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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宋昕怡
　　
　　“棍棒教育”再酿惨剧。近日，据媒体公开报
道，浙江杭州年仅9岁的天才围棋少年朱某某，在
受到父亲家暴后跳楼身亡。多名知情人士称，曾
目睹朱某某父亲殴打孩子，“其父亲任何负面情
绪都会化作在孩子身上的施暴”。
  据了解，目前相关部门已经介入，事件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法治日报》记者梳理公开信息发现，这样的
悲剧并非个例。仅今年5月，山东青岛、浙江温州
都发生了父母管教孩子过程中，殴打导致孩子死
亡的案件。
　　受访专家表示，在一些父母的认知中，如何
“管教”孩子是父母的权利也是义务，而以家庭暴
力的方式“过度管教”孩子已涉嫌刑事犯罪。这种
家庭教育中的暴力行为存在一定的隐蔽性，需要
全社会共同抵制。

类似事件屡有发生

　　5月20日，青岛市公安局黄岛分局发布通报
称，5月18日19时许，接黄岛区某医院报警称，一
男孩受伤送医，正在救治。民警到场处置，经初步
调查，5月18日16时许，王某元(男，35岁)在家中管
教打骂其子王某某(9岁)，致王某某受伤，后经送
医抢救无效死亡。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王某
元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多家媒体援引当地医院一工作人员的帖子
称，男孩疑似因玩游戏充钱，被其父亲知道后用
电线殴打，全身淤青。事发后3小时，孩子母亲下
班回家，孩子说身体不适，其母亲随即带孩子去
了医院。然而，孩子最终经抢救无效身亡。
  距离此次事件发生10天前，浙江温州居民郑
某某在家中管教9岁女儿胡某某时，对其进行训
斥打骂，致使胡某某受伤，后经送医抢救无效不
幸离世。官方通报显示，犯罪嫌疑人郑某某已被
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此前，类似事件屡有发生。例如，今年3月25
日，山东威海5岁男童被生母陈某及其男友石某
某殴打致死一案开庭。起诉书显示，因为孩子晚
上睡觉晚，两人商量“狠狠打一顿”以管教孩子，
多次殴打孩子面部及胸腹部，最终导致孩子因肝
脏破裂及多脏器出血休克死亡。检方以故意杀人
罪追究石某某责任，以故意伤害罪、开设赌场罪
追究陈某责任。
　　受访专家表示，作为家长，管教的方式绝不
能以暴力代替教育。根据反家庭暴力法，家庭
暴力被界定为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
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
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家庭教育促
进法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尊重未成年人个
体差异，不得实施家庭暴力；未成年人保护法
也明确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
待、遗弃未成年人。
　　有律师向记者介绍，不当教育暴力殴打孩
子，如果孩子的损伤程度在轻伤二级以上，家长
可能涉嫌故意伤害罪。即使未达到轻伤以上，但
警方调查发现家长殴打孩子系虐待，手段残忍或
者虐待造成孩子轻微伤以及经常性地实施家庭
暴力，对孩子实施长时间的肉体、精神折磨，情节
恶劣的，则可能构成虐待罪。

暴力教育适得其反

  在家庭教育中，为什么有些家长或监护人会
选择“暴力”的方式？
  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相关案件中，一些
家长在陈述自己动手原因时，常常提到自己是
“为了小孩好”“因为小孩做错事了”。还有些家长

