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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四十年的上千例罪案，回溯亲子关系对人格的影响 

李玫瑾 

中国心理学会法律心理学分会副会长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 

 

民小编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

李玫瑾长期从事犯罪心理和青少年心理问题研究。

作为“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她曾对许多个

案进行过详细调查，通过分析和研究，她从这些案

件中找到了亲子关系对人格的影响。今天，我们分

享她的相关观点，希望能唤起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

的重视。  

 

作为“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她立足于 40年研究基础，一直致

力于揭示：社会问题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关键在早年，早年的重点在家庭。李

玫瑾教授从上千例罪案中总结出一个关键观点：孩子的心理问题往往会滞后反应，

因此，人的心理特征与早期抚养有密切的关系。 

下面是她相关发言的总结整理： 

一、健全的家庭≠健全的家庭教育 

绝大多数家庭是温馨健全的，绝大多数的孩子都是懂事的。所以我们往往忽

视家庭教育，认为只要是爸爸妈妈，肯定都爱自己的孩子。可也有很多实例告诉

我们，家庭健全不等于健全的家庭教育。孩子在幼儿时期会与父母建立情感依恋

和情感联系，所以良好的亲子关系至关重要。 

很多家长咨询：“我现在的工作特别好，收入也很稳定，但是我的孩子还很

小，没有时间陪伴孩子，我该怎么办？”工作挣钱，可能永远没有尽头，但孩子

的关键期只有几年，错过就是一生，孰轻孰重，一定要衡量清楚。 

还有一些家长疑问，家庭中是不是要有分工？很多孩子在幼年期都由妈妈集

中照顾，那爸爸干什么呢？我也给大家讲一个观点：宝宝很小的时候，妈妈全力

以赴照顾孩子，做爸爸的也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做好育儿支持。但是爸爸们最 

重要的是要做到给妻子足够的爱，尤其是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更要关心和照顾妻子。 

不要夫妻双方都集中面对孩子，让孩子觉得“我是家庭的重点”，你们都要

围着我转，形成自我中心。妈妈照顾孩子，爸爸照顾妈妈，这样家庭就会形成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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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的链接关系，而不是双箭头的中心关系。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孩子的情感会发

展——他先是“瞄准”一个人寻求感情慰藉，当情感得到满足的时候，就开始关

注一家人，产生以亲族为联结的亲情。产生亲情之后，又走出家门，跟小朋友融

在一起，慢慢从小学到中学，建立起友情——这时候的友情往往是一生中最稳固

的，他对朋友的情感依恋也达到了高峰。当同伴发展好的时候，青春期性发育

的时候，再继续长大，他恋爱了，这时又变成一对一的情感关系了一对一的情感

稳定，就要组建家庭，家庭一形成，他再有自己孩子…… 

到了这个阶段，人的情感会到达什么程度呢？有上下关系，即“父母

跟我”，有横向关系，即朋友和爱人，还有向下的关系，即“父母和孩子”，这

个人的情感立体，就造就了我们常说的“上有老下有小”的状态。所以我们说的

“成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对人生的几种感受都有了。为人父母，才知道父

母不容易，当有爱的关系，才会知道责任和约束。 

二、人的心理有发展顺序 

在我参阅的许多案件中，呈现的首要问题就是人的心理发展有顺序，因此表

现出问题有滞后性：很多案件表现在成年，但问题不在成年。任何生命都是一个

过程，生命的发展是轨迹式的。有很多人为了自己的生存不择手段，最后奋斗结

束，一无所有。因此，心理的问题一定要“往前走”，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孩子

好好发展，一定要在十年前就做很多事情。  

我始终认为，未成年人是被动的弱者，所有的问题是身边的成年人造就的。

抚养人对被抚养者，首先有他生命的决定权，第二还有他物质发展的提供权利， 

第三，对他照顾的程度也是你决定的，第四，他的个性完全是你造就的，所以孩 

子的任何问题都是身边大人的问题。我更愿意用这段话来总结：胃口是喂出来的，

脾气是带出来的，观念是唠叨来的，残忍是孤弱无助熬出来的，无耻是百般迁就

溺出来的。 

遇到一些案件，经常有记者提问，“李老师，我们该怎么样来教育这些孩子

们？”我想，现在我们的问题不是要教育孩子们，而是要教育身边的大人。曾经

有一个家长，通过《今日说法》的记者找到我，“李老师，我儿子老偷钱，我想

领他来见见你。”我跟他电话里讲，”你儿子不用来，你来就行。”“什么意思？”

“问题在你的身上，不在孩子的身上。” 

三、停下来，或许孩子还有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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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抚养不仅仅是物质的，更重要的是亲自陪伴。我记得这样一个案例，有

