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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职教育是一个让人略
感陌生的词汇，指的是对家
长进行的如何成为一个合格
称职好家长的专门教育，简
单说就是教家长怎么当家
长。强制亲职教育，则是国
家强制涉罪未成年人或未成
年被害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接受专业的教育指导，目
的不仅仅在于提升父母教养
子女的技巧和能力，更在于
以国家强制力督促不合格父
母切实履行监护教育职责。
今年省检察院和省妇联下发
《关于联合开展亲职教育工
作的实施意见》，对通过案件
发现的失职父母们，要求接
受国家强制力和社会力量合
力推动的“回炉”再造，实现
从不合格家长到合格家长的
转变。新吴区检察院联合区
妇联等部门联合出台的《关
于共同推动妇女儿童权益保

护工作的意见》中，对于一些
家庭监护主体责任缺位的问
题家长，明确提出了亲职教
育机制。

为人父母难免有做得不
到位之处，但问题父母会影
响孩子健康成长，甚至给子
女一生留下伤痕。“问题父母
有可能会侵害孩子，同时可
能因为管教不当，导致孩子
在未成年时走上违法犯罪道
路。”师夏表示，发现问题父
母后，要联合妇联等部门和
一些专业社会组织，对父母
做强制的亲职教育。待亲职
教育结束后，检察机关可以
对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进行回访，重点了解未成
年人监护抚养状况有无改
善、亲子关系是否得以修复
等情况，来有效和长效保护
未成年人权益。

（晚报记者 念楼）

他失手重伤儿子，多方合力修复亲情裂痕——

亲职教育让问题父母“回炉”
近日，新吴区检察院举行了一场不公开听证会。经过几个月的亲职教育和监护考察，检察机关综

合各方意见，决定对一起父亲过失致儿子重伤案相对不起诉。曾经，这个家庭亲子关系矛盾丛生，如

今，亲情裂痕逐渐修复。

3月下旬，正值疫情期间，新吴区检察
院第三检察部主任师夏接到区妇联一个
电话，说接到医院的报告发现有个父亲
把 14岁儿子打伤，儿子进了重症监护
室。妇联接报后将线索移交警方，同时
报告给了检察机关。

父亲张伟（化名）是主动投案的，他
说疫情期间学校让孩子在家上网课，孩
子功课有些松懈。事发当晚，他回家看
见儿子小宁（化名）在玩手机，没写网课
作业，顿时就生气了。父子俩发生了激
烈争吵，张伟随手拎起塑料凳砸向小宁，
小宁躲避不及被砸中了脑袋。小宁跑出
了家门，十分钟后张伟冷静下来，感到很
后悔，便出门去找小宁，可找了一圈没找
到。约二十分钟后小宁捂着头回来，说
头很疼。张伟赶紧带小宁去医院检查，

由于慌里慌张，第一次忘记戴口罩，回家
取了口罩又发现忘记带医保卡，直到第
三次才看上病。结果，拍完片子医生说
小宁颅内出血，必须马上动开颅手术，张
伟当场就傻了。后来他在医院守了儿子
一个多月，肠子都悔青了。

所幸手术和治疗都很顺利，事后小
宁补充了一些当天的情况。小宁说其
实把作业写好了，父亲回家后一直唠叨
让他很烦，所以故意说没做完。父亲生
气地骂了他，还说再不写完妈妈回家后
会教训他，这让小宁更烦躁了，因为自
己一周前刚为了功课的事情挨过训，当
时父亲站在一边不帮忙，他本就在生父
亲的气。被凳子砸到后，他坐在楼梯
间，看着父亲出门找他，后来头痛得厉
害才回家。

不起诉决定作出了，帮教
工作仍在继续。回忆近半年
来的帮教，乐助社工事务所社
工田文静感慨万千，她说这个
家庭具有一定代表性，能给不
少家庭的教育方式带来启示。

“插手别人家务事”并非
易事，帮教一开始遭遇过难
题。有一次张伟打电话求助，
说小宁发起了暴脾气。田文
静把小宁和父亲都带去做心
理咨询。几次咨询之后，小宁
敞开心扉，说小时候很喜欢父
母，可长大后发现与父母沟通
吃力。他们不听解释，母亲连
衣服都不给他自己挑选，什么
事情都要管，而且不允许他顶
嘴。父亲虽然亲近，可常责备
他，有时说话很伤人自尊。父
母吵架从不避着他，几乎都是
为了他的学习争吵，小宁觉得
自己做什么都不能让父母满
意，为此很烦恼，也羡慕别人
家其乐融融的样子。另一边，
小宁母亲起初对帮教带有抵
触情绪，田文静几次邀她参加
家庭、教育等咨询课程，都被
她以“工作忙”“身体不适”等
理由推托掉。之后一个深夜，
田文静给小宁母亲发了段语
重心长的留言，表示希望帮助
她释放压力，改善家庭氛围，
对方终于动容了。

