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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特殊人保障法》的修订，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的基本权益得到了保障，但是他们仍然面临更多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如巨大的经济压力、家庭结构失调、

家庭边缘化、家庭功能的失调等，这些都严重地影响特殊儿童的康复以及社会化，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

的救助方式已满足不了特殊儿童家庭的需求，帮助此类群体是全社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社会工作作为

一门以助人为目标的专业，在帮助特殊儿童及其家庭的服务中有较大的优势，家庭社会工作的服务理念、

服务内容以及专业性能够满足此类群体的需求，家庭社会工作可以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

以及行政性社会工作介入特殊儿童及其家庭，促进特殊儿童的恢复，构建社会支持网络，改变家庭成员

之间不良的沟通方式及分工，缓解家庭成员的矛盾和焦虑情绪，重塑家庭良好氛围，为家庭成员赋能，

提升其应对问题的能力，帮助家庭成员更好地成长。文章将介绍重庆市某社会工作机构对重庆市南岸区

天文街道的服务活动，并分析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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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social welfare system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s 
well as the revision of the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Special Persons, the basic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pecial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have been protected, but they still face more and more com-
plex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huge economic pressure, family structure disorder, family margina-
lization, family dysfunction, etc. All these have seriously affected the rehabilitation and socializa-
tion of special children. Traditional government-led assistance can no longer meet the needs of 
families with special children, and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and obliga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to 
help such groups. As a profession aiming at helping others, social work has great advantages in 
helping special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The service concept, service content and professional-
ism of family social work can meet the needs of such groups. Family social work can use case work, 
group work, community work and administrative social work to intervene in special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It can help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special children, build a social support network, 
change the bad communication mode and division of labor among family members, relieve the 
contradictions and anxiety of family members, rebuild a good family atmosphere, empower family 
members,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cope with problems, and help family members grow better.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the service activities of a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 in Chongqing in Tianwen 
Street, Nanan District, Chongqing, and analyze its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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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1.1. 特殊儿童家庭的相关研究 

学者 Chiu C.Y 等通过对台湾的特殊儿童家庭进行研究，认为此类家庭最大的需求是儿童的康复和教

育服务，但没有对其家庭照顾者进行需求评估，其实作为他们的父母，也是需要被关注的一类群体，并

且他们对于儿童的康复和发展起着关键作用 [1]；学者 Cantwell J 等通过对 115 名特殊家庭的父母进行抑

郁症测量，发现大量父母都患有忧郁症，并且与社会支持力度、自尊感有关，父母的情绪会影响到孩子，

进而导致家庭矛盾，使孩子陷入抑郁程度大大增加 [2]；Lu M.H 等人在一项关于对自闭症儿童父母的自尊

和生活满意度等调查中发现，应该加大对自闭症家庭社会支持力度，形成全社会关爱特殊家庭的良好氛

围 [3]；学者 Cuzzocrea F 认为在特殊儿童家庭中，最重要的是培养父母各方面的应对能力，以及提供一定

的社会支持力度，从而缓解家庭压力 [4]；詹鹏、李懂文对特殊儿童家庭的收入进行研究，发现家庭照顾

者照顾儿童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其家庭劳动时间相应减少，从而家庭收入也相对减少 [5]；申仁洪、任春

雷认为应建立特殊儿童家庭支持模型，以激发家庭内部力量，促进家庭成员积极心理，整合内外部资源

以改善其家庭经济、生活状况 [6]。 

1.2. 特殊儿童家庭社会福利相关研究 

世界各国针对特殊儿童家庭纷纷出台相关福利政策以帮助特殊家庭减轻各方面的压力。德国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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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特殊人享有较为完善的保障证词，政府为 16 岁以下的特殊儿童提供免费医疗费用，并为其提

供各类生活费用；韩国为特殊儿童家庭在养育、医疗、教育方面出台相关政策，为其减轻负担，从而促

进福利事业的发展；20 世纪末，美国出台了《特殊儿童教育法》，使特殊儿童享受到较为完整的教育政

策，不久之后又对其进行了修订；我国关于特殊儿童及家庭的相关福利政策较于其他国家起步较晚，随

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民生问题也得到相应的重视，特殊儿童家庭福利政策也发生了较大改变 [7]；部

分学者认为原生家庭对特殊儿童的成长和康复起着重要作用，认为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为家庭减轻经

