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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犯罪心理浅析

邓焕琼

(西昌学院
,

四川 西昌 6 15 0 13 )

【摘 要】青少年犯罪心 理是青少年时期青少年的生理
、

心理发展及社会化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引起

的
。

青少年时期生理发育与心理发展之 间的矛盾
、

心理活动本身各部分之 间的矛盾以及心理发展与客观

现实之间的矛盾的产生及其相互作用
,

是青少年产生犯罪心理 的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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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
,

是跨世纪的接班人
。

青

少年的犯罪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

也是困

扰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部门的一个难题
,

同时也

是维护社会稳定
、

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

为经

济
、

政治
、

文化等各方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的重要

课题之一
。

分析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

特点
,

寻觅预

防青少年犯罪的对策
,

是一项功在当代
、

利在千秋

的事情
。

为了减少青少年犯罪
,

正确引导和帮助青少年

学生健康成长
,

必须对青少年复杂的犯罪心理进行

分析和探索
。

青少年犯罪心理是由青少年时期生

理
、

心理发展及社会化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引起的
。

从年龄
、

生理发育和心理发展方面来看
,

青少年时

期是从儿童向成人过渡的时期
,

处在这个年龄阶段

的青少年生理上发生了急剧而显著的变化
,

而其心理

水平的提高相对缓慢
,

缺乏合理调节和支配自己活动

的能力
,

青少年时期生理发育与心理发展之间的矛

盾
、

心理活动本身各部分之间的矛盾
、

心理发展与

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青少年的需求与不能满足

需求之间矛盾的产生及其相互作用
,

是青少年产生

犯罪心理的重要原因
。

变
” ,

即身体外形 的剧烈变化
,

体内机能的迅速

健全
,

性器官和性机能的发育成熟
,

特别是中枢

神经系统的发展更为青少年心理发展提供了物质

基础
。

但是
,

青少年的生理发育和心理发展之间

并不同步
,

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
,

青少年生理机

能迅速发育
,

体质体能迅速增强
,

生机勃勃
,

但其

心理发展水平即大脑
、

中枢神经系统对活动的支

配和调节能力相对较弱
,

所以两者的矛盾常常表

现为过剩的精力用之不当
,

特别是在不 良诱因影

响下
,

在精神空虚时
,

会用之于暴力性违法犯

罪
,

如酗酒引发打架斗殴
、

强奸等
。

2 0 05 年
,

某

学院刚人学的新生
,

违反校纪校规
,

因酗酒与在

校 的高年级学生发生了 口角而冲撞起来
,

最后被

杀伤
,

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

进校仅一个星期的时

间
,

一个年轻的生命就消失了
,

这是多么惨痛的

教训啊 !

二
、

内部心理诸要素发展的不平衡

一
、

生理发育与心理发展的矛盾

青少年时期生理上发生 了急剧的显著变化
,

有人曾把青春发育期的生理变化归纳为
“

三大巨

一个人的内部心理诸要素包括认识水平
、

情

感水平
、

独立意向以及行为发展水平等
,

也可 以

用知
、

情
、

意
、

行来概括
。

合理的内部心理诸要

素发展 的不平衡是青少年心理不断成熟
、

不断发

展的内在动力所在
。

但是伴随着不平衡带来的矛

盾的克服
,

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

所以由心

理内部诸要素间的不平衡到平衡
,

可能会促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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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成熟
,

也可能是其走向违法犯罪的开始
。

青少年时期
,

其情感发展的特点表现在情感内

容更加丰富多彩
,

而且也越来越复杂
,

并逐渐形成

高级的情操
。

青少年在情感上表现为活泼
、

热情
、

强烈而不稳定
,

容易急躁
、

激动
、

好感情用事
,

不

善于用意志去控制自己的情感
。

由于情感波动
,

青

少年的意志力也容易摇摆不定缺乏坚持性和 自制

力
。

青少年情感和意志力方面的矛盾
,

如果缺乏正

确的引导
,

就可能用违法犯罪来显示 自己的
“

勇

敢
” 、 “

胆量
”

和
“

英雄行为
” 。

例如
: “

福建五

少年杀死同学并勒索其家长 20 万
” 、

以及
“

浙江

校园暴力升级
:
学生组团买枪对抗黑社会

” 、 “

北

京一青少年为偷钱上网将奶奶砍死爷爷砍成重伤
”

等案例
,

是多么的触目惊心啊 !