表示，是因为自己一时情绪失控，而把火气发到
孩子身上。
　　在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未成年人学校
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任海涛看来，暴力教育是传
统“棍棒底下出孝子”教育理念的一个反映，是一
种“驯服”手段和压制性管理，但是这种起源于专
制统治社会的教育方式存在用力过猛的问题，其
教育成本往往会超过其教育效果。
　　“对于儿童的错误行为，确实需要给予适当
惩戒。儿童不仅需要正向的鼓励，也需要负向的
惩戒来为其明确行为的界限。”任海涛说，但是对
儿童的惩戒应当以“负向压力”的形式呈现，例如
严肃的批评、罚站等。只要能够给儿童造成心理
压力、深刻的记忆即可，并非只有使孩子遭受身
体痛苦才是有效的惩戒方式。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学
会婚姻家庭法学会理事高丰美表示，在家庭教育
中，暴力管教，不仅包括拳打、脚踢等对孩子身体
造成伤害的暴力手段，还包括习惯性使用攻击性
语言，对孩子进行贬低侮辱、冷暴力惩罚、高压式
环境等非暴力手段，对孩子的身体与精神造成一
定痛苦的管教方式。
　　“拒绝暴力管教应成家庭教育底线。注意区
分暴力管教和适当的家庭教育惩戒。”高丰美说，
在教育未成年子女过程中，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
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尊重未成年子女
的人格。而暴力管教忽视了教育性，在法律上属

于家庭暴力的类型，侵害了未成年子女的人身
权益。
　　任海涛指出，长期遭受暴力教育的儿童会更
加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父母的暴力教
育会消解孩子的主体性，家庭环境是孩子学习情
绪表达规则和理解他人情绪的最初场所，若父母
存在情绪问题，动辄打骂、拳脚相加，则子女更可
能采取过度或者不恰当的情绪反应，不利于孩子
自信、乐观和坚韧等品格的发展。
　　高丰美认为，恐吓式教育会影响未成年子女
的身心健康，让未成年子女的心理和生理受到双
重伤害。儿童时期在家庭中被恐吓、被打骂的经
历会使孩子产生心理阴影，不但达不到教育子女
的目的，反而让孩子失去自我价值感，影响孩子
的人格发展。这种教育方式还会影响亲子关系。
在恐吓式教育下长大的孩子，在自己成为父母
后，对于子女的教育感到无助时，往往会延续自
己经历的教育方式，采用暴力管教，形成恶性
循环。

完善家庭教育机制

  如何才能避免暴力管教，把握好家庭教育的
“尺度”？
  高丰美建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转变
“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等观念，树立
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现代教育理念强调把孩
子视为独立的个体，注重孩子的身心健康与全

面发展。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主动学习家庭教
育知识，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家庭
教育的能力。
　　“家庭教育不只是每个家庭的‘家事’，还是
‘国事’。”高丰美说，家庭教育促进法对政府和社
会规定了指导、支持和服务责任，强调政府在家
庭教育中的公益性责任，包括政策支持、教育支
持、资源支持等。充分调动教育行政部门、学校、
妇联等相关部门参与家庭教育，互相配合和支
持，比如学校在促进家庭教育中帮助父母树立正
确的教育理念，传授家庭教育的知识和方法，形
成家庭主责、国家支持、社会协同的家庭教育联
动机制。
　　她进一步提到，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应依法进行家庭教育。为此，应进
一步明确法治化的家庭教育指导路径，积极引导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开展家庭教育。
　　“要对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开展‘支持型’家庭
教育指导和服务，对不恰当家庭教育行为进行督
促和监督。”高丰美说，比如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四
十九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根据情况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并可
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通过法治手段引导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断提升家庭教育能力，科学
有效地对未成年子女开展家庭教育。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宋昕怡
　　
　　“上学都快迟到了，还不起床，我让你睡懒
觉！”一名中年男子一边拿着粗硬的棍子往床上
鼓起的形状连续猛击，一边咆哮着。镜头一转，他
的儿子一身校服出现在门口，面带不屑地回怼：
“我早就起床了，哪有像你这样的爹，动不动就打
人。”话音刚落，背景音响起夸张的罐头笑声。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
台上，不少博主将打骂孩子娱乐化做成“搞笑视
频”，部分视频博主甚至以此为噱头吸引流量，将
打骂孩子编排成各式各样的情景喜剧。
　　一条点赞量接近1000的视频中，父亲将孩子
用麻袋装着吊在树上，之后不停地拿着木棍抽打
孩子，然而画面中配的字幕却是“爷爷：快看孙子
在荡秋千呢”，使用的音效也是嘻嘻哈哈的搞笑
风格。
　　当小孩横穿马路时未注意到身后的车辆，母
亲赶来抓住孩子之后，直接一脚将孩子踹飞在道
路上。
　　家长辅导孩子写作业时，孩子将笔往父亲脸
上扔，父亲随即起身将孩子拖离座位，说着要让
孩子“吃一顿皮带炒肉”。

