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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以少年犯的父母离婚比例较高等社会现象来推断离婚给子女留下创伤的必然性
,

或者从个别离婚 父母不尽责任的典型事例演绎出离婚给子女带来痛苦的结论
。

然而
,

父母离

异究竟给子女带来多少消极影响
,

子女的创伤是父母离婚造成的还是与其他因素也有相关联

系
,

应该如何设法消除父母离异少儿的心理健康危机等
。

带着这些问题
,

我们运 用 分 层 整

群抽样的方法
,

访问了上海市八个小学和五个中学的 1 10 名离异家庭的少年儿童 及 其 生 父

(母 )
、

继父 (母 )
、

祖 (外祖 ) 父 (母 )
、

班主任
、

邻居等有关成员
,

对父母离异子女的

概貌有了较清晰的了解
,

对解释 以上疑 问有了一定的发言权
。

姻婚破裂在子女健康的肌体上留下伤痕是客观存在的
。

这是我们调查 中的第一印象
。

统

计分析表明
,

父母离异对子女的心理素质
、

学习成绩
、

品德行为和生活安排有一定影响
,

尤

其是心理创伤的印记较明显
。

据该 1 10 名学龄少儿的班主任观察
,

这些学生与众不同的约 占40 %左右
。

在调查中发现
,

1 10 名父母离异的学龄少儿概况 单位
:

%

心心 理 素 质质 学 习 成 绩绩

较较 好好好 2 555 2999

一一 般般般 4 444

较较 差差

心心心 理 素 质质 学 习 成 绩绩 品 德 行 为 } 生 活 安 排排

较较 好好好 2 555 2999 4 777

一一 般般般 4 444 4 111

较较 差差

家庭破裂给子女带来的损害是多视角且潜移默化的
:

1
.

子女生活可能面临实际困难
。

残缺家庭的成员首先遇到的是经济
_

!立的 压 力
。

据调

查
,

这些家庭中经济困难的 占45 %
。

从孩子的体验来讲
,

认为父母离婚后有困难的 35 人中
,

60 % 自述是
“ 生活困难 ” ,

占首位 ; 希望有继父 (母 ) 的 24 人 中
,

58 %认为可以改善自己的

生活条件
,

也 占首位
。

造成经济窘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大多数离婚后与孩子分居 的父 ( 母 ) 不贴或少贴子女抚

养费
,

其中不贴的 占60 %
,

贴 15 元 以下的占26 %
。

分居父 (母 ) 不贴抚养费的原因
,

除少数

不尽养育责任外
,

大多是 由于监护人为了割断对方与子女的联系而 自动放弃或由于各抚养一

名子女而无法再贴
。

抚养费贴得少是由于几年前判决的抚养费数额于今 已不敷应用
,

不少监

护人虽然希望对方增加抚养费
,

但为了避免诉讼纠纷而只得作罢
。

经济困难的另一因素与监



护 人有关
,

由于女方的工资一般低于男方
,

因此由母亲监护的较由父亲监护的经济困难者多

得多
。

所调查的学生中
,

有 8 人由父亲监护而实际却由祖父母抚养
,

其经济困难的比例为最

高
,

因为除一人由其父贴 补10 元之外
,

其余的父母双方均不贴分文
。

诚然
,

子女的生活安排与家庭经济状况有一定联系
,

如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对孩子生活

安排不好的为经济较好的家庭的两倍
,

但与孩子生活安排有关的还不仅仅是经济困难
。

由于

父母缺一
,

子女的饮食起居照料水平 以及居住条件等可能因此降低
。

如有些监护人当年为了

尽 早离婚只得放弃原有住房搬到娘家
,

一些人为了增加收入加班加点或由于三班制而无暇照

料孩子
,

及个别监护人对子女撒手不管等
。

调查表明
,

与父 (母 ) 及祖 (外祖 ) 父母同居的

50 个孩子
,

由于祖辈帮助照料
,

生活安排较好的比例最高
,

安排较差的仅占 4 % ; 而与父同

居 的孩子生活安排较差的是与母 同居的 2
.

