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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与希望 ， 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 近年来 ， 伴随着一系

列极端事件的发生 ，

＂

困境儿童
＂

这个名词进入到公众视野中 ， 也揭示 了困境儿

童问题的严峻性与急迫性 。 虽然 ， 目前学术界对困境儿童现实困境的研究不少 ，

但对其服务体系的研究却十分之少 。

本研究是关于困境儿童服务体系的研究 ，
基于 Ｓ 省 困境儿童需求调研课题的

数据及对社区 、 妇联工作人员 的访谈 ， 搜集到第一手资料 ， 结合现有文献研究的

情况 ， 对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 ， 并运用扩展的临床视角从人与环境两个方面对困

境儿童的现状及需求进行了研究 。

研究进
一步发现 ， 困境儿童群体在现实生活中仍存在

一

些问题 ， 如健康状况

堪忧 、 屯、理 自卑消极 、 社交欠缺 、 存在较多安全隐患 ， 因此在其生活 、 发展方面

也面临着一些需求 ； 其次 ， 困境儿童家庭收入水平普遍偏低 、 家庭结构不稳定 、

隔代抚育情况普遍 ， 也在
一

定程度上影响 了困境儿童的生存与发展 ； 最后 ， 从困

境儿童社会支持与救助 的情况来看 ，
发现微观层面的家庭 、 社区及社区组织对困

境儿童的支持薄弱 ， 宏观层面政府的救助力度小 、 救助形式单
一

， 社会专业人±

及其它社会力量参与度较低 。

最后 ， 针对困境儿童存在的这些问题 ， 研充者基于扩展的临床视角 ， 从四个

层面提 出 了构建困境儿童服务体系的建议 ： 在 ｐ
－ｅ 层面 ， 笔者认为应采用个案的

方法 ， 通过
一

对一的帮扶 、 资源的链接 ， 为个体增能 ， 与此同时为家庭成员或监

护人提供支持 ， 链接社区及学校的资源 ， 拓宽服务项 目 ， 提供服务水平 ； 在 Ｐ
－

ｅ 层

面 ， 社会工作者可Ｗ运用小组的方法 ， 通过过程分享 、 小组成员之间的互动分享

来满足群体需求 ， 通过协调各方资源 ， 促进
＂

家庭
一学校

一

社区
＂

之间 良好关系

的建立 ； 在 Ｐ
－Ｅ 层面 ， 考虑微观环境对困境儿童个人带来的影响 ， 社工可Ｗ采

用倡导的方式维护困境儿童的合法权益 ， 通过增权提升困境儿童的权利意识 ；
在

Ｐ－Ｅ 层面 ， 社会工作者可Ｗ通过政策倡导来推动困境儿童福利政策的改革 ， 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Ｗ保障困境儿童的合法权益 。 在此基础上 ， 研究者提出 了Ｗ政府为

主导 ， 社工协同各社会主体共同参与 ， 专业社工服务为支撑 ， 构建专业化 、 系统

化 、 多元化的服务体系 。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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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困境儿童 ； 扩展的临床视角 ； 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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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在本章中主要介绍本研究的背景 、 研究的主要问题、 研究的 目 的与意义 ， 并