　　……
　　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人对这种教育方
式表示赞同，留言“孩子不打不行”“怎么看着
有种莫名其妙的爽感”，还有网友“现身说
法”，称“我就是这么带孩子的，孩子现在被我
管教得很好”。
　　记者注意到，这类将打骂孩子娱乐化的视
频常以“育儿经验分享”“熊孩子教育”“整治
熊孩子”为标签，配以欢快节奏的配乐、搞笑的
字幕。
  “孩子该不该打？肯定该打！你不狠一点，你
不棒喝、下狠招，他不懂得你的厉害……绵绵细
雨是爱，雷霆万钧更是爱！”视频里，一自诩“教育
专家”的男士大谈特谈“孩子不打不成材”的教育
理念，评论区里是大量附和评论。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部
分自称“教育工作者”“家庭教育高级指导老师”
的博主就“孩子是必须要打的”这一观点侃侃而
谈。将打骂孩子描绘成管教孩子的必要手段，并
且对于小孩“谁来打、何时打、打多重”有着自成
一体的理论体系：
　　比如有的博主建议家长“三年级以下的小
孩必须打，到了四五六年级可以打，但是不能打
的频率太高，六年级升七年级那个暑假，必须好

好打一顿，七年级上半学期必须打他一次”；有
的鼓吹“与其长大让别人去打，不如你现在自己
先打，你现在打了他就长记性，他就不会欺师灭
祖，他就不会给你祖宗丢脸”；更有甚者断言，
“你不打你的孩子，特别是在12岁之前，你绝对
是害了他”。
  记者注意到，一位在主页简介写着“优秀家
庭教育指导师”的女博主在视频里直言：“孩子就
得打，作为父母有权利发飙，一直忍着能憋屈死，
孩子不听话就得打。”她语气坚定，仿佛打骂孩子
乃稀松平常的教育手段。
  评论区观点分成了两派，有网友留言“我表
姐都被打到跳楼了，怎么还有人在捧这些方法”？
立刻有人回复反驳道：“同情你表姐，但这只是物
极必反的特例而已，支持导师。”
  受访专家指出，需警惕将打骂孩子娱乐化的
现象。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禁止对未
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这些将打骂孩子娱乐化的
视频，即便以搞笑形式呈现，本质上也是对暴力
行为的宣扬，容易模糊公众对家庭暴力的认知边
界，使家长忽视法律底线。家长长期受此类视频
影响，很可能在实际教育中不自觉地模仿，从语
言暴力升级为肢体暴力，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
严重伤害，这种伤害不仅体现在身体上，更会在

心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影响孩子的性格塑
造与社交能力发展。
　　“这些诸如‘恐吓式教育’的视频通过吸引流
量来实现自身获利的目的，可能会让一些家长误
以为‘发火’是正常、普遍的管理孩子的方法。”华
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未成年人学校保护研究
中心副主任任海涛分析认为，比如家长辅导作业
时对着镜头吼叫，观众看多了可能觉得“原来大
家都会这么暴躁，那我生气骂孩子也没问题”。
“这类视频在潜移默化中，会让家长越来越懒得
找温和的沟通方式，动不动就用暴力威胁来解决
问题。”
　　“评论区中的不当发言也会起到类似的带动
作用。很多人看完视频会留言说‘这种熊孩子就
该打’‘我家的揍一顿就老实了’。这种留言刷屏
时，也会让人觉得打骂孩子是社会普遍接受的方
式，有些原本犹豫的家长可能因此被带偏。”任海
涛说，应落实平台责任。对含有打骂孩子情节的
视频，无论是否标注娱乐化标签，相关平台都要
进行严格审核。对于刻意将打骂孩子行为包装成
搞笑内容以获取流量的视频，坚决不予推荐并作
下架处理。对于长期发布此类不良内容的账号，
实施阶梯式处罚，从限流、禁言到永久封禁，提高
违规成本。