6倍
,

这与男性比女性料理家务能力较差有关
。

一些

男子纵然也有爱子之心
,

但由于他们较注重自己的事业或受粗枝大叶
、

马虎凑合 性 格 的 制

约
:

或由于改变不了不良嗜好如酗酒赌博等
,

以至未能安排好 子女生活
。

但大多数监护人是

努力尽做父母 的职责的
,

即使是经济困难的家庭也只有 16 % 未安排好孩子 的生活
。

2
.

子女心理的正常发展可能遇到碍障
。

家庭破裂给孩子带来的心理压力 是 显 而 易见

的
。

孩子们常常不理解父母冲突的实质及其后果
,

并对父母离异感到迷惘
、

困惑
,

有的因此产

生怨恨和沮丧心理
。

加上社会舆论对离异行为的鄙视
、

苛责等偏见
,

更易使孩子幼小的心灵

蒙上阴影
。

由于孩子常常不能适应父母离异后的新的生活方式
,

当他们想到其他 同学有父母

辅 导学习
,

看到别的孩子节假日由父母陪同外 出游玩
,

听到同学炫耀 自己家境好
、

零用钱多

时
,

其自卑心理和惆怅情绪常常溢于言表
,

这对他们的情感
、

意志
、

性格
、

气质的形成有潜

在影响
。

孩子 中希望父母维持婚姻的是希望父母离异的 3倍
,

至今经常想念分居父 (母 ) 的 占

3 9 %
,

时而想念的 占21 % (尤其对于他们所认为
“ 更喜欢

、

更关心自己
” 的分居父或母更是

翘首以待 )
,

经常去探望分居父 (母 ) 的 占23 %
,

偶尔去探望的占22 %
。

由于分居父 (母 ) 的形象常常是不可磨灭的
,

加上现实生活及书刊影视中继父 (母 ) 不

佳印象的反射
,

孩子们对同居父 (母 ) 再婚持反对态度的比持赞成态度的多 1
.

8倍
。

不希望有

继父 (母 ) 的孩子中有 33 % 认为 “ 我已 有 父 母 了 ” ,

有 3 9 %断定
“ 继父 ( 母 ) 不会待我好

的 ” ,

有 12 % “ 不希望再有同母 (父 ) 异父 (母 ) 弟妹
” 。

也有些孩子出于对有过错的分居

父 (母 ) 的反感和厌恶
,

所 以对未来的继父 (母 ) 怀有担忧和恐惧心理
。

如有的学生 ,’j 巳合

再遇到与生父那样打妈妈
、

良心坏的继父 ” , ,’J泊有了继 母 再 与 生父吵架
”
等

,

一从小被

母遗弃的学生对未来的继母具有 自发的敌 意
,

尽管她承认未来的妈妈 目前待她不错
,

但她仍

表示
: “

我从小没有妈妈
,

也不会喊
`
妈妈

, ,

我不愿与继母 同住
” 。

而在希望有继父 (母 )

的孩子中
,

有三分之一是为了心理上的需要
,

如 “ 可带 自己经常外出游玩
” 、 “

有爸爸也有

妈妈
,

可不让人知道父母离婚的事
”
等

。

在回答志向问 题 时
,

他 们 中想
“
考大学

” 、 “ 当

科学家
”
等的比例

,

远比同龄的健全家庭的孩子要少
。

个别学生由于 目睹父亲殴打母亲 以及

听母亲抱怨法院判决不合理等
,

立志 “ 长大后要当公安人员
,

进行公正裁判
” ;

有一学生的

生母出了国
,

他准备长大后
“ 开飞机

,

把妈妈接回来
” 。

从这些天真
、

纯朴的遐想 中也可见

孩子心理创伤之一斑
。

调查表明
,

孩子的心理发展受阻
、

性格异常者
,

比学习成绩差
、

品德行 为劣的要多
。

1 10

名学生中有 自卑心理的 占48 %
,

性格孤僻
、

感情较脆弱的均为 44 %
,

具有心理早熟 倾 向 的 占

别 %
,

有 25 %的学生诉说父母离异后 自己的情绪有波动 (有的兼有之 )
。

一些学生因此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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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
,

不求上进
,

甚至萎靡不振
,

有的在学习上甘居中游
,

对班级活动反应冷漠
,

与同学柑

处小心谨慎
,

唯恐说错话
、

做错事而被人与父母离婚之事相株连
。

调查也表明
,

男孩 中品德

行为不 良的比女孩多
,

而女孩中心理发展受障碍的较男孩多
。

对家庭破碎的不解及沮丧心理

常常引伸出反常情绪
,

一些男孩变得破坏性十足
,

如扰乱课堂秩序
、

欺侮其他孩子
,

恶作剧

等
,

而女孩一般不会明显表露 自己的敌意
,

却可能变得沉默寡言
、

忧郁内向等
。

3
.