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 。

—

、 研究背泉

（
一

） 困巧儿童问厘曰益突出

儿童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后备为量 ， 代表着未来与希望 。 但近年来 ，

＂

困境

儿童
＂

这个名词的出现频率急剧增加 ， 具体表现在媒体的相关报道及学术研究中 。

加之 ，

一系列极端事件的发生 ， 更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对困境儿童的关注与讨论 。

贵州毕节 日 名 留守儿童垃圾箱中生火取暖而中毒身亡、 河南兰考屯名弃婴溺命于

大火 、 南京幼童饿死家中 、 毕节留守 ４ 兄妹服药 自杀等事件的暴露 ， 揭示了困境

儿童问题的严峻性与急迫性 ， 中央和各级改府对此也高度关注 ， 并出 台了一系列

的相关政策措施 。 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 》 明确提出
＂

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
＂

，
２０巧 年 《政府工作报告 》 中 ，

李克强总理强调
＂

健全福利保障制度和服务体系
＂

， 加大对困境儿童的保障力度 ，

为接下来困境儿童的保障建设指明 了方向 。 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

工作的意见》 （国发 （ ２０ １６ ）３６ 号 ） （下称 《意见》 ） 指出
＂

强化家庭履行抚养义

务和监护职责的意识和能力 ， 综合运用社会救助 、 社会福利和安全保障等政策措

施 ， 分类施策 ， 精准帮扶 ， 为困境儿童健康成长营造 良好环境 《意见》 的出台

对新时期的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 ， 各地

方政府也相继出 台相关政策 ， 积极为推进困境儿童的发展做出努力 。 自 ２ ０１ １ 年

起 ， 山 东省出 台了系列文件保障困境儿童的生活 ， 《山东省儿童发展
＂

十二五
＂

规划 》 对特殊化童 、 孤儿 、 残障儿童 、 重大疾病儿童的保障做出 明确指示 ， 特别

是为困境儿童的发展明确了方向 。

星然政府对困境儿童遇到的问题提供 了政策性的指引 ， 但政策的落地 、 执行

及困境儿童多元化等因素导致了

＂

困境儿童
＂

在基本生活 、 也理 、 教育 、 医斤等

方面仍面临
一系列的问题 ， 如何有效地解决或缓解困境儿童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

一个亟需解决的课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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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社会工作的迅速发展

党和国家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 ， 自 ２０ １ １ 年起 ， 中央有关部口

发布 《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 及 《社会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中长期发展规划 （ ２０ １ １
－

２０２０ ） 》 ， 强调加强促进社工专业人才 的发展 。 李克强总

理在 ２０ １ ５ 年 《政府工作报告 》 中指出
＂

支持群团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 ， 发展

专业社会工作 、 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 。

＂

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 ， 社会工作事业的

发展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
其涉及的服务领域不仅包括老人、 儿童 、 妇女等

弱势群体 ， 其在加强创新治理及在一些公共服务领域 内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

社会的认可 、 政策的支持 ， 为社工介入困境儿童提供 了发展的可能性 。

从Ｗ往研究发现 ， 社工介入困境儿童群体的案例非常多 ， 介入方式主要为项

目 制 ， 集中在对留守儿童 、 单亲子女 、 家庭贫困儿童等群体的帮扶上 ，
且主要采

取问题导向 ， 也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 。 但对困境儿童帮扶整体而言 ， 项 目 的持续时

间短 、 专业人员缺乏及其它宏观因素导致社工屯、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时有发生。

２０ １ ６ 年 ， 山东 省出 台的 《 山东省社区社会工作专项计划实施方案 》 提出
＂

进一

步壮大社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
＂

， 指出到 ２ ０１０ 年城市社区配备社工专业人才

全覆盖 ， 农村覆盖率达 ５０％（ ２０化 ） ， 这也为社工介入困境儿童 ， 提供了更强有

力的支持 ， 有利于进
一

步实现政策提出 的 良好愿景 。

（Ｓ ） 个人实践与服务的体会

社会工作专业的学习离不开实务实践 ， 笔者作为一名社会工作的硕± ， 在本

科与硕±期间多次进行专业实习 ， 并结合专业特色组织参与 了 多次社会实践活

动 ， 对单亲家庭子女 、 残障儿童 、 留守儿童等儿童有 了
一定的 了解 。 ２０ １ ５ 年 ５

月 ， 笔者有幸参与到导师关于
＂
Ｓ 省困境儿童

？
需求调研项 目

＂ ＠
的研究课题中 ，

在调研期间 ， 笔者与留守儿童 、 残障儿童 、 重疾儿童 、 单亲儿童 、 流动儿童及其

它贫困儿童有了进一步的接触 ， 对他们的需求及存在的问题也有了更多 的了解。

除此之外 ， 笔者对政府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访谈 ， 发现 目 前困境儿童服务保

护工作仍存在较多局限性 。 那么 ， 在提供服务的时候 ， 如何有效的把握困境儿童

的需求 ，
Ｌ义满足其需求 ， 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 ？ 在这个领域 内 ， 社会工作者如何

