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家上学”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了。最著名

的例子可能是童话作家郑渊洁在家培养了儿子郑亚

旗，当时引来了巨大的争议。在 2016 年前后，随着“国

学热”的兴起，社会上不少家长安排孩子退学转去“私

塾”学习。所以，在 2017年，教育部就印发《关于

做好2017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明确叫

停了“在家上学”和“私塾”教育。只有对于因身体

健康等原因确需缓学的适龄儿童、少年，父母或其

他法定监护人应向县级教育部门提出申请，获批准

后方可缓学，不得擅自以在家学习替代国家统一实施

的义务教育。

后来，杨威也回应了这样的质疑，他解释是因为

两个孩子经常生病，所以不得已而为之，选择请私

教补课，等孩子身体恢复好了，还是会回归学校。

不过，对于“在家上学”好还是在学校学习好，

网友们争论很多，有网友很羡慕杨威，“觉得终于不

用应付学校的各种任务了”，还有人认为“去学校上

学不是唯一受教育的方式，特别是幼儿园和小学阶

段。经济条件允许，能请到好老师，父母有时间陪伴，

在家上学可以是一种选择”，当然也有人表示，还是

得让孩子去学校体验集体生活和交朋友。

我觉得，学校教育有烦恼，在家教育同样有挑战。

“在家上学”起码家长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才能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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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你和孩

子斗智斗勇过吗？家

长绞尽脑汁想让孩子

听话、懂事，希望他

成为自己心目中“完美”

的孩子，但有的时候

并不如愿。父母之爱

子，则为之计深远。为

什么我们很爱孩子，

孩子却离我们越来越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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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专栏《辣妈研习

院》全新升级。每周

一期，聚焦网络热点

亲子教育话题，特邀

亲子专家细致剖析孩

子的成长问题，缓解

育儿焦虑，助你用智

慧和爱陪伴孩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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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育儿路上

一路 孜 孜以求的

职场妈妈。”

小清

“邯郸13岁少年被杀害案”：追问悲剧为何发生
文 / 小清
三个少年联合杀了一个少年后埋尸，他们均

不满14岁，行凶手段触目惊心。

这起近日轰动网络的“邯郸13 岁初中生被

杀害”案，在互联网上掀起了关于青少年违法犯

罪问题的讨论。

新京报的采访还原了部分案发经过：3月10

日下午，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13岁初中生王子耀

被三名同学合伙骗到蔬菜大棚，然后抢走他的

手机，并且把微信里的钱转走。之后，3 名同学

把小王活活打死并掩埋，小王被挖掘出来时，发

现他的脸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

又一起恶劣的校园霸凌事件。是的，又一起。

这样的校园霸凌事件在互联网上其实并不新鲜

了，它仍一次次刺痛人们眼睛的缘由，是越来越

难以置信的低龄和越来越残忍的犯罪手段。人

们在震惊之余再一次愤怒地追问，未成年犯罪

嫌疑人能否负刑事责任的问题。然而在这个问题

背后，其他三个问题的追问更有必要。

 一、在这起事件中，施暴者年龄之小、
杀人毁尸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也令人深思，
究竟是怎样的心理状况造成这些孩子的残暴
行为？