子女身心的潜伏危机可能长期存在
。

单身抚养的子女由于 缺 少 一 方 的 慈 爱 和教

育
,

以及受孤寂性情
、

自卑心理等制约
,

在角色认知
、

结识伴侣
、

职责承担和适应社会的过

程中易出现偏差
。

由于对离婚的传统偏见根深蒂固
,

亲属
、

同学
、

邻居随时可能有意无 意地

流露 出异样的 目光
、

刺激性的言语
、

难 以捉摸的表情
,

这些极易伤害孩子敏感而又 脆 弱 的

心
。

在少年儿童社会化的关键阶段
,

家庭的变故给他们留下的印记深烙在他们 健 康 的 肌体

上
,

常常一辈子也褪不掉
。

从调查中还看到
,

孩子们的心理创伤可能导致他们的离轨行为
,

他 们 中有 18 %常 有
、

24 %偶有撒谎
、

欺骗的不 良行为
,

10 %的学生沾染了偷窃恶习
,

其中一孪生姐姐偷了父亲的

1 00 元钱去探望由母抚养的妹妹
,

与之吃喝玩乐
,

三天内挥霍殆尽
。

还有的学生旷课
、

逃夜
,

或思想复杂
、

举止狠琐
。

部分教师
、

邻居疾呼
:

个别同居父 (母 ) 不尽职
、

本人素质差的学

生 已有罪错苗子
,

如不采取有效措施
,

将来坠入法网并不是危言耸听
。

我们认为父母离异子女的身心创伤可能长期不能愈合
,

这只是对部分子女而言
。

因为调

查表明
,

父母离异距今越长
,

子女身心创伤越少
,

如父母离婚不到两年的孩子
,

受家庭破裂

的影响较大者占42 %
,

父母离婚三至五年的孩子
,

影响较大者占32 %
,

六至八年的占26 %
,

九年以上的占20 %
。

又如
,

父母离婚不到两年的孩子学习成绩优良者仅 占22 %
,

而父母离婚

九年以上的优 良者占60 %
。

尤其是一些父母离异时年龄尚小及其监护人很快再婚 且 与 继 父

(母 ) 关系较好的子女
,

或父母注意治愈离异留下伤痕 的子女
,

他们的身心发展障碍较少
,

潜伏危机也较小
。

父母离婚确会给子女带来消极影晌
,

但子女身上的伤痕是与父母婚姻解体有关的诸因紊

相互作用
,

相互牵制的投影
,

把子女的缺陷全归咎于父母离异本身是不科学
、

不公正的
,

这是

我们调查研究的主要收获
。

下表统计显示
,

即使是学习成绩差
、

品德行为不 良或心理发展有异

常表现的学生
,

其缺憾也不都是父母离异的直接结果
,

虽然其中心理缺陷受其影响相对大些
。

父母离异对子女学习
、

品德
、

心理的影晌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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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也表明
,

子女的缺陷与其他因素也有相关联系
。

如学习成绩与父母离婚时子女

的年龄有关
,

子女年龄在八岁 以下的
,

其学生成绩差的少
,

而优良者 是 八 岁 以 上 的 2 倍



多 , 与离异后的同居长辈也有关
,

三代 同堂的孩子
,

学习成绩优 良者相对多 , 与父母经居也

有关
,

父母一方或双方曾在外地工作或分居的子女
,

由于外地教育质量较差
,

或返沪后经借

读
、

转学等周折
,

或从小寄养在亲属家缺少辅导及严格要求等
,

其学习成绩也受影响
; 与子

女性别也有关
,

女生的成绩相对好些等等
。

因此
,

子女的创伤与父母离异本身 没 有 必 然联

系
。

当然
,

诸种因素的作用并不是均等的
,

据我们调查的结果
,

除了父母婚姻解体确给 子女

刻下最深的伤痕外
,

父母的婚姻冲突及其本身素质较差给子女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可估量

的
。

1
.