？ 困巧儿童 ： 具体涵义见下文概念界定 。

？ 该课题是 由 Ｓ 省妇联委托 ，
山 东大学张洪英副教授团队于 ２ ０ １５ 年 ５ 月 申请的关于 困境儿童盖求 调研的

课题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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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工作中发挥 自身价值 ？ 这两个问题
一

直浮现在笔者的脑海中 。 于是 ， 笔者

开始查阅相关文献 ， 发现 目前专家学者对困境儿童的研究非常广 ， 对于各类困境

儿童需求的研究也较多 ， 但是现有的研究主要从功能修补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 ，

致力于对困境儿童功能的修修补补 ， 促使其适应现在生活 ， 往往忽略问题的本

质
；
对于 困境儿童的干预也众说纷经 ，

一

直存在着个体观与家庭个体观与家庭个

体观与家庭观 、 微观与宏观的
＂

二元论争
＂

（起万林 ， ２ ０ １ ７ ） ， 缺乏
一

个综合性的

实务体系 。

基于 目前对困境儿童服务的研究现状及笔者对困境儿童实务领域的积累 ， 笔

者决定将困境儿童这个群体作为硕±毕业设计的研究对象 。 笔者相信 ， 基于扩展

临床视角下对 Ｓ 省困境儿童服务体系的研究将有利于了解 Ｓ 省困境儿童需求现状

及支持现状 ， 有利于挖掘问题的根源 ， 探索出
一

个具有专业性 、 指导性、 综合性

的服务体系 ， 为困境儿童的发展营造
一

个稳定的 、 和谐的氛围 。

二 、 研究问题

近年来 ， 伴随着困境儿童社会事件一件件的揭露 ， 国家政府 、 学术界对困境

儿童的关注程度 日益增加 ， 旨在解决困境儿童问题的政府文件及公益组织也 日渐

增多 。 本文是基于 Ｓ 省困境儿童需求调研课题进行的研究 ， 在该课题中 ， 笔者全

程参与 ， 通过对 困境儿童及监护人 、 社区人员 、 政府工作人员等与其相关人员的

探寻 ， 对困境儿童的现实需求进行分析与总结 ， 寻找其存在的问题 ， 并从社工的

角度出发 ， 试图探索出 一条专业化 、 系统化的服务体系 ， Ｗ改善困境儿童的生存

状况 。 在本研究中 ， 笔者Ｗ困境儿童为中 屯、
， 通过调研 了解其需求 ， 通过对监护

人及政府工作人员的访谈 ， 了解现在困境儿童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局限性 ， 并运用

扩展的临床视角从人 （ 困境儿童个人 、 群体 ） 与环境 （微观 、 宏观 ） 两个角度去

回应困境儿童的现实状况 。基于 困境儿童发展的背景 、 研巧 目 的及前期调研资料 ，

笔者在本研究中提出 Ｗ下研究 问题 ：

——困境儿童的现实困境有哪些 ？

——困境儿童的 各服务主体支持的现状是怎样的 ？ 存在哪些问题或局限

性 ？

——如何为困境儿童提供服务 ？ 具体而言 ， 在扩展的临床主义视角下 ， 社会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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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如何从人与环境两个层面介入 ， 在构建困境儿童服务体系的过程中发揮积极

作用 ？

王 、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 政策层面

政策层面 ， 本研究的 目 的在于促进政府有关部口对困境儿童需求及存在困境

的了解 ， 为政府有关人员提供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服务策略 ， 从而为完善困

境儿童服务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 。

仁 ） 理论层面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 ， 笔者发现国内对于困境儿童干预的研巧较多 ， 且在