新华社曾做过一篇《120 名少年犯调查报告》

的报道。记者乔云华深入采访120 名少年犯后

发现，许多犯罪的未成年人对法律缺乏敬畏。

文中记述了对一个17岁少年的采访。他强

奸过两名女性，一个是4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

一个是 13 岁的少女。他强奸那个少女时，因被

少女咬了一口，便顿生杀机，把她掐死埋掉。

记者问他 :“你强奸、杀人时就不知道要受

到法律惩罚？不害怕？”这个少年回答：“那时只

想快乐一下，没想那么多。”记者又问：“法律是

什么？或者说像什么？”他的回答是“没想过”。

办案的警察在采访中告诉记者，对法律毫

无敬畏心理，无知无畏是当今青少年犯罪手段

越来越残暴的一个重要原因。

“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敬”指有所为，

它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畏”指有所不为，它警

告人们不该做什么。

孩子没有敬畏之心，尤其是对法律和生命没

有敬畏之心很可怕。

犯罪心理学里有这么一句话：“校园暴力是

全世界面临的难题，因为青春期（小学后期到中

学）是孩子暴力行为的高发期。”青少年自制力本

身就弱，这一阶段的孩子喜怒哀乐的情绪也异常

多。一旦他们的愤怒、暴力以及嘲讽辱骂等行为

无人阻拦，心中没有“红线”和“雷区”，就会

被肆无忌惮地发泄，直到冲毁一切。

而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和家庭及时向孩子传

达法律的红线和雷区，教导孩子懂得尊重生命、

敬畏生命尤为重要。而这些在我们的学校、家庭，

包括社会，是否都做到了？或者说虽然做了，但

是否流于形式和表面呢？

 二、是什么样的家庭养出了这样冷漠残
暴的孩子？

研究犯罪心理学的李玫瑾教授曾说过，孩子

的很多问题是大人造成的，其中的很多问题和孩

子 6岁以前的家庭心理抚养有关。

实施犯罪的三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均

外出打工，平时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我们

不知道在这三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是否得到过

父母足够的爱和陪伴，但一个身心健康的孩子和

家庭从小给他的情感滋养是分不开的。

一个温暖、和谐、充满爱的家庭环境可以帮

助孩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培养自信、乐观、

积极的心态。而一个争吵、冲突、冷漠的家庭环

境则会导致孩子焦虑、恐惧、抑郁等心理问题

的加重。

李玫瑾教授通过大量研究发现，很多犯罪

的人之所以犯罪，最重要的原因是性格缺陷，性

格是后天形成的社会行为方式，它是在跟人互

动当中才能形成的，而性格形成的关键期是在幼

儿时期。

孩子在幼年生活的家庭环境和父母对他的教

养几乎奠定了他将来一生的性格基础。

因此，一个从小没被尊重的，没有感受快乐

的人，怎么会有健康阳光的心态？一个从小没有

被善待过的人，又怎么会善待别人？

孩子不被尊重，他怎么会尊重自己，又怎么

尊重别人的权利和生命呢？

三、为什么受欺负的孩子不愿告知成人？
在这起事件里，通过央视的采访我们得知，

王子耀遭遇这三个孩子的欺负已久，但他从未告

诉过家长，只在朋友圈偶尔流露过灰色的心态。

他说：“天天在家里做梦，梦到自己在学校

顶楼跳下来，也是非常可怕，好怕！”但没被他

的亲人重视。连最亲近的姑姑也说，他们只是

在事后推测才发现王子耀生前的一些行为反常，

比如“经常找爷爷要钱去学校，如果没拿到钱，

就不太想去上学”……实际上，他这些反常行为

的背后是被那三个同学勒索胁迫已久。

在校园霸凌事件里，为什么大部分受欺负的

孩子不愿意告知家长或老师呢？原因有三。

首先是因为受到了威胁。如果告诉成人，会

落得更惨的下场。这种威胁在孩子看来是实实在

在的威胁。

其次是对成人的不信任。最早发现霸凌事

件的多半是家长。家长表达的愤怒有时会直接

反馈在孩子的身上，例如质问自己的孩子“为什

么不还手”这样的蠢问题。家长也有可能带着怒

气与老师学校沟通，这样的沟通肯定是不顺畅的。

最后，事情没能得到解决，反而会给孩子造成

更大的心理阴影。

最后，对霸凌事件进行调查的过程，也有

可能再次对受害者造成新的伤害。

王子耀不敢告诉家长的原因肯定也包含了这

些方面，但令人扼腕的是，原本应该成为孩子最

大依靠的父母却没有成为他遭遇霸凌时奋起反

抗的底气。王子耀也是留守儿童，父母离异后，

父亲外出打工，他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这是一起惨案，但也是四个家庭的悲剧，追

问悲剧背后的那些问题，或许才是我们关注它的

最大意义。 

得起私教。同时，“在家上学”也难以保证知识体系

的完整，毕竟不是每位家长都掌握范围广泛的分科

知识，“在家上学”，可能也意味着孩子失去了大量与

同龄人接触的机会，不利于孩子从小培养沟通协作

能力与社交能力。

所以，短期内这样安排无可厚非，但随着年龄

增长，孩子肯定是更需要一个社会化的环境，这一点，

家庭是很难复制的。

但是，面对“在家上学”引发的广泛讨论，我

们也应该重视其背后的原因。倾听家长对学校教育

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家长和学校可以就某些问题一

起进行协商和探讨，让家校共育更好地发挥作用，

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近日，“奥运冠军杨威让双

胞胎女儿在家上学”在网络上成

为热门话题。据杨威自曝，本该

上小学一年级的双胞胎女儿目前

暂时都在家里学习。他们制定了

一份专属课表，每一类课程安排

一位家教老师。根据杨威的说法，

因为孩子去年生了好几场病，于

是他决定让双胞胎女儿暂时不去

学校上学了，选择在家上学。杨

威还介绍，除了主课学习，他还

会带两个女儿去练体操，“相当

于一下午的体育课”。

消息一出，立即引发舆论场

的热议。有不少网友就表示“在

家上学解放了孩子”，也有网友

质疑此举违反了义务教育法，质

疑“在家上学”的合法性与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