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有了“心”药方
本市首个少年审判心理咨询室在浦东新区法院建成———

新民网!!!!"#$%&'%"(%)))*+小时读者热线 ,-..//)!!!!01&2'3!!"#$4!#567(8&7(%! !责任编辑 顾 玥 视觉设计 窦云阳

!"!"年 %月 &'日 星期一
本报政法部新闻编辑部主编 每周一出版 总第 (%期

9:;23<=>>2'?@<A::B3C A!"
!"#$

特约通讯员 严剑漪 本报记者 宋宁华

今年 1月 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及与之配套的
司法解释正式同步实施。新刑诉法专章
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特别程序，
而且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对未成年
人刑事案件，人民法院根据情况，可对未
成年被告人进行心理疏导；经未成年被
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也可以对未
成年被告人进行心理测评。

今年1月4日，上海法院系统首个
少年审判心理咨询室在浦东新区法院建
成并投入使用。心理疏导、心理测评，这
些在心理学上才会使用的专业术语出现
在了司法实践中，效果如何？

! ! ! ! !"岁的晓伟!化名"长得不高，一说话就会脸红。初
中毕业后，晓伟认识了一群“江湖哥们儿”。#$!!年 %月，
晓伟被哥们儿拉去打群架。一阵疯狂后，晓伟被检察机
关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为了更多地了解晓伟的犯罪原因和认罪悔罪的态
度，主审此案的少年庭法官万秀华在开庭前提审了晓
伟。“在看守所的 &个多月中，我整晚睡不着，很想爸爸
妈妈……很后悔，不知道自己以后该怎么办，万一他们
都不要我……”晓伟流泪了。然而，面对法官的提问，晓
伟欲言又止。
“看得出，这个孩子很后悔自己做的事，心里有很多

话，但不愿说。”万秀华立即将晓伟的情况向少年庭庭长
夏燕华作了汇报。少年庭经过慎重讨论，决定对晓伟启
动心理干预机制，希望借助专业力量让晓伟把心里的话
倾吐出来，有的放矢地给予帮助。

心理咨询师孙嘉仪在万秀华的陪同下翻阅了案卷
材料，然后给晓伟做了一次咨询。
“晓伟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争吵，而且长

期分居，只因为儿子的强烈反对，夫妻俩才一直没有离
婚。”当孙嘉仪问及晓伟的家庭和父母情况时，晓伟的回
答非常简短而且重复———“还好，没什么。”从一名专业
咨询师的角度来看，晓伟的只字片语暗示着他在回避深
入交流，他越是不愿意说，越表明家庭、父母对他产生的
影响有多大。
“近来想家吗？”孙嘉仪问了一句，晓伟顿时哭了。
两天后，咨询师向少年庭提交了一份心理评估报

告，报告写明：“晓伟较为自卑、内心压抑，易盲从，自控
能力较弱。父母的婚姻状况对他影响很大，他内心渴望
父母关爱不得，转向对同伴的依赖。”
过了一段时间，晓伟的案子正式开庭。开庭前，孙嘉

仪与晓伟的父母做了一次面询。
“一见面就知道这孩子的问题都出在父母身上。”穿

着时髦的母亲与不善言语的父亲之间冷言相对，丈夫责
怪妻子只知道搓麻将，平时用钱打发孩子，并不真正关注
孩子的内心世界，妻子则埋怨丈夫关心家庭太少。

那次面询后，孙嘉仪向法院出具了第二份关于晓伟
父母的心理评估报告：“当事人的父母并没有真正从这
一事件中学会反思：父母该如何学习正确爱孩子。”

两天后，浦东新区法院少年庭对晓伟寻衅滋事案作
出一审判决：判处晓伟拘役 '个月，缓刑 '个月。
听到法院的判决，晓伟流泪了。宣判后，孙嘉仪对晓

伟及其父母再次做了心理辅导，引导晓伟以积极的心态
面对今后的生活；对晓伟的父母，咨询师则着重指出他
们的教养模式带来的危害，提出了改善亲子关系或完善
家庭教养方式的建议和措施。咨询师与法官还为晓伟制
订了一个“一月一访”的心理矫正方案，并要求晓伟父母
每次陪同儿子一起参与，由咨询师对这个家庭开展系统
咨询。

没多久，晓伟找到了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心理
干预，对于探知这些孩子的真实想法、对症施方、逐步疏
导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万秀华感叹。

! ! ! !心理学试验证明#温暖与社会融入感之

间的联系是人们在生命早期阶段就形成的#

孩子幼年时期受到父母拥抱的多少#直接涉

及他!她"以后心灵上的归属感和身体上的

温暖感$ 少年审判中接触到的孩子#某种意

义上说#正是一些曾经落单的%受伤孩子&$

在审判中引入心理干预机制是一项探

索# 也是法学与心理学发挥正能量叠加效

应的融合$ 浦东新区法院少年庭运用心理

咨询技术# 在与当事人及他们的监护人的

交谈中建立信任关系# 对涉少案件的当事

人' 法官及案件的审判结果具有非常重要

的积极作用$

心理干预是一个专业性极强' 需要耗

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工作# 法院的心理干

预运行机制还需要不断完善$ 因此建议(

第一#建章立制#让操作有章可循$结合

我国各省市法院的心理干预机制做法#积极

探索制定一套简便可行的操作规则和管理

机制非常重要#也是让心理干预得以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这可能涉及到咨询师的权利义