失妇冲突对子女的不良刺激
。

在一般情况 卜
,

婚姻解体是夫妇矛盾冲突发展升级的

必然结果
,

’

因此
,

孩子的创 伤常与父母离异前的婚姻冲突息息相关
。

除了一些在父母婚姻存

续期间年幼无知或不同住的外
,

学龄儿童耳濡 目染父母经常争 吵的达 63 %
,

时 有 争 吵 的达

35 %
,

而不吵的只 占 2 % ; 父母经常打架的达 31 %
,

偶尔打架的达 28 %
,

不打的 占41 %
。

父

母的唇枪舌剑甚至大动干戈
,

不仅对子女的学习
、

生活有很大的影响 (如成绩差的学生中有

24 %与父母争吵有关
,

因父母常争吵使子女无安静的学习和休息环境
。

不少父母也承认夫妻

冲突时 自己无暇顾及子女的学习
、

生活
,

以致子女体质下降
、

学习松懈 )
,

而且在子女 心理正

常发展的道路上设置 了障碍
。

虽然在父母离异时年龄较小的学生受父母争吵斗殴的影响相对

小 (如 四岁以下者影响较大的仅 占15 %
,

而八岁以上的占 57 % )
,

但一些学生至今对当年父

母争斗的场面心有余悸
。

除 了当时不懂事或不同住的外
,

孩子们 自述在父母争斗时因惧怕而

大哭大叫的就有 40 %左右
,

有的吓得逃离现场或去叫人劝架
。

一些年龄较大的子女由于父母

发生纠纷时的失态
,

自觉在他人面前出了丑
,

因此 心理上常笼罩着羞耻
、

怨恨和惆怅
。

一些

夫妻在冲突中显露出的心胸狭窄
、

粗暴
、

蛮横等缺陷人格
,

也予子女的心理品格形成以不 良

刺激
。

统计表明
,

子女的自卑
、

孤僻
、

早熟等心理特征与父母的婚姻冲突密切相关
。

由于夫妇冲突时对子女的潜在作用不如夫妇离异的影响那么明显
,

因此 即使是 当事人本

身也可能忽视或低估它
。

如据我们调查
, 1 10 名学生中受父母冲突影响较大的占35 %

,

无影响

的占 47 %
,

但监护人认为影响较大的占26 %
,

无影响的 占56 % (其中则有 15 %的子女认为有

; 子女认为父母争吵对 自己无影响的达 6D % (其中也有 20 % 的监护人认为有影响 )
。

由于夫妻冲突如未发展到离异这一步
,

往往较隐蔽而鲜为人知
,

因此人们常常只注意

易巍
家庭对孩子的不 良刺激而忽略了冲突家庭对孩子的潜在危机

,

以致强化 了社会舆论对

夫妻离异的谴责和 限制
。

2
.

