱

乐活动。

2023 年，湖南省宁远县大元自然村的大元社艺术文化交流中心。志愿者通过艺术

活动与留守儿童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