一个父亲很有本事，通过几年打拼，存了家财百万。但当他回到家时发现儿子已

经长大，逃学，惹是生非。父亲开始管，但根本管不了。这时候他听说有个专家

可以“挽救”这些孩子，于是马上领着孩子到那儿去，啪，10万块钱拍出来，这

孩子交给你了，你负责把他教育好。他的行为被报道出来，我看到后还写了一篇

博客，我说：可怜的父亲应该把 10 万块钱当做自己的工资，你把所有的事停下

来，儿子没准还有救。但你得亲自陪他，不能把他交给别人。 

概括三句话： 

第一，给孩子挣钱的时间不如陪伴孩子的时间。第二，给孩子存钱的努力，

不如教给孩子做人做事的努力。要教孩子从小事做起，比如 6岁的孩子要学会扫

地，收拾屋子；10岁的孩子要学洗菜、摘菜。第三，找专家帮忙带孩子不如自己

亲自带孩子。 

四、没有人性的教育“杀人不眨眼” 

在家庭教育的理念中，人性的教育比智力教育更重要。 

什么叫人性？也许这词太大，太复杂，但我认为人性最基本的就是情感。马

加爵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让我心生感慨。他极其聪明，悟性很好，在逃亡期间，他

在海边录了一些话，其中有一段是讲给大姐的，他说：“大姐你一直这么关心我，

但我从来不跟你说太多，不愿跟你说真心话，我这人就这点不好，心里想的总不

说出来，但现在我告诉你，我有一个问题想不通，那就是人活着究竟为什么？现

在我明白了，人活着在于人生有真情，人生的意义在于人间有真情，我知道我错

了。人这一辈子，生命是通过爱才诞生的。你长大的每一天，有多少人给你提供

支撑？你吃的、用的都是爸妈自己做的吗？不，那是通过全社会很多人的努力才

得到的，而整个社会的支撑就是一份情。那么，人的一生如果没有情的话，不就

成了行尸走肉了吗？”马加爵这番话，是到了绝境体会到的领悟。 

二战后，有位中学校长侥幸从集中营里逃了出来，他给所有老师写了一封信，

说：我亲眼见到了人类不应该见到的事情，毒气室由专业的工程师建造，儿童由

学识渊博的医生毒死，幼儿被训练有素的护士杀害，妇女和婴儿被高中生大学生

枪杀焚烧，看到这些令我怀疑：教育是为了什么？ 

所以，我无数次地呼吁，请帮助我们的学生成为具有人性的人，我们的努力

绝不能制造出学识渊博的怪物和多才多艺的心理变态狂。读、写、算，只有在能 

使我们的孩子具有人性的时候，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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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性格比智力更决定命运 

性格这个词，如今似乎越来越被忽略了。 

很多家长经常问的问题是，孩子学习分数怎么样，我孩子上什么学校怎么怎

么样，同事之间只要谁家孩子高考，就问考上没有？考哪个学校？我从来不问别

人这样的问题，因为智力在一定层面上是天生的，我们只能在此基础上添砖加瓦。 

那什么是后天可为的呢？那就是性格。成年后，一个人在厨房里做厨师和在

实验室里做科学研究，本质上没有差别，都可以养活自己，都可以活得很有尊严。

那么差别是什么？是这个人可爱不可爱，能不能帮助别人，对别人是否有爱心。

很多犯罪的人，他之所以犯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性格缺陷。性格是后天形成的

社会行为方式，虽然我们需要聪明，需要学历，但那不是 

最重要的。 

一个人可以没有很高的学历，但是他很善良，这种善良既救别人，也是他自

己的一个福分。 

六、不被尊重的孩子，也不会尊重别人 

保护孩子的前提是尊重，要给孩子自主的选择权。 

我经常遇到很多咨询，问：孩子现在马上要考大学了，你说他应该读什么专

业？我说，我不是神仙，怎么能告诉你他该学什么专业？他又问，你认为哪个专

业更有发展？我说，哪个专业更有发展不见得适合他，你得问孩子自己想干什么。

还有很多家长问我，这个孩子现在状态不对，需要调整，我一问，你的孩子多大

了？21 岁了，大四了。我说，你知道法律规定吗？18 岁就是成人了，成人什么

概念？他所有的权利都有了，爸爸妈妈只能给他建议，不能再限制和管束他了。

很多家长从小也在被管制的环境中长大，不懂孩子也有权利，等到孩子长大叛逆，

变又开始后悔，这种状况一定跟父母的失误有关。 

一个从小没被尊重的，没有感受快乐的人，不会有健康阳光的心态。一个没

有被亲人善待过的人，怎么会去善待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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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给了他什么，他就回报给成人什么。 

所以在现代生活中，我们要学会体察孩子的心理，这真的特别重要。 

 

来源：《人民教育》2020年 10 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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