父母素质差对子女的消极作用
。

调查表明
,

夫妻离异的子女的创伤与其父母本身素

质的相关联系是一 目了然的
。

父母的教育素质
、

道德修养较好
,

子女身心的创伤也较少
。

首

先
,

父母的文化程度与子女的学习成绩有重要联系
。

如前所述
,

这些学生中 成 绩 优 良者 占

25 %
,

较差者 占35 %
,

而监护人大专以上文化者
,

其子女成绩优 良者占41 %
,

较 差 者 仅占

14 %
。

其次
,

父母的道德素养与子女的品德行为
、

心理素质也有相关联系
。

如监护人道德素

养较差
,

子女 品德行为不 良的 占43 %
,

而监护人道德素养较好的
,

子女品行不 良的仅 占24 %
。

父母双方或一方道德素质较差
,

子女的心理缺陷也较明显
。

特别是一些家长不尽家庭义务
、

缺乏责任感
、

寻求婚外
“ 爱情

” ,

或酗酒
、

赌博
,

或性情粗暴
、

自私
、

懒惰等
,

常使子女深

觉反感
、

耻辱
,

或有意无意地仿效等
。

这些对儿童自卑心理及任性
、

早熟
、

孤僻等异常性格

的形成起着催化作用
,

有的学生因此分不清是非
,

无上进 心
,

过早地对性问题感兴趣
,

甚至

拈染了恶习
。

再次
,

父母作为儿童的第一任教师
,

其对子女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及教育水平的



高低
,

与子女的学习
、

品行及心理发展关系密切
。

因为儿童早期教育的质量可能对他们一生

的成长起着重要作用
。

调查表明
,

这些儿童的父母教育素质双方都较好的 占44 %
,

都较差的

占18 %
,

一方较差的 占38 %
。

父母尤其是监护人教育素质对子女身心健康的影响可以从下表

中清晰地反映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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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也表明
,

孩子们对父母争吵斗殴及其不尽职责很是反感
、

厌恶
,

如希望父母离异的

子女
,

除少数是由于父 (母 ) 常打 自己外
,

多数是因父母争斗影响其学习
,

使其精神紧张
、

心情烦躁
、

脸面无光
,

或父 ( 母 ) “ 外面有人 ” 、 “ 只知喝酒发疯 ” 、 “ 不 好 好 过 日子 ”

等
。

这些孩子在剑拔弩张的家庭氛围中
,

常成为父母渲泄激愤
、

排解颓丧的出气筒
,

或明争

暗斗
、

嫁祸对方的战利品
, `

或无足轻重
、

无人问津的路边草
,

他们的心理负荷也 因父母争斗

的升级而加重
,

学习退步
,

进取心消失
。

生活在这种家庭的孩子
,

如果父母不离异
,

其身心

健康危机可能大大加剧
。

调查也表明
,

从某一视角来看
,

离异对子女可能利大于弊
。

调查 中不少当事人认为
,

离

婚反而对孩子有益
,

有 12 % 的监护人认为
,

本人离异后
,

子女有了进步
,

如精力集中
,

学习

成绩有了提高或心理紧张状态有所缓解
。

有 12 % 的子女 自述父母离婚后 自己的情绪转好
,

心

境偷悦
,

精神负担解脱
。

41 %的班主任认为该父母缺一的学生与健全家庭 的学生相比
,

无相

异之处
, 3理% 的监护人认为离异对子女无消极影响

,

34 % 的子女也持同感
。

从这次调查的综

合资料分析
,

父母离异对三分之二的子女无不 良影响或仅有较小的消极影响
,

其中一些孩子

由于经历曲折而变得更成熟
,

如 自理能力较强
,

对俭朴生活无怨言
,

富于同情心或为 了争气

而奋发 向上等
。

监护人认为子女与自己的关系比离异前更好的是稍差 的八倍 (除离婚时子女

尚小或无变化的外 )
,

不少孩子 由于失去双亲中的一方而与自己的监护人接触更频繁
、

关系

更密切
、

相互依赖更深
,

更懂得体贴疼爱长辈
。

因此
,

夸大离异对子女的消极影响而忽视夫

妇冲突对子女的不 良刺激
,

视婚姻解体为异端
,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是有害的
。

由于现代家庭的婚姻冲突及不幸婚姻解体的不可避免性
,

因此为了儿童的身心健康
,

仅

要求杜会限制婚姻离异未免失之偏颇
。

于是
,

现实向社会提出了一个新课题
,

即怎样才能有

效地减少夫妻冲突及离异对孩子的副作用
,

而探索其答案
,

则是我们这次调查研究的主要 目

标
。

统计分析表明
,

防范措施可以从以下四方面着眼
:

1
,

夫妇冲突时应尽皿充分顾及子女利益
。

虽然夫妇冲突不 可避免
,

但冲突对子女造成

的损害却是可以减少的
。

据 1 10 名学生的监护人 自述
,

除 5 对夫妻在离婚前不吵外
,

争 吵 打

架时避开子女的仅有 3对夫妻
、

有时避开的 4 对
。

尽管不少监护人强调当时 子 女 尚年幼无

知
,

但统计数字表明
,

在父母离异时不足六岁的孩子中
,

受父母争吵影响较大的也占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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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响但不大占 13 % ;
在父母离异时十岁以上的孩子 中