过往的研究中所提出 的干预策略主要存在个体与家庭 、微观与宏观的
＂

二元论争
＂

轉点 （赵万林 ，
２０ １７ ） ， 无论从Ｗ上哪种观点进行干预 ， 都会存在

一定的疏漏 ，

对于困境儿童的服务缺乏
一

个综合性的实务模式 ， 提供干预时应即要考虑个体存

在的 问题对其生活的影响 ， 又要从家庭角度出发 ， 对其需求进行回应 ； 即要考虑

从微观环境干预 ， 又要考虑从宏观环境进行干预 。 本研究采用扩展的临床视角 出

发 ，

一方面可Ｗ拓宽此视角在社会工作中的应用 ， 另一方面也可Ｗ促进困境儿童

服务领域建立
一个具有综合性 、 专业化 、 可操作性强的服务体系 ， 为困境儿童服

务提供理论 、 方向性的指引 。

（
＝

） 实巧层面

本研巧主要探讨 ０
－

１４ 岁困境儿童的需求及服务体系的构建 ， 从需求入手 ，

研巧 目前困境儿童需求及服务现状 ， 目的在于瞄准困境儿童的需求 ， 发现 目前困

境儿童服务中存在的困难及局限性 ， 意义在于从专业角度出发 ， 为政府 、 公益组

织 、 企业等提供综合性、 可操作化的分析及服务策略 ， 进而改善困境儿童生活现

状 ， 促进本止困境儿童的健康成长 。

（四 ） 个人层面

本研究 目 的在于加深笔者对困境儿童的了解 ， 可Ｗ解决也中的困惑 。 意义在

于将有利于促进笔者对专业知识的掌握 ， 有利于全面提升笔者的交际能为 、 写作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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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 实务能力等 。

四 、 巧念界定

（

一

） 儿童

在学术界中 ， 关于儿童的年齡界限还没有一个明确的 、 统
一

的界定 。 从国际

上来看 ， 被沿用最多 的就是联合国 《儿童权利公约 》 ， 它将儿童界定为 １８ 岁 Ｗ

下的任何人 ， 如 《山东省儿童发展
＂

十二五
＂

规划 》 也将儿童界定为出生至未满

化 周岁 的人 口 ，而 《中华人民其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二条 ：

＂

本法所称未成

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

， 所Ｗ 《儿童权利公约》 中儿童的界定等同于我

国的未成年人 ， 是广义上的儿童 ， 这种广义上的理解在学术界使用的并不多 。 除

此之外 ， 中国的儿童组织规定少年先锋队队的队员年龄在 １４ 岁 Ｗ下 。 在最高人

民法院的法律法规中 ， 特别是关于对拐卖人日案件中儿童的年龄的界定
一

般都认

为不满 １４ 岁 ， 综合考虑 Ｗ上界定和研巧实际 ， 本研究将 ０
－

１４ 岁的Ａ口作为儿

童群体 。

仁 ） 困境儿童

＂

困境儿童的概念 ， 最早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政策术语 。 在国际儿童福利组

织使用的术语中 ， 指代因为各种情况 ， 需要获得特殊帮助的儿童
＂

（ 尚晓援 、 虞

傲 ２０１１ ） ， 在中国
＂

困境儿童
＂

送个概念有了本±化的发展 ， 其扬涵与外延

也在随着中国狂会的发展、 对儿童福利制度的探索不断发生变化 ，

＂

困境儿童
＂

的

定义被不断完善 。综合研巧 ， 学术界对困境儿童的界定主要从其内涵和外延出发 ，

官方也给出 了 明确的定义 ；

＂

困境儿童包括因家庭贫困导致生活、 就医 、 就学等

困难的儿童 ， 因 自身残疾导致康复 、 照料 、 护理和社会融入等困难的儿童 ， Ｌ义及

因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遭受虐待 、 遗弃 、 意外伤害 、 不法侵害等导致人身安

全受到威胁或侵害的儿童。

＂

（国发 （ ２０１ ６ ）３６ 号 ）

综合学术界与官方对困境儿童的界定及 山东省儿童现状 ， 在本研究中 ，

＂

困

境化童
＂

指的是暂时或永久脫离正常家庭环境的儿童因家庭支持系统缺失或不完

善 ， 难Ｗ满足其基本生存和发展的儿童 ， Ｗ及在生理 、 也理 、 精神方面存在缺陷

或遭遇特殊问题的儿童。 在研巧中 ， 笔者将其分为留守儿童 、 残障儿童 、 重疾儿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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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单亲儿童 、 流动儿童及其它贫困儿童等 。

