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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灵显微镜”打开未成年人心扉
宝山检察院首创涉案未成年人心理评估管理系统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从根本来说， 孩子对于亲情的渴望以及与家庭的联系是

很深的。 在办案和心理辅导过程中， 我们发现即使是看起来很

叛逆的孩子， 他们内心深处也需要父母的关心和爱。” 宝山区人

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陈丽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去年， 宝山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未成年人被侵害案件， 与此

同时， 宝山检察院还研发了“涉案未成年人心理评估管理系统”

（以下简称“评估管理系统”）， 并于今年正式投入使用。 检察官

在对犯罪行为进行依法严惩的同时， 也没有忽视心理因素对未

成年人的影响。 近日， 记者走进宝山检察院， 了解案件背后的

故事。

小李是一名初中生， 一出

生就被养父母领养。 青春期的

她偶然得知自己身世后， 与养

父母关系急剧恶化。 在宝山检

察院未检团队检察官桂燕萍的

介绍中， 记者得知， 小李从

2020 年开始接触网络， 在虚

拟世界中， 她结识了异性网

友， 却错误地将异性网友当作

“情感补偿”， 最终陷入被侵害

的境地。

“小李一直没有户口， 也

没有身份证， 这导致她在得知

自己身世后， 更加缺乏安全感

和归属感。” 桂燕萍告诉记者，

小李在与侵害她的人交往过程

中， 也时常会提到她没有身份

证这件事。 检察机关介入案件

后， 快速与公安部门沟通，

督促小李养父母为小李解决

户口问题并办理身份证， 从

客观上消除她缺乏归属感的

成因。

“孩子不愿回家， 觉得

这孩子和我们疏远了。” 小李

养父母告诉检察官， 小李与

他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双方的心理都发生了一些变

化。

“案发后， 养父母虽多次

劝说， 但总找不对方法， 这让

本就紧张的家庭关系更加恶

化。” 检察官认为， 如果不及

时对小李提供专业心理干预、

改变监护缺失缺位的现状， 她

可能因长期处于情感缺失与监

护真空状态， 而再度陷入风

险。 “我们和法院、 养父母一

起开了一次圆桌会议， 让小李

的养父母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学习青春期沟通技巧与监护法

律义务， 让他们明白自己在孩

子成长过程中肩负的重要责

任， 从而解决他们的家庭教育

和亲子关系修复问题。”

“未成年人的心智、 认知

能力等， 都还没有达到成熟的

水平， 所以这个时候进行心理

干预是有效的； 另一方面， 我

们也看到了很多未成年人之所

以犯罪， 是受到家庭、 社会、

学校各方面的影响， 导致其心

理认知上产生了一定的偏差，

所以对未成年人进行心理干

预、 及时纠偏是有必要的。”

检察官说道。 而评估管理系统

正如一个“心灵显微镜”， 洞

悉未成年人细微的心理变化。

本以为让青春期的少年们

主动敞开心扉不会那么简单，

但多年的办案经验让陈丽莉意

识到， 未成年人也有“诉求”

———他们需要情绪宣泄的出

口。

“孩子其实很需要一个宣

泄情绪的出口。 我们在办案过

程中发现， 每一个孩子都不是

天生叛逆的， 他们的家庭和经

历会对他们实施相应行为有一

定影响。 孩子可能很长时间没

有和父母心平气和地交谈过，

所以这个时候孩子其实很需要

倾诉， 也很需要帮助。” 陈丽

莉说道。

此后， 检察机关为小李联

系了医院进行体检； 指定一位

心理咨询师对她进行长期心

理疏导； 同时， 由区妇联委

托第三方组织， 连续 3 个月

上门指导小李养父母改善亲

子关系……小李在多方的关心

下敞开心扉， 与养父母的关系

逐渐破冰， 并安全返回校园生

活。

“在检察官的主持下， 孩

子有机会把平时不敢说或不愿

意说的话说给父母， 或者说给

检察官、 心理老师听， 并且能

够得到所期待的回应。”