,

影响较大的 占到 57 写
,

有影响但不

大的 占24 %
。

一些父母不仅争斗时不避开子女
,

而且还在子女面前互揭阴私
、

互相拆台
,

来

争取子女
,

有一学生之母
,

甚至指使子女去潜伏捉奸
,

其对孩子的恶劣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

调查结果指出
,

双亲是否在子女面前互相揭短与子女的心理素质关系密切
:

因此
,

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
,

要 为孩子着想
,

学会宽容和忍让
,

冲突时不能 出于自

私的动机而争夺童心
,

即使在婚姻危机时也要理智地给孩子留下双亲的美好印象
,

而不要去

沾污他们纯洁的心灵
。

2
.

婚姻解体后应及时治愈孩子的伤口
。

调查表明
,

婚姻破裂后子女创伤痊愈较快的家

庭
,

往往是 由于监护人采取了一定的措施
。

如监护人在子女学习 方面有可行措施的
,

子女成

绩优 良者 占38 %
,

而无措施的
,

只 占1 5 %
。

一些父 ( 母 ) 家务
、

工作再忙
,

节假 日也要留出

时 间带子女去参观展览会
、

学习书法美术或去公园游玩
,

以充实子女的精神生活
; 一些监护

人为了满足子女正常的物质需求而加班加点
、

含辛茹苦
,

不忍心让子女穿破 旧衣服或减免学

费
,

唯恐子女滋生 自卑
、

羞耻心理
,

同时也注意培养子女勤俭朴实的作风
,

阻止他们与同学

比吃比穿
。

但也有些父母对子女的伤痕掉以轻心
,

期待不治而愈
。

如有 2 0% 的监护人对子女

的教养没有尽到责任
,

其中有的父亲把子女交 由祖父母抚养而 自己分文不贴
,

有的甚至 民期外

出搞个体经营而把孩子委托给好友带领
,

且隐瞒了子女的不 良行为
,

使其好友未能采取防范

措施因而该子女明显退步
,

有的甚至利用监护人的职权摧残子女
。

另外
,

一些祖辈老人也常向

孩子数落媳 (婿 ) 的不是
,

或尽量满足孩子贪吃贪玩的欲望
,

以强化孙儿与自己的向心力
,

却抵消了监护人对孩子的适当管教
,

使一些孩子的身心缺陷无法弥补
。

更有些分居父 (母 )

在探望孩子或孩子来访时
,

极力挑拨孩子与监护人的关系
,

或以物质作诱饵来增加孩子与监

护人的离心力
,

这种做法搅乱了孩子平静的生活秩序
,

常使他们左右为难
、

心烦意乱
、

精力分

散
,

从而影响学习和心理的正常发展
,

有的为 了在父母之间周旋 自如而学会了两面手法
,

或

利用父母间的矛盾来达到 自己的目的
。

因此
,

在婚姻关系解除后
,

父母对子女潜在的伤口 如

怀着不治而愈的侥幸心理的话
,

虽然创伤可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慢愈合
,

但 在 一 定 条件

下
,

也可能化浓
、

溃烂
,

甚至成为不治之症
。

3
.

