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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解救游离于刑罚外的问题少年
探访广东首个公办未成年人罪错学校

从“逍遥法外”到悬崖勒马

高高的围墙，教学楼上装有
栏杆，教师宿舍“夹”在学生宿舍
中间，并装有单向透视玻璃，方
便老师随时察看学生宿舍的情
况。随处可见的防护措施，显示
出这所学校的不同。

这是广东省首个公办罪错
未成年人犯罪学校。学校专门招
收已满12周岁、未满18周岁的罪
错未成年人。其中包括：未满16
周岁、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检察
机关不逮捕、不起诉、不追究刑事
责任的；法院判处非监禁刑、且不
符合社区矫正适用条件的。

上述三类人员户籍或学籍
在东莞，或者监护人在东莞工
作、居住，经监护人委托申请同
意后，可进入专门学校学习。此
外，无法查明户籍以及监护人信
息，无法送回原籍，或是送返原
籍，来东莞再次作案被查获的，
经民政部门委托申请也可入读。

学生在校学习时限一般为3
至6个月，最长不超过3年。监护
人可以到学校探望孩子。

罪错未成年人，是司法的边
缘点、公安的无奈点、教育的缺
失点和家庭的刺痛点。

在大量受刑事责任年龄限
制、无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
里，由于没有完备的社会矫正体
系兜底，罪错未成年人既去不了
未成年犯管教所，也无法再回学
校读书，游离于刑罚和教育之
外，极易陷入“犯了抓、抓了放、
放了犯”的恶性循环。

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8
年，东莞市公安机关累计处理了
4600多名涉罪未成年人，且呈现
逐年上升的趋势。

启航分校校监曾家乐原是
一名老刑侦，令他印象最深的
是，一个少年从14岁首次作案开
始，到16岁的两年间，犯案90多
次。由于作案时未达刑事责任
年龄，这个少年不认错、不服错，
反而认为年龄小是逍遥法外的
倚仗。

事实上，这些“问题少年”并
非无可救药，抓小抓早、有效矫
正是悬崖勒马的关键。2019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加强专门学校建设
和专门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
提出加强和改进专门学校和专
门教育。

为“问题少年”感到头疼的

东莞，似乎找到了解药。2019年
8月，东莞市政府成立了东莞市
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确定了由
东莞市教育局和公安局作为“双
主体”，共同建设管理这所学校。

在学校的校园文化墙上，醒
目地写着“师教育”“警护航”的
宣传语。民警和老师共同担起
了教育“问题少年”的职责。学
校全封闭管理、全年无休，民警、
老师24小时值班陪护。

“赏识教育”点化“顽石”

皮肤黝黑、满是文身的小
都，曾经是学校里出名的“刺头”。
14岁那年，小都因为多次打架被
当地学校开除了，那时他才读到
小学三年级。辍学的两年间，他
过着“有钱就花，没钱就偷”的日
子，也多次因为盗窃被抓。

今年6月，小都偷了便利店
四五条烟和三百元现金，被警察
抓住了。和以往不一样的是，他
没有被放走，而是送到了启航
学校。

在这所专门学校里，每个班
人数不超过20人，会配备教学老
师和民警。办学规模控制在200
名学生左右，目前在校生58人。

启航学校配备有多功能教
室、心灵瑜伽中心、法治教育中
心、文体活动中心、科技创客中
心等，功能室齐全。但是，它的
教学内容很特别，由学校老师自
己设计了15本教材。

尹兴河介绍说，这里的学员
随时来随时走，具有学生不固
定，基础不统一等特点，因此，专
门学校的课程不能套用传统教
材，要设计出一套随时能来上，
上课能听懂的教材，每节课的内
容彼此独立。

记者看到，学校里的教学内
容五花八门，有法律与道德、军
体训练、应用文写作等，紧扣生
活所需。在这里老师只讲10分
钟课，剩下的用体验式、情景式
教学的方式来输入，注重学以致
用的实效。

在这里，曾经满口脏话的小
都，认识了很多字，还会主动拿
起书本读书。

“这里的孩子也很单纯。”曾
在西藏支教5年、如今来到启航
学校教书的青年教师席华敏告
诉记者，许多“问题少年”来自

“问题家庭”，像小都，父亲坐牢、
母亲在外打工，早早辍学步入社

会，教育缺失，周遭环境又复杂，
还没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往往一
念之差就会走上歧路。

席华敏会尽可能地从孩子
身上寻找闪光点，让他们得到认
可，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发现小
都擅长叠被子，能叠出整整齐齐
的“豆腐块”，席华敏为学生们举
办了叠被子大赛，小都不出意外
拿到了冠军。

“没想到第一名是我，还是
第一次听到有人夸我。”小都有
些害羞。难管的“刺头”从此开
始收敛心性。

德育教育也必不可少。老
师们会通过讲授课文、播放视
频，提升孩子们的思想认识。“孩
子们并非顽石一块，看了教师的
故事，会慢慢安静下来，眼眶变
得湿润。”席华敏说。

此外，下午和周末的时间基
本上是素质拓展教学，学生可以
按照兴趣自由选课，篮球、武术、
美术、心理剧、象棋、吉他弹唱
等，通过这些特色课程，重建学
生的健康生活爱好，以及正常的
社会交际能力。

“刚开始，我不相信有这样
的学校，盗窃手机的小孩，怎么
能到学校里读书呢？”看到学校
的生活保障和学习氛围，深圳的
麦女士终于放心了。“我们教也
不听，打也不听，在这里反倒学
好了，烟也戒了，希望学习时间
可以更长一些，我还不想让他这
么快出去。”