在田文静看来，小宁家是
“虎妈猫爸”模式，妈妈很强
势，爸爸缺少一定担当。不过
社会上不乏女强男弱的搭配，
有的家庭照样相处和谐，为何
小宁家出现关系失衡呢？“这
是一个指责型家庭，父母子女
之间一味互相指责，看不到对
方的优点，放大对方的缺点，
都觉得自己委屈。”小宁在外
人眼中是个白白净净、学习不
错的男孩，他开始进入青春
期，正处于敏感阶段。然而家
庭氛围剑拔弩张，家人之间争
着没有必要的输赢，缺乏润滑
缓冲，日积月累就容易“出事
情”。田文静说，接触中发现
这个家庭其实是有爱的，包括
父亲体谅母亲工作的辛苦，儿
子不在家时母亲担心他吃不
好睡不好，父亲来检察院时，
本无需在场的母亲却一直坚
持陪着……但他们没有用正
确的方式表达感情。田文静
认为，即使是亲子关系，指责
型沟通也会让人误解、让人想
逃离，爱需要正向表达出来。
希望通过这段经历，让这个家
庭每位成员转变态度，优化互
动模式。最新一次走访中，检
察官发现随着家庭氛围改善，
小宁变得乖巧懂事，学习成绩
也提高了。

亲子情感需要正向表达

思 考

亲职教育引导家长正确监护

举 措

因为网课作业，初中生被打进手术室

小宁的伤势经法医鉴定构成重伤二
级，张伟涉嫌过失致人重伤罪，按法律应
追究刑事责任。检察官了解到，平时都
是张伟照顾小宁生活起居，承担了主要
的监护职责。此前他没有过殴打、家暴
情形，事发后也非常后悔。“一旦父亲受
刑事处罚，那么监管职责会受限，更重要
的是，父亲若留下前科，会给孩子将来读
书、就业都造成负面影响。”承办检察官
陆甜甜说。这起案件在事发场合、事发
原因、双方身份关系等方面都具有特殊
性，能不能给这个后悔的父亲一次机会

呢？
带着这些思考，师夏与区妇联多次会

商，将小宁一家纳入该区“一路童行”儿童
保护项目。组建由心理咨询师、专业社工
组成的团队，对小宁开展心理疏导，对小
宁的父母开展亲职教育，由社工组织制定
个性化帮教方案，对这个家庭开展系统帮
教介入，重塑家庭关系。检察机关探索建
立监护考察制度，对张伟设置监护考察
期，签订监护考察协议、监护人保证书，督
促他修正教育方式方法，根据考察期的表
现再作出相应决定。

专业团队介入问题家庭系统帮教

一份不起诉决定书保住了家庭的完整

经半年多的各方努力，原本激烈的家
庭关系趋于缓和，亲子关系得到改善。检
察官向小宁征求意见时，小宁为父亲求
情，说父亲当时不是故意的，自己早已原
谅父亲，不希望父亲坐牢。陆甜甜表示，
张伟在案发后自首，又是初犯、偶犯，案
发后他积极救治小宁，取得了小宁的谅
解，这些都是法定、酌定的从轻处罚情
节。

为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检察机关举行
了不公开听证会。经评议，听证员认为案

件发生在家庭内部，是父亲管教子女导
致，客观上方法失当，但含有教子心切的
成分，主观恶性相对较轻。几名听证员一
致认为完整的家庭对孩子成长很重要，赞
同检察机关拟做出的决定。听证会现场
也变成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考虑到小
宁8岁前在老家生活，与父母共同居住时
间不长，为了孩子将来的成长，听证员对
后续教育方式给出了建议。随后，新吴区
检察院做出了决定，对张伟宣告相对不起
诉，并交给他一份沉甸甸的训诫词。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