济压力 [8]；总之，我国关于特殊儿童家庭的福利政策由救济性的福利服务转向普惠性的福利服务。 

1.3. 社会工作介入特殊儿童家庭的研究 

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观及理念与帮助特殊儿童家庭的理念相契合，社会工作专业可以为其提供个案

服务、小组服务以及团体辅导，为其提供多元化的服务，从儿童和家庭两方面介入，针对儿童方面，为

特殊儿童提供康复服务、教育服务以及构建社会支持网络等 [9]；学者江秀娜对 6 名特殊儿童进行介入，

她从家照顾者、学校以及儿童自身三方面进行专业服务，为儿童赋能，帮助儿童融入普通学校，使其融

入社会 [10]；学者马洋子认为应关注特殊儿童的家庭关系 [11]；学者高楠认为应关注特殊儿童的家庭支持

网络 [12]；学者孟亚敏认为应关注特殊儿童家庭照顾者的压力 [13]；学者孙璐通过对 6 个家庭进行访谈，

认为应该提高特殊家庭的内部抗逆力 [14]。 

2. 特殊儿童家庭的需求分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得知，截至 2020 年，我国有 1.4 亿特殊儿童，占全国儿童总

人数的 11.7%。这意味着在每 100 个儿童中，就有大约 11.7 个儿童属于特殊儿童。据数据显示，0~18 岁

特殊儿童的监护人 80%为父母，15~25 岁特殊儿童 90%的经济来源于家庭成员，这意味着我国特殊儿童

的经济支柱和监护责任主要是家庭，他们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占我国平均水平的 53%  [15]，由此看出，特

殊儿童及其家庭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压力，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挑战。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在针对

一项关于对特殊儿童(听障儿童、智力低下、脑瘫儿童、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的研究中发现，29.1%的家

长患有焦虑的症状，34.2%的家长患有抑郁症，家庭是特殊儿童恢复的主要场所，家庭环境对特殊儿童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6]。 
综上所述，特殊儿童家庭的服务需求主要体现在：第一是特殊儿童的康复需求，将其“特殊性”

降到最低，使儿童恢复正常生活；第二是家庭面临的经济压力，特别是儿童的医疗费用占据家庭大部

分支出，影响到家庭的正常生活；最后是关于特殊儿童的教育和家庭照顾者的教育，儿童的教育包括

社会化、特殊教育、心理辅导等，家长的教育包括特殊儿童康复知识、护理知识和技巧、家庭关系、

心理辅导等。 

3. 社会工作介入特殊儿童家庭的服务过程 

3.1. 概况介绍 

本文的研究对象通过筛选重庆市南岸区天文街道中五个具有相似经历的家庭，且都是听障儿童家庭，

虽然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但其家庭矛盾都表现在：家庭成员关系的恶化、家庭角色分工的紊乱以及家

庭经济状况越来越差，本文将选取家庭中的父母为主要小组成员，儿童将起到辅助作用。 

3.2. 小组目标 

通过五次对家庭的服务活动，使家庭成员相互交流，通过活动了解家庭结构及家庭过去经历、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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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五次活动的目标分别为：了解家庭矛盾及需求、了解家庭成员对家庭角色及分工的认知、使家庭

成员了解沟通的技巧、了解儿童成长规律、促进家庭关系。 

3.3. 基础理论 

3.3.1. 家庭系统理论 
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由不同的子系统组成，并且每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当家庭

系统出现矛盾使，子系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使家庭恢复正常。本文中的研究对象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家

庭成员以特殊儿童为主，家庭照顾者——父母往往承担更多的家庭角色和分工，导致父母压力过大，长

此以往产生家庭矛盾，不利于家庭的健康发展。 

3.3.2.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每个家庭在不同时期会经历不同的阶段，且每个阶段的家庭任务不同，每个