□ 本报记者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吕佳慧
　　
　　在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新街街道的新农都物
流中心，一辆辆运水产的大货车、小面包车通过
“AI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快速、有序进入市场。这
个原先“高堵点”的物流中心，如今交通一片通畅。
  “这个数字系统真好，现在一点都不堵了！”每天
都要路过物流中心门口的附近居民李大爷感叹道。
  自“交治融合”以来，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
局新街派出所利用AI助力车辆进出数字化，致力
缓解辖区道路交通拥堵问题。
　　这是萧山公安全力探索“AI+社区警务”模式
的一个缩影。
　　杭州市萧山区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张亮近
日告诉《法治日报》记者：“近年来，我们坚持智治、
精准、赋能、便民四大理念，深度推动AI技术融入
社区警务，紧扣管理实有人口、掌握社情民意、组
织安全防范、维护社区秩序、服务辖区群众、提升
工作能力六大关键任务，致力于实现社区警务智
能化、风险防控精准化、群众服务便利化，全面形
成加快提升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为社会治理、平
安建设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AI模型精准预警

　　近年来，公安部提出“派出所主防”的战略定
位，为加强公安基层基础工作指明了方向。萧山公
安分局积极贯彻落实，创新推出“一格一警”等工
作机制，将辅警力量下沉至全区网格，强化警格与
网格匹配联动，进一步做实基层基础工作。
　　但在推进过程中，基层社区警务工作仍然面
临着警力不足、要素信息不全、业务纷繁复杂、风
险隐患排查管控不实等难题，导致基础工作仍有
不少短板漏洞。
　　今年3月27日下午，萧山公安“AI+社区警务”
建设工作座谈会在萧山区公安分局钱江世纪城派
出所召开，围绕大模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社区
警务工作中的创新应用开展深入交流。
　　萧山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陈臻骅介绍，“AI+社区
警务”是指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驱动，全面赋能社
区警务实践。萧山公安聚焦社区治理的难点痛点，充
分利用AI技术优势搭建预警模型，对行业违规、矛盾
纠纷等风险隐患展开全方位监督、治理、化解。
　　会上，萧山区公安分局益农派出所所长王泉
钟提出，公安要结合实际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出需
求、开展大数据建模，在人工智能加持下，让社区
警务更加高效便捷精准有力。
　　两车发生剐蹭，报警后，附近的无人机快速飞
抵现场，完成取证、喊话车主尽快驶离；
　　进入危险水域及时提醒、车辆违停立即预警、噪声扰民实时监测……数
智广播“耳聪目明”，可对十二大应用场景进行全天候感知，即使警力未到，
效果依然“在线”。
  如今，在萧山，以AI技术为核心的社区智慧警务正从零星的“盆景”状
态，逐步发展成为成片的“森林”态势。
　　4月天气转暖，“夜经济”逐渐活跃。萧山区盈丰街道嘉润公馆楼下是夜
宵“一条街”，每晚食客如云，热闹非凡。但这里人员流动大、治安状况复杂，
纠纷类警情时有发生。AI模型分析预警后，将此类警情推送给了钱江世纪
城派出所社区民警吴声雷。
　　吴声雷迅速联系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联合走访，并在警情高
发时段进行巡逻，经过专项整治，夜宵“一条街”纠纷类警情明显降低。
　　“现在路过这里看到警察在巡逻，店里面也没有喝多了吵架打架的事情
发生，感觉居住环境安心多了！”嘉润公馆居民楼大姐高兴地说。
　　钱江世纪城派出所所长方柏涛告诉记者，钱江世纪城派出所利用AI大
模型完成数据处理和对人、事、物的简单预警，最大程度把矛盾纠纷化解于
早、化解于小。
　　“你戴的是头盔，孩子看到的是爱”“你戴的是头盔，家人等的是你
归”……在萧山区公安分局靖江派出所辖区的小区、校门口，随处可见这样
生动有趣的头盔警示语，时常引得行人驻足观看。
　　“这些标语都是通过人工智能不断调整生成的，这种警示方式接地气又
有趣，也让大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提醒，戴好头盔。”靖江派出所副所长缪江
宁告诉记者。