有效矫治打开心结

“过去，如果我死在路边，他
看都不会看我一眼。现在见到
我会哭，他知道错了。”从广东省
江门市赶来看孩子的周女士，眼
眶里的泪水在打转。她的孩子
因为盗窃电动车被送到了这所
学校来。在这里，孩子的变化令
她惊喜。

来到启航学校的少年，都有
行为偏差，他们不懂法、不识法，
容易受到社会不良分子鼓动。
在启航学校的校园生活中，有效
矫治是最重要的课题。

这里的矫治主要分为三大
块，一是科任老师的普法教育，
二是教导警官的针对性教育，三
是心理老师的心理疏导。

因为醉酒打架来到启航学
校的云山，经过半个月的学习，
牢牢地记住了老师说的一句话

“打赢了坐牢，打输了住院”，坦
言自己清楚地意识到，和从前那
些“哥儿们”混在一起的危害。

启航分校法治副校长杨家
伟说，入学时只有教导警官和心
理老师知道孩子们具体犯了什
么事，目的是撕掉孩子身上的标
签，避免其他老师先入为主，影
响了对学生的教育转化。

“警官会对孩子们的具体案
情做针对性教育分析，为什么会
错，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在学校
的行为表现等，从震慑的角度敲
打孩子们知法纠错。”杨家伟说。

一旦发现孩子的行为出现
偏差，说脏话或是动手打人，不
管是民警还是老师，都要第一时
间制止，纠正不良行为。

同时，心理老师会根据学生
们的真实遭遇编写剧本，让学生
们尽情发挥表演心理剧，在不同
的角色扮演中认清犯罪事实、手
法和内心活动。

启航分校心理老师李洋说，
要让这些孩子认识罪错，纠正行
为习惯和思想认识偏差，就要充
分了解孩子的家庭问题和内心
情况。通过专业的心理疏导，老
师努力建立与孩子们的信任关
系，帮助他们整理过往，和过去
的自己和解，向周围人打开心结。

在启航学校教育矫正的经
历，并不会被记录到孩子们的档
案中，它用一种庇护的方式护送
孩子们正常回归社会。

杨家伟说，如果学生在东莞
有学籍，教育部门会发函给原学
籍学校，说明情况，要求学校保
留学籍。符合条件的学生，仍可
以正常报名参加中考、高考。

但大部分的孩子没有在东
莞上学，出了启航的校门，又直
接进入社会。尹兴河对这些缺
少生存技能和家庭照顾的孩子
们很是担忧，他说学校正在考虑
和东莞的一些企业合作，在学生
离开后能进入工厂学习技能，掌
握生存的本领，让他们更顺利地
回归社会。

尚待分级矫治 防止再入歧途

今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
案）》进行二次审议期间，提出对
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
行专门教育。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苑宁
宁认为，目前地方的探索，总体

上符合专门教育的规律，但仍有
一些制度设计有待精细化，特别
是要坚持专门教育不是拘禁措
施的办学方向。

如何处置触犯刑法却未达
刑事责任年龄的低龄未成年人，
一直是社会治理中的难点。苑宁
宁认为，对于这部分未成年人，可
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危害社
会的非暴力行为，比如盗窃等；另
一种是严重危害社会的暴力行
为，比如故意杀人、强奸等。二者
最大的区别在于心理行为偏常程
度不同，人身危险性不同。前者
可以依照法定程序送专门学校，
后者则需要有效纠正、矫治心理
行为，避免形成犯罪人格，防止他
们再次危害社会。

“这是一项难度高、挑战大
的工作，需要专业力量的介入，
采取足够强度的、系统的、持续
的辅导和干预。”苑宁宁说，为保
障这些工作顺利开展，客观上需
要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进行，
这已经超出了专门学校的能力
范围和办学宗旨。

记者采访了解到，启航学校
接收的罪错未成年人以盗窃行
为为主，还有抢劫、强奸、纵火、
故意伤害、聚众斗殴、非法拘禁、
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
会副会长姚建龙认为，目前《修
订草案》对于专门教育措施的规
定，仍然太过粗糙，建议对专门
教育措施进行分级，入学条件、
适用对象、执行场所差别化。

苑宁宁建议，专门学校主要
教育矫治轻微违法犯罪未成年
人的心理行为偏常；另外设立专
门教养制度，针对不满十四周岁
有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
或死亡、强奸、抢劫等严重暴力
行为的未成年人，设置司法化的
决定程序，配备专业人员和专门
场所。

由于当前未成年人司法制
度的顶层设计尚未完善，专门学
校作为新生事物，办学模式、管
理制度还需进一步科学化、精细
化。苑宁宁建议，在专门学校的
下一步建设中，可引入专业的心
理咨询力量，采取分级分班，对
学生的心理行为进行定期动态
评估，具备条件者可申请离校或
转入普通学校。此外，应允许学
生节假日回家探亲。

据新华每日电讯（文中部分
采访对象为化名）

因偷窃被送入专门学校的第二天，16岁的少年小都悄悄
拆下床上的被单，打算翻越高墙逃跑。还没来得及行动，早已
看穿一切的老师把他带回了宿舍。

等待他的不是一顿训斥，而是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老
师的悉心教导，让他觉得这个学校“也不赖”。

接下来的半个月里，他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认字、看
书、打球，还在叠被子的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

位于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附近的东莞启智学校启航分
校，刚刚成立两个多月，便引来诸多关注。不同于一般学校，
这里招收的是一群特殊的孩子——— 罪错未成年人。这样的公
办学校，不仅在广东是首家，在全国也不多见。

不久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
案）》进行审议期间，提出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
专门教育。特殊的学校，特殊的教育方式，如何将这群特殊的
罪错少年引入正轨？启航学校进行了探索，同时也面临着亟
待解决的困惑。

东莞启智学校启航分校的学生在上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