本章小结

在本章中 ， 主要从研巧背景 、 研究问题、 研究 目 的及意义 、 概念界定等四个

方面对本研巧进巧概述。 笔者从困境儿童问题 日益突出 ， 政府及社会各界 日益关

注为出发点 ， 结合个人实践的体会及社会工作专业的背景 ， 提出对困境儿童进行

研究的急迫性 ， 并根据前期调研资料进
一

步确定本研巧的主要问题 ， 并从理论 、

实践 、 政策及个人四个方面阐述了进行本研究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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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困境儿童的发展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未来的发展 ， 伴随着社会对困境儿童的

关注程度 日益増加 ， 学术界对困境儿童的研巧数量也呈现急速增长 。 本章将对困

境儿童的过往研巧进行梳理 、 分析及总结 ， 进而为本研究提供
一定的借鉴和启发 。

一

、 国内外关于困境儿童的研究

本节主要回顾国外困境儿童发展的现状及国 内 困境儿童发展及研究的现状。

（
－

） 国外困境儿童的发展

在国外 ， 困境儿童是个广义概念 ， 泛指一切因贫困 、 疾病 、 意外事件或遭受

家 庭虐 待与 忽视而 失去 家庭依靠 ， 生存 与发展 陷入 困 境 的 儿童 。 （ Ｐ ｅ ｔ ｅｒ

Ｊ ．Ｐｅ ｃｏｒａ ，２０００ ） 但在
一

些欧洲 国家 ，
比如德国 ，

＂

困境儿童
＂

这个词语早己

被取代 ， 无论是在社会政策或相关服务领域中都不存在 ， 它只是作为
一

个
＂

历史

产物
＂

或
＂

历史概念
＂

曾经存在过 （张威 ， ２０ １ ５ ）
， 这也表明人们关注的焦点不

再是对现有问题的补救 ， 而是对问题实质的探究 ， 预防 问题的 出现。

国外对困境儿童不同的理解也不是朝夕之间就存在的 ， 也是经历的漫长的发

展过程 ， 不同阶段对困境儿童提供的服务也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 Ｗ欧洲大陆国家

为例 ， 从 １ ２ 世纪起到 １ ６ 世纪 ， 人们关注的未成年群体主要是
＂

战争中无家可归

儿童 、 弃婴孤儿 、 无人管制 、 有轻微犯罪行为的儿童青少年
＂

（陶冶 ， ２ ０巧 ）
， 那

时提供的帮助停留在物质层面 ， 带有很强的宗教色彩 ， 且国家尚未涉入 。 １ ７ 世

纪至 １ ９ 世纪 ， 欧洲国家对儿童青少年问题的关注开始由物质层面转向精神层面 ，

国家行为开始 出现 。 ２０ 世纪之后 ， 人们对困境儿童的关注开始倾向于现在 的理

解 ， 将关往的事件转向更深入的层次 ，

＂

如何确保困境儿童的身屯、健康成长发展
＂

（陶冶 ，
２０ １ ５ ） 。 该理解对我国现阶段的困境儿童工作也有

一

定的启发 。

国外的儿童福利保障制度对困境儿童问题的解决 、 生活状况的改善起到 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 。 美国 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制体制完备 、 分工 明确 ， 其保障的困境儿

童群体主要包括 ： 孤儿 、 流浪儿童 、 受虐待儿童和被忽视儿童 、 贫困家庭儿童 、

离异家庭儿童 、 无监护人的移民儿童六大类 。 对于孤儿 ， 美国采取收养和寄养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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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 并为寄养儿童提供医疗照护 ， 此保障孤儿的生活 ；
对于流浪儿童 ， 除为其

提供生活必需品之外 ， 还对流浪儿童进行生存培训 ； 对于受虐待儿童 ， 由法院强

制改善家庭状况或剥夺家长监护权 ；
对于贫困儿童及无监护人移民儿童 ， 也由相

关部口提供照护或安置 。 美国的困境儿童福利政策对困境儿童问题的解决做 出 了

突 出的贡献 。

（二 ） 国内困境儿童的发展及研究现状

＂

困境儿童
＂

这个概念在中 国 出现是在大众媒体领域内于 ２００３ 年提出 的 （ 尚

晓援等 ， ２０ １ ４ ） 。 最早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政策术语 ， 在 中 国
＂