阶段具有延续性，如果某一阶段的任务紊乱，则会导致下一阶段的任务无法完成，由于本文家庭的特殊

性，父母往往会给孩子过渡的保护，影响孩子的社会化需求，进而导致家庭生命周期的停滞。 

3.4. 小组过程 

3.4.1. 第一次小组活动 

活动时间 活动目标 活动内容 所需物资 

5 分钟 使小组成员了解活动内容 社会工作者自我介绍，并介绍本次

活动 
 

10 分钟 使小组成员彼此认识 小组成员依次做自我介绍  

15 分钟 为组员创造轻松的小组环境 破冰游戏——五毛一块 背景音乐 

30 分钟 强调组员之间的同质性，加强组

员间的情感 
社工引导家庭成员讲述自己的家

庭故事 
 

10 分钟 制定小组规范 社工与组员商定小组规范 签字笔、A4 纸 
 
本次活动的目的是使小组成员之间相互认识，消除陌生感，讲述家庭背景故事，让组员感受到大家

的共同性，除此建立小组归属感，为下一活动奠定基础。 

3.4.2. 第二次小组活动 

活动时间 活动目标 活动内容 所需物资 

40 分钟 通过团队合作的游戏让夫妻明

白合作的重要性 
“跨越障碍物”，夫妻需要不用双手

跨越障碍物将气球运往目的地。 
气球、栏杆、呼啦圈、

假山坡、草地 

10 分钟 掌握解决家庭矛盾的技巧 播放有关家庭矛盾的案例，引导组员

如何解决家庭矛盾 视频 

20 分钟 熟练运用解决家庭矛盾的技巧 组员依次说出自家的家庭矛盾，其他

组员帮助解决 
 

15 分钟 了解普遍的家庭问题 
社工向组员讲解不良家庭关系以及解

决技巧，如纠缠与疏离、三角缠、联

合对抗等 
 

5 分钟 活动总结 社工布置家庭作业，将今天所学到的

技巧应用到生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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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的目的是通过夫妻合作游戏，让他们明白家庭分工合作的重要性，通过案例展示、家庭之

间相互分享家庭矛盾的案例和不良家庭关系知识点的讲解，让父母掌握解决家庭矛盾的技巧，最后反思

自己的家庭结构是否存在问题以及如何解决。 

3.4.3. 第三次小组活动 

活动时间 活动目标 活动内容 所需物资 

15 分钟 了解自己的家庭结构 社工引导组员分析自己的家庭结构  

20 分钟 使组员了解自己的家人 社工提问：如何评价自己；如何评价自己

的家人；孩子评价父母的关系 
 

30 分钟 使家庭成员进行有效沟通 
通过上一问题，让组员分析自己的不足，

并认为自己应该怎么做能促使家庭发展

进步 
 

15 分钟 增强家庭关系 “三人两足”：家庭成员进行亲子游戏 绳子，小奖品 

20 分钟 活动总结 家庭成员记录对方今天让自己最满意的

表现 A4 纸、签字笔 

 
本次活动通过家庭成员对对方的评价以及家庭关系的评价，改善自己的不良处理方式以及家庭成员

对自己的固有看法，使家庭成员进行有沟通，促进家庭关系，增进夫妻情感。 

3.4.4. 第四次小组活动 

活动时间 活动目标 活动内容 所需物资 

10 分钟 使家长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 社工为家长讲解儿童成长发展规律 PPT 

15 分钟 使家长正视自家的问题 为家长科普特殊儿童面临的问题(教育、生理、

心理、社会化)以及家庭关系对孩子的影响 
 

15 分钟 使家长掌握建立良好亲子关系

的技巧 
孩子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使家长

深度了解孩子 
 

30 分钟 使父母将技巧应用到实际当中 

家庭小剧场：社工给每个家庭出题，家庭成员

进行表演：孩子玩手机时间过长，父母怎么面

对、孩子吃饭挑食，父母怎么面对、孩子想要

昂贵的玩具父母怎么面对、孩子在学校受欺负

父母怎么应对 

 

10 分钟 活动总结 父母反思与孩子之间存在的亲子问题  

 
本次活动的目的是让父母了解儿童的成长发展规律以及特殊儿童发展规律，掌握亲子沟通的技巧，

以便运用到家庭当中，解决亲子矛盾，促进特殊儿童发展。 

3.4.5. 第五次小组活动 

活动时间 活动目标 活动内容 所需物资 

15 分钟 增进亲子关系 蒙眼挑战：孩子蒙住眼睛，父亲指导孩子走到

母亲身边并给母亲为饼干 眼罩、饼干 

30 分钟 增进亲子关系 家庭成员一同作画，画出自己理想的家庭状态 彩笔、素描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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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0 分钟 为活动结束做准备，缓解