的矛盾

三
、

心理发展与客观现实的矛盾

青少年时期心理发展的特殊性以及与外界交往

的特殊形式
,

产生了这一特定时期的心理发展水平

与外界客观现实的激烈冲突
,

这种冲突的表现形式

是多种多样的
。

由于青少年心理发展还不很成熟
,

辨别能力还

很差
,

所以辨别能力与外界影响之间的矛盾就很突

出
,

这样就会导致青少年的社会化缺陷或不完全社

会化
。

在我国
,

外界不 良影响有客观的社会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因素
。

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法制不健

全
、

领导干部的贪污腐败现象
、

文艺作品中的色

情
、

暴力等内容
、

家庭教育方式不当
、

学校教育欠

缺等等
,

都有可能对辨别能力很弱的青少年产生消

极影响
。

浙江省金华市第四中学高二学生 17 岁的

徐力
,

由于母亲吴凤仙不停唠叨他的学习成绩排名

问题
,

因而
,

总觉得母亲给自己压力太大的徐力于

是操起一把铁榔头
,

将母亲杀害
。 ”

好学生徐力杀

母
”

案一度震惊全国
,

最后他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

有期徒刑 巧 年
。

这一案件说明了家庭教育方式的

重要性
,

但同时也显示出社会各环境因素
、

青少年

心理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是何等重要
。

因此
,

在努力

培养青少年辨别是非能力的同时
,

应集中精力
“

净

化社会环境
” 。

如消除电视文艺等作品中的暴力文

化对青少年的刺激
,

反腐倡廉
,

依法治国
,

使不良

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

四
、

青少年的需求与需求不能满足之间

青少年时期与儿童时期相比
,

突出表现为物质

需要更为多方面
,

也更为迫切
。

这是由于其社会

性需要 (交往的需要
、

美的需要
、

自尊的需要和爱

的需要等 ) 显著增加的原因
。

人的需要总是以一定

的方式影响人的心理过程
、

心理状态
、

个性心理特

征和个性意识倾向性
。

如人由于需要的满足或不满

足就会产生肯定的积极的心理状态或否定的消极的

心理状态
。

而这种心理状态又必然
“

外化
”

为一定

的行为活动
。

但是
,

人需求的实现必须在客观现实可能性和

道德
、

法律规范允许的范畴内
。

尽管有些需求是合

理的
,

但由于客观条件不允许
,

或者由于家长
、

教

师
、

和单位领导不去努力或努力不够而未能满足他

们合理或可能实现的需求
。

而有些需求是不合理的

甚至是非道德的
、

非法的
,

这种需求当然要受到各

方面的限制和阻止而不能得到满足
。

心理学研究表明
,

个人需求无论是合理的还是

不合理的
,

如果得不到满足
,

就会产生挫折感
,

这

时
,

个体就可能为满足 自己的需求而不择手段
,

甚

至实施攻击行为
,

或以非法手段满足 日益膨胀的个

人私欲
,

导致违法犯罪
。

抚顺市东湖区一个 n 岁

的小男孩
,

因恼恨母亲缴走自己的压岁钱
,

先是拽

住其母头发挥拳就打
,

后又一刀将其捅死
。

面对警

察盘问
,

小男孩煞有介事地编造了一个个谎言
。

当

谎言被揭穿后
,

小男孩一拍胸脯
,

说道
: “

进去就

进去吧
,

能咋的?
”

对暴力 的麻木和亲情
、

生命的

冷漠到了如此程度
,

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

因此
,

对

青少年的个人需求
,

要区分情况给予正确对待
。

对

合理的应尽量给予满足
,

不能满足的要说明情况
,

做好思想工作 ; 对不合理的需求
,

要坚决阻止
,

但

要讲清道理
,

避免产生挫折感和违法犯罪行为
。

总之
,

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产生通常是由多种消

极因素作为导火线引发的
。

他们自我感觉利益受

损
,

需要不能得到满足
,

于是就产生了不 良心理质变

与消极情绪增值
,

形成了激情违法犯罪动机
。

这时
,

其发展方向有良胜转化和恶性发展两个方面
,

如果

来自外界的积极因素增强
,

其内在的反社会因素相

对弱化
,

违法犯罪心理结构就会受到抑制或消失
,

从

而终止违法犯罪活动
,

反之
,

来自外界的消极因素增

强
,

内在反社会因素强化
,

违法犯罪心理结构得以巩

固和恶性膨胀
,

就会导致违法犯罪行为发生
。

所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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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违法犯罪心理结构发展变化是主体内外诸

因素相互影响
、

相互作用的结果
,

青少年时期生理
、

心理发展及社会化过程中各种矛盾是青少年产生犯

罪心理的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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