困境儿童
＂

这

个概念有 了本±化的发展 ， 其内涵与外延也在随着中 国社会的发展 、 对儿童福利

制度的探索不断发生变化 ，

＂

困境儿童
＂

在政策操作中的定义被不断完善 。

自 ２００６ 年
＂

困境儿童
＂

首次被政府纳入操作定义后 ， ２０ １３ 年 《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定 》 又提出 ；

＂

健全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
＂

，

这是
＂

困境儿童
＂

这
一

术语写进中 国最高层次的纲领性 。 （ 尚晓援等 ，
２０ １ ４ ）２０１ ６

年 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 》 （ 国发 （ ２０ １ ６
）３６ 号 ） ， 在

该 《意见 》 中 ， 对困境儿童作了进
一步的明确 ， 并着力强调加强困境儿童的分类

保障工作 ， 建立健全的困境儿童保障体系 ， 这也是全民促进困境儿童发展的实际

行动 ， 在困境儿童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

对于困境儿童的研究 ， 从客观数据显示
９

，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才出现对困

境儿童的研究 ，
且主要研究对象为流浪儿童 ， ２００２ 年 ， 知网中关于流浪儿童的

研究只有两篇 。 ２ ００７ 年首次出现 困境儿童
＂

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文献 ， 主

要探究困境儿童的权益保护工作 。 自此之后 ， 困境儿童
＂

为直接研究对象的

研究寥寥无几 。 伴随着媒体对一系 列极端事件的报道 ，

＂

困境儿童
＂

再次进入到

公众的视野 ， 且主要在大众媒体中 。 学术界对困境儿童的研巧主要从 ２０ １４ 年开

始 ， 研究的 内容主要包括 下几个方面 ；

１ ． 困境儿童概念的研巧

综合 目 前对困境儿童现有的研究来看 ， 对其概念的界定主要从两方面进行 ：

外延和 内涵 。 各界对
＂

困境儿童
＂

外延看法相对一致 ， 即包含孤儿 （ 含弃婴 ） 、

流浪儿童、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 受暴力害儿童、 残疾儿童 、 患重病或罕见病等儿

？ 此部分数据是笔者在知网 中 搜索 Ｗ
＂

困境
＂ ＂

儿窒
＂

为关键词出 现的文献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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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群体 （陈鲁南 ，
２０１ ２ ） 等 。 对于 内涵的界定 ， 陈鲁南认为困境儿童为

＂

暂时或

永久脱离正常家庭环境的儿童 ， Ｗ及生理 、 精神方面存在缺陷或遭遇严重问题的

儿童
＂

；彭华民 （ ２０１５ ） 认为困境儿童是
＂

指在特殊的 、 被限制 了 的环境条件下

基本需要不能满足得到满足的儿童 ， 其基本需要包括基本生活照顾的需要 、 卫生

健康的需要 、 家庭生活的需要 、 教育的需要 、 休闲和娱乐的需要 、 屯、理发展的需

要 、 社会生活能为的需要 、 免于被剥削伤害的需要
＂

。

２ ． 困境儿童困境的研究

综合研究发现 ， 大部分学者对困境儿童研究还集中在面临的困境方面 。 从 目

前学术界对困境儿童生活现状的研究来看 ， 研究角度略有不同 ， 但大部分学者都

分类进行研究 。 具体而言 ， 从困境儿童的外延对其面临 的困境进行研究 ， 如郭玉

玲等 （ ２０ １ ６ ） 认为 困境儿童问题包括残疾儿童 、 低保家庭儿童 、 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 、 重病儿童等面临的 问题 ， 涉及基本生存 、 教育 、 医疗 、 屯、理等问题
；
更多 的

研究是讲研究对象锁定为某
一类困境儿童 ， 并进行详细的阐释 、 剖析 ， 如孟超

（ ２０ １ ３ ） 主要探巧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面临的困境 ； 从文君 （ ２０１ ４ ） 主要对受虐