组员的离散情绪 家庭才艺展示，五个家庭分别进行才艺表演 音响 

15 分钟 活动反馈 社工宣告活动结束，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活动感

受分享 
 

 
本次活动的目的是通过一系列亲子游戏来增进家庭关系，增加亲子间的默契、互动和促使家庭成员

厘清家庭角色和分工，以达到家庭良性发展的目的，促进家庭成员的抗逆力发展。 

4. 服务成效评估与不足 

4.1. 服务成效评估 

4.1.1. 帮助家庭减轻了经济压力 
残疾人特别是残疾儿童在社会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声音不被大众所听到，他们的需求也常常被埋

没，得不到公平的社会待遇和社会地位。社工在小组活动过程中，通过对五个家庭的分析了解后，得知

他们首要解决的是生计问题，通常由母亲将孩子送往特殊学校，并在校外一直等着孩子直到放学，社工

发现母亲可以利用这个空余时间灵活就业，社工通过链接社会资源以及运用行政性社会工作，为家长们

链接到了学习手工编织的公益课堂，家长们首先通过学习编织手链等手工艺品，社工为家长们形成产品

售卖链，除此之外还有家庭收纳师等供家长们选择，通过给家长们赋能，帮助家长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促进家庭的可持续发展。 

4.1.2. 帮助家庭增强生活信念 
社工秉承专业理念和价值观以及通过一些专业服务活动，首先，社工通过引导家庭成员讲出自己的

家庭故事，为组员营造轻松的小组环境；其次社工为组员讲解有关解决家庭矛盾的技巧，通过家庭成员

评价自己、他人及家庭关系，使家庭成员充分沟通，依据学到的家庭知识做出适当的改变；让家长了解

孩子的成长发展规律，使孩子畅所欲言，以便让家长深入了解孩子的需求，增进亲子关系、家庭关系；

最后通过家庭成员一起作画，对未来家庭状态的畅想，促使组员恢复和重塑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加强家

庭成员之间的情感。 

4.1.3. 为家庭成员建立社会支持网络 
特殊儿童及家庭往往会遭受到社会的排挤，他们常常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社会通过在社区招募

小组组员，以及对每次活动进行记录，通过公众号的发布、社区宣传栏张贴海报等方式，改变社区居民

对特殊儿童的看法，提高社区居民对特殊群体的正确认知，营造全社区关爱特殊家庭的良好氛围；除此

之外，将具有同质性的家庭组成小组，通过五次服务活动，使小朋友建立自己的同辈支持群体，家长们

通过一次次的活动，增强彼此的熟悉感，让他们认为并不是自己一家是特殊的，他们有全社会的关爱和

帮助。 

4.2. 服务活动的不足 

4.2.1. 服务活动连续性不足 
社工通过五次小组服务活动颇有成效，增强了他们的家庭关系，缓和了家庭矛盾，但是服务活动时

间较短，对特殊儿童的家庭没有进行全面的了解，一些家长在此次活动中没能敞开心扉，社工没有挖掘

到家庭的过去经历，没能完全帮助他们解决家庭问题，只能通过此次活动所学到的家庭相关知识自己解

决；此外，家庭关系是否存在反弹，尚无可知；最后五次活动中，有的家庭也曾缺席，活动没有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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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案之后，如何继续进行后续的服务也给社工带来了挑战，如何巩固此次服务的成效也值得社工反思。 

4.2.2. 挖掘与整合资源的能力有待提升 
作为一名专业的社工，为服务对象链接资源是必备的一项素质，在此次活动过程中，虽然与社区工

作人员链接到了灵活就业的资源，但是在此过程中社工的专业性表现有待提升，在此次案例中，社工在

寻求资源方面陷入险境，在如何更好的与资源方建立关系，如何利用资源方更好的为服务对象服务，社

工的能力还有待提升。 

4.2.3. 社工的专业角色模糊 
社工在介入特殊儿童家庭时，往往被社区居民认为是社区、街道的工作人员，被误认为是行政工作

者，由于社会工作专业正处于发展时期，社区居民们不了解此专业，他们只知道医生、教师、公务员这

样的职业，所以社工被他们误以为是公务员之类的性质，加之社工对居民解释的次数，社工们无奈被居

民们同化，说自己是社区的、街道的，除此之外，社工专业不被大家所认同，权威性不足，相比于解释

自己的专业，倒不如说自己是社区的，更有说服力，更让居民们接受，也有利于与居民们建立信任的专

业关系。但是，通过五次的服务活动，组员们能感受到社工与行政性工作人员的不同，在社工专业角色

方面，我们正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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