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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淄博市城际救援队
了解到，从今年9月份至今，该队
共执行淄博各区县的寻人任务
近70个，其中涉及孩子出走的
12个，占比17%左右。这12个任
务中，涉及13名孩子，包括7名
男孩和6名女孩，从年龄段来看，

在10岁～14岁分布相对均匀。
“通过执行任务过程中与家

属的沟通，不少出走孩子所在家
庭在沟通方面是有障碍的，出走
的直接原因包括玩手机和学习
问题引发的矛盾，有些孩子在出
走前曾挨过打。”淄博市城际救

援队项目总监毛宁宁告诉记者。
此前，鲁中晨报微信公众号

多次发布寻找出走孩子的信息，
引发关注的同时，也有很多人留
言评论。从评论来看，“体谅孩
子”和“家长太难”的声音占了多
数。一名网友评论中说:“现在

的孩子，特别是初中生，貌似人
高马大，其实心理脆弱，特别是
考试前夕，无法面对学习考试的
压力。家长们也跟着焦虑，恨铁
不成钢。家长和孩子也要相互
理解，不能因为几句气话，家长
骂几句，孩子就离家出走。”

急坏家长 忙坏救援队

两个月13个孩子出走背后的焦虑

未成年人走失应及时报警

一般而言，发现孩子走失，
家长会先发动亲朋好友寻找，
等到找不到后才会想到寻求警
方帮助。民警提醒，家长如发
现孩子失踪，应第一时间向公
安机关报案。警方及时立案，
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查找。

对于有家长可能存在不确
定孩子是否真的失踪、怕报错
案的心理，民警表示，只要判断
孩子可能失踪，就可以报案，不
必有心理负担。

记者 孙渤海
孩子教育问题是每个家庭的重头戏，重要归重要，却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将其解决好。孩子叛逆、厌学、爱玩手机、不好好做作业，冷不丁还来个离家出走，不少

人吐槽“这届家长太难了”，可责任都在孩子身上吗？最近两个月，淄博一支救援队执行了涉及13名出走孩子的寻人任务，记者也就这一现象采访了心理专家。

记者梳理了近期本报微信
公众号发布的寻人信息，其中
大多是少年儿童，其出走、走失
的原因也五花八门。

“杨**，男，14岁……汪**，男，
10岁……”10月9日，来自潍坊的
两个男孩从淄博一所学校出走，
一共带着20元钱，走前还跟同学
说“想出去周游世界”……次日，
两人在鲁泰大道附近被找到。

“张**，女，10岁……孔**，
女，10岁……”10月10日中午，
两名女孩结伴翻墙走出学校。

下午1点多，老师发现她们未按
时上课，通知了家长。这两名
女孩均为小学四年级学生，一
名为住校生，一名为走读生。
当天晚上10点多，俩孩子在共
青团路上一酒店门口被找到。

“马**，女，18岁……”10月
15日中午，临淄区凤凰镇东申
村一名18岁女孩走失。据家属
介绍，女孩智力稍微有些问题，
当天中午女孩自己在家，父亲
下午3点左右回家发现女儿不
见了。通过相关监控，看不到

女儿离开家的画面，不过可以
看到一辆轿车曾在家附近出现
过。第二天上午，女孩在邹平
市一村庄被找到。经了解，女
孩是被微信网友带走的。

“杨**，女，13岁……”10月
23日早上出走。据女孩的父亲
介绍，女孩今年上初一，当天清
晨不到6点，母亲起床准备做饭
时女孩不在房内，当时还以为
去厕所了，做好饭叫她吃饭时
才发现人不见了，在村里四下
寻找也没找到。邻居反映，早

上女孩是跟另一个孩子走的。
当天傍晚，女孩被找到。

“姜**，女，14岁……”10月
28日，一名14岁女孩在桓台姜
坊村万家福超市附近走失。据
女孩家属介绍，女孩上初三。
当天凌晨3点左右，女孩爸爸醒
来后发现女儿不见了，在此之
前没有表现女孩有反常行为。
当天深夜，这名女孩被找到。

“周**，男，13岁……”10月
29日，周村一名初二男孩走失。
据男孩妈妈聂女士介绍，孩子学

校就在他们家对过，孩子吃完早
饭出了门，随后班主任打来电话
说孩子没去学校，家里才知道孩
子走失了。聂女士说，前一天晚
上孩子做作业时，用手机下了一
款游戏，爸爸发现后打了孩子手
几下，孩子出走可能跟这有关
系。当天，这名男孩被找到。

“刘**，男，14岁……”11月
3日晚上离家出走，走前因作业
问题和家人发生矛盾，第二天
下午被找到。
…………

“从家庭小环境来说，很多
家长给孩子施予的是简单粗
暴、肤浅的教育方式。以学习
为例，家长对孩子说‘你要好好
学习’‘你要考个好成绩’‘你要
好好做作业’等等，这是一种命
令式、只求结果的交流，也就是
说家长只传递给孩子大人所希
望看到的结果，而忽略了过程，
孩子怎么能达到这个结果？家

长需要怎么帮助孩子达成？”心
理专家徐艳表示，家长的这种
交流方式持续久了，在孩子那
里就变成了絮叨，提供的是负
性环境，易引发孩子逆反心理。

徐艳认为，一些家长觉得
委屈，说孩子不理解他们，他们
也不明白孩子为什么会有某种
表现，这属于家长的认知误区，
问题的根源出在沟通方式上，

“好好说话”比日复一日简单粗
暴灌输“成人思维”要有用得多。

徐艳告诉记者，10到14岁
是孩子对世界最为渴望，对自
然界、自身等也更为关注的年
龄段，离家出走的孩子并不是
问题少年，从一定意义上说，他
们对于成长、改变的欲望比其
他孩子更为强烈。

“父母要学会跟孩子沟通，

青春期的孩子比任何时候都需
要被人尊重，针对具体问题和
孩子平等对话，培养孩子树立
负责任的做事思维和克服困难
的理念，才有助于顺利度过青
春期。”徐艳表示，解决孩子出
走问题，除了家长改善家庭教
育环境，也应调动学校、家委会
等各方资源，更多关注孩子心
理，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

想周游世界、玩手机游戏、作业问题……孩子离家出走原因五花八门

一支救援队俩月接12个找娃任务

孩子离家出走“病根”多在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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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淄博市城际救援队队员在寻人过程中向村民打
听线索。当天，一名13岁女孩离家出走。通讯员 毛宁宁 摄

10月28日，救援队队员查看监控，寻找一名出走孩子的线
索。当天凌晨，一名14岁少女离家出走。通讯员 毛宁宁 摄

对于出走归来的孩子，应
该如何教育呢？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张海英说，有些家长
会出现两个极端，一个是更加
严厉地管束，甚至打骂；另一
个是不敢管，怕起冲突，这两
种方式都是不恰当的。过于
严厉的批评可能适得其反，在
孩子回归的那一刻，家长应控
制好情绪，用平和的心态欢迎
孩子归来。不敢管的结果是
纵容，这也要不得，在孩子情
绪平稳后，父母必须和孩子好
好谈谈，告诉他出走或其他过
激行为的危险性，让孩子树立
规则意识，只有这样，孩子才
有可能不会再次出走。

别走极端让孩子二次受伤

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