学校教育应注意弥补儿宜的缺陷心理
。

学校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基地
,

而父母婚姻破

裂的儿童由于心理障碍的存在
,

按照正常规范和途经实行社会化的难度较高
。

因此
,

对教育这

些儿童的教师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调查表明
,

多数教师能胜任
,

如 70 %的班主任认为

应给予这些学生更多的温暖和在思想
、

学习
、

生活上多加关心
;
有 36 % 的班主任确实给予这

些学生以特殊教育与特别的关照
,

另有 28 % 的班主任做到了及时与学生家长联系
,

但也有 36 %



的教师未能做到这些
,

其中不少教师认为该学生无异常表现
,

不 需多加照应
,

或自己想关心
,

但

其家长唯恐子女起疑心而不允
。

据统计
,

在教师不关心或投能多加关照的 39 名学生中
,

有 2 3 %
-

学习成绩差
,

21 % 品德行为不 良
,

36 %心理有缺陷 (有的兼有之 )
。

有些教师非但不热情关

心
,

还歧视
、

厌恶
、

嫌弃他们
,

当众羞辱或用刻薄语言教训他们
,

如有的教师甚至以 父母离

婚来刺激学生
,

以此推断出
“
你母亲不是好人

,

你也好不了
” 的结论

。

一些父母离异而寄宿

亲属家的借读者
,

如纪律
,

成绩较差
、

班主任让其留级 以甩包袱
,

有的学校还勒令转学
,

不

让借读
,

很少为这些特殊儿童的健康着想
。

个别教师议论学生家长的阴私让别的学生听
一

见后

去讽刺父母离异的同学
,

孩子一谈起这受辱的情形就硬咽不 比
。

调查表明
,

凡是在学校里受到
、

过师生讥笑
、

羞辱
、

嘲弄的父母离异的儿童
,

其性格特征均有异常表现
。

学校中的另一些现

象也令人担优
,

如要求学生做操上体育课一定要穿运动服和球鞋
,

复习课要补课费
,

复习课本

又要交资料费以及其他名 目繁多的费用等等
,

使家长疲于应付
。

一些父母离异的学生由于无法

达到学校的要求
,

常常在学生中抬不起头来
,

在家中则抱怨父 (母 )
。

调查中还发现学生 中攀比

意识甚浓
,

比早餐谁不吃泡饭
,

比服饰谁时兴
,

比零花钱谁多等
,

父母离异的学生较寒苦则受到

同学讥讽
。

这些情况无疑刺伤了这些儿童的 自尊心
。

因此
,

在师生中提倡给特殊儿童送温暖
、

补缺陷
、

是学校教育的一项特殊任务
,

而提高胜任这一角色的教育者的素质
,

也将是学校 自

身建设的目标之一
。

4
.

社会各方应尽力维护特殊少儿的合法权益
。

少儿在社会化过程中自身的能动性小 于

环境的制约性
,

尤其是身心有创伤的少儿更需要有益于他们茁壮成长的社会环境
。

因此
,

不

仅需要学校
,

也需要全社会努力保障他们的切身利益
,

抚慰
、

医治他们受伤的心灵
,

减少
、

消

除他们的痛苦
。

而维护破裂家庭少儿的合法权益
,

关键在于更新
“
权益观

” 。

由于人们常把
.

离婚与子女的贻误划等号
,

因此
,

调解工作也常以离异对子女有害来劝说当事人和解
,

却很

少从减少夫妻冲突对子女的不 良影响的角度来维护子女权益
。

一些审判员在处理子女抚养权

及抚养费时
,

常把少儿的利益放在次要地位而让摆平思想占了上风
,

以致让有些见利忘义
、

得

寸进尺的当事人得益
,

而让那些因急于解脱不幸羁绊而一再退让的监护人吃亏
,

从而降低了

子女的生活水平 (从司法实践看
,

急于解脱痛苦婚姻 以及充当子女监护人的多为女性
,

且女

性的工资又较低
,

因此
,

维护妇女儿童的权益更为重要 )
。

部分当事人把不按时按量给付子

女抚养费
,

作为对已离异的丈夫 (妻子 ) 的报复
。

一些单位在离婚职工不给付 子 女 抚 养费

时
,

也没有按婚姻法规定来协助法院强制执行
,

他们的权益观仍停留在维护本单位职工利益

上
,

却把儿童的合法权益置之脑后
。

一些报刊影视在宣传上也只是告诫要求离婚的夫妻
“
为

了孩子而三思
” ,

却很少对崖战正激
、

度 日如年的夫妻呼吁
“
救救孩子

” ,
不少对监护人再

婚怀有疑惑
、

恐惧甚至敌意的孩子也常常是从报刊影视里继父 (母 ) 可恶的形象描绘中得到

信息
,

形成心理屏障的
,

而报刊影视却不善于吸收这些孩子的反馈信息 以调整 自己的宣传视

角
,

消除儿童的心理障碍
。

因此
,

我们认为
,

不应以煞费苦心地让孩子在同床异梦的父母身边

享受所谓的双亲温暖来侈谈维护少儿的合法权益
,

而应根据生活的实际千方百计地为少儿创

造一个能健康成长的家庭氛 围
、

学校群体
、

社会环境
,

使他们尽快适应父母离异后的生活
,

健康的成长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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