务设置'评估报告的规范性等内容$

第二#心理测试#把握个体差异$ 作为

心理咨询的测评手段# 浦东新区法院引进

了心理测评软件# 建议将心理测评作为心

理访谈的前置程序# 心理测评的方式也不

局限于心理量表的测试# 还可以包括其他

辅助手段$

华东理工大学 ()*学院心理学副教
授 胡娟

! ! ! !少年审判是项特殊的工作，浦东新区
法院副院长孙磊对此深有感触：“浦东新区
法院少年庭成立于 &$!$年 +月 +日，作为
上海法院系统中‘最年轻’的少年庭，浦东
新区法院少年庭所承担的案件量却占上海
基层少年庭收案总量的约 '$,。如何利用
有限的审判资源妥善有效地解决各类涉少
案件？”
“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些案子里显现的

是一群有特殊成长经历的孩子。对他们而

言，需要的不仅仅是案件本身的公正审理，
更是案件背后的受损心理修复、健康心态
重构及家庭环境改观。”孙磊说。
这些想法催生了少年庭探索并引入心

理干预机制。#$--年，在大量前期调研的
基础上，浦东新区法院少年庭选择了一种
“内外兼修”的模式：一方面，少年庭与上海
市专业心理咨询机构开展合作；另一方面，
灵活运用市高院聘任的法院内部 '名已经
具备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的法官担任

心理辅导员，协助咨询师进行测评分析，做
好跟踪记录；同时，少年庭未雨绸缪，注意
培养具有心理学素养的法官，让庭里的 '

名法官报名参加了市高院组织的上海市专
业咨询师的专项培训。

&$--年 .月，少年审判心理干预机制
试点推行，它包括了开展心理测评、心理疏
导、心理评估、心理矫治等多项工作。试点
期间，上海心理咨询行业协会下属知音心
理咨询中心派出了 /名专职心理咨询师主
导心理干预活动。

! ! ! !“心理干预机制如同一张心理处方，搭
脉问题家庭与问题孩子的病情，科学测绘
病情成因。”孙磊告诉笔者，试运行一年中，
心理干预机制除全程贯穿涉少刑事案件庭
前调查、庭后教育、回访帮教环节外，还运
用于民事案件调解导引、判后释明等阶段。
截至 #$-#年 -#月，该院少年庭已对 -0件
%#人（刑事案件 "件、民事案件 --件）作
心理干预，开展心理访谈 '$次、心理测评
#.次。这些措施对于涉案未成年人及其家
庭有很好的“缓冲作用”，达到了少年庭最
初预设的心理调适、辅导矫治之初衷。
孙磊发现，在对青少年刑事案的干预

中，这些“问题孩子”的父母在孩子成长过

程中几乎都是缺位的，很多家长不懂得如
何跟孩子正确交流，不理解青春期孩子的
特点，教养方式或放任或粗暴。
于是，除了帮助孩子，有效引导父母改

变教养模式成为了解决孩子心理问题的当
务之急。有了晓伟一案的启迪，#$--年末，
少年庭正式引入“家庭治疗”干预方法，以
家庭为单位开展整体心理治疗，一揽子解
决涉少案件中各个家庭成员的心理问题，
促进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互理解、认同、接
纳，从而以家庭系统的“整体改变”促成“问
题孩子”的彻底改变。
“我们共试点了 .例，然后将家庭治疗

模式的效果与单独就未成年人进行干预相

比，发现效果更为明显持久。”夏燕华说。
#$-#年 -月，浦东新区法院少年庭与

上海市知音心理咨询中心签订合作协议，
进一步规范合作模式、工作程序；同时，庭
内还配套制订了《少年审判心理干预机制
实施意见》，确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心理
干预委托、启动、个案干预、报告提交等工
作程序。

#$-#年 +月，浦东新区法院少年庭运
用心理学原理拍摄了一部名为《点亮爱的
希望》的庭前教育片。它主要针对抚养类民
事案件所用，由于它不同于传统说教的教
育片，而是运用了案例、数字、心理专家论
述等多种形式，不少当事人的父母在看完
片子后流泪满面，矛盾冲突的案件得到了
有效化解。

! ! ! !今年 -月 '日，上海法院系统首个少
年审判心理咨询室在浦东新区法院建成
并投入使用。这间叫做“秋日私语”的咨询
室，不仅布局现代、简约，还配备了一套国
内较为先进的测评系统及相应的软硬件
设施。
夏燕华透露，经过一段时间试运行后，

心理干预机制在运行中也碰到过一些“绊
脚石”。由于很多人平时对心理学了解得不
多，一些父母一听到心理咨询就联想成“心
理疾病”，认为接受心理干预就是变相承认
自己有了心理“毛病”，所以坚决不同意接
受心理干预活动。还有一些当事人害怕心
理干预会透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可能会对

自己不利，于是顾虑重重，错过了心理干预
的最佳时期。
夏燕华介绍，启动心理干预必须坚持

自愿原则，能否成功启动个案心理干预，决
定权在于涉案父母。法定代理人拒绝接受
心理咨询，是否可以代表未成年人的真实
意愿？如何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出发来
运用心理干预技术？这些在今后的司法实
践中仍需要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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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 心理学与法学交融的“正能量”

斗殴少年心理评估
!

有的放矢引入“良医”
#

“心灵处方”效果显著
"

运行中碰上“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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