数字平台优化服务

　　市民吴先生通过“警务微信”反映，某道路夜间存在飙车、炸街情况，系
统自动生成预警报告，流转至交警中队处置。
　　“在微信上这样一提，马上就有人管，现在晚上终于能踏实睡觉了！”吴
先生不由得竖起大拇指。
　　“加一个警察朋友，多一名平安管家。”在萧山，已有47万人次体验到了
“口袋警察”的方便快捷。
　　“口袋警察”是指萧山公安应用的“警小爱”警务微信平台。该平台结合AI
智能客服，为群众提供日常警务类业务咨询、法律援助、简易案事件求助等服
务，及时收集、分类、回应群众诉求，让群众感受到贴心服务触手可及。
　　2月21日，萧山浦阳镇新河口村的李阿姨通过“警小爱”求助，反映一名
租客拖欠房租和水电费。接到求助后，社区民警迅速介入。经过民警耐心细
致调解，双方达成和解。
　　“多亏了‘警小爱’，问题才能这么快解决！”李阿姨满意地说。
　　针对群众通过“警小爱”反映的治安隐患，萧山公安运用AI技术精准整
理汇总，并迅速推送至相关警种及派出所，开展针对性专项治理，实现问题
处理的闭环管理，确保隐患及时化解。
　　从“经验决策”到“数据赋能”，“口袋警察”可以是“政策通”，也可以是
“老娘舅”，还可以是“智囊团”，让群众享受“零次跑”解决“N个问题”，探索
更多便民利民的新途径。

VR训练规范执法

　　在萧山区公安分局宁围派出所的VR训练中心，民警张力正沉浸于紧张
的实战模拟。戴上眼镜，他瞬间置身于虚拟警情现场。警情任务随机下达，张
力迅速响应，拔枪、奔跑、占据有利位置，用标准手势和语言警告嫌疑人。
　　这是萧山公安引入的执法规范化训练系统，率先在宁围派出所进行试
点，通过模拟真实的社区警务工作场景，让社区民警实操演练，并由AI进行
质效评估和智能反馈，帮助民警发现自身不足，不断提升业务水平，构建“实
操实训—数据复盘—精准补短”的闭环训练机制。
　　“以前出警到达现场后不敢讲，怕说错或者会有口头禅，现在通过训练
后，明确了不同警情的处置流程以及法律法规的准确表述，执法更加专业熟
练，心里也更有底气了！”张力笑着对记者说。
　　为探索更加智慧高效的公安实战教育训练模式，萧山公安以建设“萧
警·知乎”警务实战搜索引擎为抓手，全面推动民警辅警岗位履职能力和执
法服务水平提升。
　　目前，“萧警·知乎”已汇聚公安业务信息1.3万条，形成实用问答条目
3400余条、视频课程395个，构建起警务知识的实战实训体系，进一步推动全
员人才队伍建设、全警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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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大谈特谈“孩子不打不成材” 编排各种情景喜剧 专家指出

警惕将打骂孩子娱乐化的现象

前沿观察接连有孩子因“棍棒教育”离世 专家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