“我从去年开始到现在一

直在跟踪小李进行心理辅导，

辅导过程中， 小李逐渐会主动

跟我沟通自己的近况， 表达自

己对过去、 现在及未来的看

法。 同时， 通过社工的工作，

小李也慢慢放下与养母的对抗

情绪， 甚至会为养母购买新年

礼物， 主动表达关心， 母女关

系也得到了很大的缓和。” 朱

嫣是一名持有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证的专业社工， 她告诉记

者， 已经初中毕业的小李对美

容美发行业产生了浓厚兴趣，

也开始考虑接触职业教育， 为

自己以后的就业寻找途径。

在陈丽莉的介绍中， 记者

了解到， 检察院对涉案未成年

人心理进行干预已有长达二十

多年的探索。 “1997 年， 检

察院和宝山区精神卫生中心建

立了青少年法律心理咨询站，

探索涉案未成年人的思想和行

为纠偏路径； 2016 年， 开始

对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对象

和保护处分对象开展心理团体

辅导， 对未成年被害人开展一

对一心理疏导； 2019 年， 涉

案未成年人心理干预机制建设

被最高检确定为全国未检创新

项目。”

随着评估管理系统的投入

使用， 宝山检察院涉案未成年

人心理干预机制也从 1.0 时代

进入 2.0 时代。 “之前更多地

是针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一对

一心理干预， 随着未检工作的

方向和能力的突破， 心理干预

的对象和模式也有所扩展。” 陈

丽莉告诉记者， 考虑到未成年人

相互影响、 相互模仿， 以及在集

体中需要同辈的认同感和共情，

宝山检察院未检团队开始探索团

体辅导。 “2.0 版本从‘特殊预

防’ 转为‘一般预防’， 从‘预

防再犯’ 转为‘对临界未成年人

的犯罪预防’， 也就是在青少年

实施犯罪之前进行心理干预， 从

而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

评估管理系统不仅能对未成

年人进行心理评估， 还能够对评

估数据进行管理。 “通过评估

后， 系统生成结论， 类似一个分

诊系统， 我们可以发现孩子存在

的问题， 从而采取相应的干预措

施。 另外， 通过对未成年人心理

状况数据的采集、 分析和比对，

我们能够发现未成年人产生心理

问题的趋势， 从而更好地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

“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

过程中， 检察官要考虑很多。

比如对一个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 最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处

理， 尤其是起诉还是不起诉，

或者是相对不诉还是附条件不

起诉， 我们会考虑监督帮教的

必要性和可能性。” 检察官表

示。

对于这样一种方式， 未成

年人是否有抵触情绪呢？ 检察

官坦言： “也许有些孩子刚开

始的时候会有点抵触， 比如当

我们在学校里找一些有比较明

显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做心理

团辅的时候， 有些孩子刚来的

时候会有点‘吊儿郎当’， 但

是在辅导的过程中， 孩子越来

越投入。 因为他们发现检察官

不是在完成任务， 而是真心希

望能够帮助到他们。”

记者了解到， 相比此前的纸

质问卷， 目前， 未成年人通过检

察院提供的电子产品直接进行作

答， 操作界面也更加易被未成年

人接受， 有利于提高评估结果的

准确性。

“‘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

是我们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原

则。 另外， ‘预防也是保护， 惩

治也是挽救’， 心理评估和干预

本身也是我们司法行为的一个辅

助， 所以心理评估干预和司法威

严是不冲突的。” 在采访的最后，

陈丽莉说，“目前， 心理评估的结

果作为检察官办案的辅助工具，

不会直接作为司法处理的依据，

但归根到底，作为未检检察官，我

们希望帮助那些误入歧途的未成

年人实现重启人生的目标。”

女孩得知自己并非亲生
与养父母之间出现“亲情裂缝”

从沉默不语到主动倾诉
让未成年人敞开心扉

“分诊系统”辅助判断涉案成因
更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助力重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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