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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犯罪问题分析
陈丽丽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产业的发展，青少年犯罪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尤其在我国这样的国情
之下，青少年犯罪问题日益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浅析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特点、原因，
提出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青少年犯罪 特点 原因 对策 
［中图分类号］D91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1－0011－02

陈丽丽（1990-），女，甘肃定西人，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宪法与行政法。

近些年来，由于家庭、社会和学校等各方面的原因，青

少年犯罪也不断呈上升趋势。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不能对

其犯罪听之任之，我们国家通过媒体舆论和法律等方面的力

量来打击和预防青少年犯罪，控制其犯罪率上升，这也成了

我国社会各界的当务之急。青少年是民族的希望，用立法的

手段来保护其合法权益也成了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重要目标之一。

一、青少年犯罪的特点 
（一）犯罪年龄小且趋于低龄化 

从整体来看，近些年来青少年犯罪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

趋势，18岁以下的青少年犯罪人数在逐年增加，14-16周岁的

未成年人受到刑事处罚的人数也在逐渐增多，在不满14周岁

的犯罪未成年人中不受刑事处罚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在有

些地区甚至10岁左右的孩子就已经走上了犯罪的不归之路。

（二）犯罪青少年的文化水平低

由于低文化水平的青少年接受的教育较少，考虑问题不

够成熟，不够全面，容易有冲动和极端的想法，通常会认为

只有武力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从近些年的犯罪案件中

可以看出大多数被告的文化水平都较低，并且此类案件也在

逐年增加。某基层法院审结的青少年案件显示出青少年犯罪

嫌疑人文化水平在高中以下的占有比例高达85%。

（三）易形成团伙进行犯罪活动 

从心理上和生理上的成长特点来看青少年正处在“哥们

义气”强烈的年龄阶段，这个阶段的孩子会觉得他们之间的

友谊是最为宝贵的，不允许别人对自己的“哥们”有任何伤

害。[1]有些青少年在学校就会结成几派去打群架，有的甚至

会与社会上的不良少年群殴，严重者则构成团伙犯罪，他们

在冲动的情绪之下很容易在团伙犯罪中冒险造成大案或是恶

性案件。

（四）犯罪形式多样且日渐先进和智能

目前，在我国青少年犯罪中，青少年所犯罪行的类型越

来越多，涉及范围也越来越广，一些孩子甚至会利用手机、

网络和电视视频学习其中的犯罪手段和方式。[2]有些青少年

在手段熟练的情况下就会将传统的和智能的犯罪方式结合起

来形成新型的犯罪方式来逃避侦查人员的侦查。

二、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1.社会原因

近些年，我国各大城市都在迅猛发展，而有一部分青少

年过早辍学，去一些较大的城市打工。有些农村的孩子到了

大城市不适应，很难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些青少年禁不

住诱惑，在一些不良成年人的引诱下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有

些也是迫于生活压力。而青少年正处于好攀比好讲排场的年

龄阶段，出门在外别人都比自己穿的好吃的好，就会觉得自

己很失面子，在没有生活来源的时候就会去偷去抢。其次，

许多无序流动的青少年进城打工，造成了大范围的失业现

象，他们见识少，易滋事，这样就容易滋生各种违法犯罪活

动。[3]最后，社会和文化都在不断发展变化，有些青少年不

能很好地吸收优良的文化知识，而会摄入一些不良的文化信

息，一些青少年涉足不良领域，也会促使其走上违法犯罪的

不归之路。　　

2.学校教育方面的原因 

（1）学校只追求升学率的错误教学思路。在社会发展

的要求下，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但迫于升学的压力，学

校只顾应试教育，只注重学生的书本知识，而忽略了学生的

素质教育，学生不能在德智体美各方面全面而很好地发展。

同时，一些老师也不去跟学生好好交流，只会命令式地要求

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完成作业，这样，学生就有了逆反心理，

久而久之，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导致学生厌学。还有的

老师只照顾学习好的学生而忽略学习差的学生，导致差生更

差，最后辍学。[4]

（2）青春期课程得不到重视。青少年正处于青春期，

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有了一定的变化，他们对于这些变化都会

充满好奇，如果学校不能及时和正确地开设这类课程，学生

就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做出一些违法犯罪活动。多数学校虽

然开设有关青春期和性教育方面的课程，但是往往作为最为

次要的课程被忽略，在一些贫困地区这种情况更为突出。

（3）学校管理不得当和老师引导不到位。在青少年的

生活环境中，学校占了大多数，学校是学生生活的主要场

所，所以学校的管理是至关重要的。学校要有合理的管理方

式，营造良好的学习气氛，给学生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的

环境。在青少年的生活和学习过程中，老师扮演着非常重要

的角色，要时刻观察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变化，正确引导学

生。

3.家庭原因 

家庭对青少年的成长和发育起着潜移默化作用，一个良

好和睦的家庭对孩子的成长起着正面的作用，相反，不良的

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有相当大的负面影响。[5]据调查，近

三年我国的离婚率增长43%，随之，我国青少年犯罪率也在

上升。家长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他们

的言行举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孩子的成长。有的家长在平

时的生活中就有不良的习惯，比如有的家长有家庭暴力，有

的家长则经常酗酒赌博，夫妻感情不和，对孩子的关心不够

等都对孩子的成长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近些年还有一个重要

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留守儿童越来越多，这些儿童没人

（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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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和管教，就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所以家长要从自我的

生活习惯和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出发来教育孩子。

（二）内部原因 

1.求知欲极为强烈

青少年正处于对任何事物都充满好奇的阶段，但是他们

的社会阅历浅，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弱，对有些稍微复杂的

事物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6]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会自

我尝试，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走上犯罪的道路。

2.盲目跟从和寻求刺激

有些青少年犯罪只是为了寻求刺激而盲目跟随别人，在

犯罪同伙的引诱下，为了寻求刺激，盲目地跟随着其他成员

做事，并没有明确的犯罪目的和动机。

3.报复和逆反情绪的促使

青少年总是会意气用事，做任何事都不会经过深思熟

虑，再者从生理角度讲，青少年时期是逆反心理最强烈的时

期。不管是自己还是自己的“哥们”，只要有人得罪他们，

他们就会有不肯轻易放过别人的想法，情绪很容易激动，报

复了才觉得“不吃亏”，这些都会造成青少年违法犯罪频率

的日益上升。

三、青少年犯罪的对策建议 
（一）改善家庭环境，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父母要从自己的一言一行来引

导孩子，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要随时跟孩子沟通，引导他们

做出正确的判断。一个健康和和睦的家庭是孩子成长必不可

少的条件，所以家长要时刻改善家庭环境，给孩子的成长营

造良好的学习和成长氛围。[7]

（二）改善学校和社会的教育环境，打造健康的教育生态

学校和社会是青少年接触的最为重要的两个环境，对青少

年的行为起着很重要的引导作用，学校的管理模式和老师的指

导都要合理，才会对学生的成长起到正面的作用。而社会是大

环境，青少年接触到的健康的社会事物会引导他们的身心健康

地发展。[8]在他们的这个年龄段就要接触他们该接触的文化知

识，在学校附近不宜开设网吧、酒吧和带有色情的娱乐场所，

努力营造积极、健康、文明、有序的社会环境。

（三）加强青少年自身素质的培养 

青少年在受到良好的教育之后应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努力在德智体美各方面都有良好的发展，参加学校组织的各

种活动，加强锻炼，争取在长大后为国家和社会多做贡献。

总之，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关乎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切身

利益，所以要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就要求学校家庭

和社会密切配合，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避

免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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