待儿童面临的情感问题进行分析 ；
也有学者对孤儿 、 服刑子女 、 重病儿童等困境

儿童面临的问题进行研究 ， 总 的来看 ， 研究分类细致 ， 问题剖析深刻 。

３ ． 困境儿童保护及体系的研究

关于困境儿童保护的研究 ， 对现有保护的现状进行研巧的基础上 ， 根据相关

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 主要包括困境儿童保护立法 、 困境儿童福利制度 、 困境

儿童专业服务等方面 。 张春艳等 （ ２０ １ ５ ） 认为 目 前困境儿童保护存在法律法规不

完善 、 信息收集及认定体系不健全 、 救助机构存在问题 、 非政府组织参与度有限

等问题 ， 并从相关法律 、 构建多元化救助体系 、 探索适度普惠型福利制度等方面

提出 了对应举措 。 吴国平 （ ２０ １ ４ ） 从法律角度进行研巧 ， 强调将困境儿童救助问

题纳入法治轨道 ， 并提出应尽快提出或完善 《儿童福利法》 、 《收养法 》 等法律 。

也有学者认为中 国现存的社会保障制度是Ｗ解决收入替代 、 收入和消费贫困为 目

标的 ， 不能满足困境儿童的多种多样的需求 。 （ 尚晓援 ， ２０ １ １ ） 学者雷杰 、 邓云

（ ２０ １ ６ ） 认为我国困境儿童保护服务体系不健全 、 内容空 白 ， 缺乏基本的构成要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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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关于困境儿室现实困境的研究

本文 旨在通过对困境儿童的 困境进行研究分析 ，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分

析 ， 因此需了解过往的研究现状 。 在此 ， 笔者单独对 困境儿童面临的现实困境进

行梳理 。 综合研究发现 ， 学者对留守儿童 、 残障儿童 、 重疾儿童、 单亲儿童 、 流

动儿童及其它贫困儿童的研究己经非常丰富 ， 且主要研究这些儿童的生存现状 ，

这些儿童面临的困境其实也是困境儿童这个大群体所面临的 困境。

（

－

） 生存困境

贫困 、 生活条件艰苦 、 缺乏有效关照是绝大部分困境儿童面临 的问题 ， 尤其

是贫困儿童 、 残障儿童及重病儿童 。 赵川芳 （ ２０１ ５ ） 认为贫困是大部分困境家庭

儿童面临的共同 问题 ， 就一个残障儿童家庭而言 ， 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巨额医疗费

用 的经济负担 。 因为经济问题引 发出 系列 问题 ， 李东方 （ ２００９ ） 。 他们的生存环

境极其恶劣 ，
生存问题都难Ｗ保证 ， 更谈不上对人身安全和食宿卫生的考虑 ， 致

使疾病 、 饥饿 、 侵害时时困扰着他们 。 虽然不同 困境儿童的情况各不相 同 ， 但其

面临的困境大都相似 ， 主要包括生活条件普遍较差 、 生存权难 Ｗ得到保障 。

（二） 屯、理困境

家庭结构的不稳定或不完善 ， 导致亲情的缺乏或缺失 ， 给困境儿童的屯、理造

成了极大的影响 ， 如服务外出 ， 使得留守儿童的 自尊下降 （ 屯、理支持缺失 ） 、 孤

独感加强 、 双留守抑郁儿童增加 ， 而且 曾经留守的经历可能对困境儿童的社会适

应产生长期不利的影响 。 （范兴华 ， ２ ００９ ） 社会中
一

些人群对残障儿童家庭的缺

乏理解 、 忽视排斥甚至化讽嘲弄 ， 容易造成性格上敏感 、 自 卑或 自 闭 （赵川芳 ，

２０ １ ５ ） 。 郑信军 （ ２００６ ） 认为儿童虐待和忽视对其语言 、 认知 、 社交 、 屯、理等的

发展都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 ， 由此也 引发出
一

系列行为问题 、 也理问题或精神问

题 。 对于单亲家庭儿童的研究相对单薄和狭窄 ， 大多都是从其面临的必理困境着

手 ， 并提供相关服务或对策 。 化文君 （ ２０ １ ４ ） 认为受家庭虐待的儿童在情绪情感

方面比较缺乏 ， 因此其归属感和安全感较低 ， 受害儿童更容易情感缺乏和情感棄

乱 。 总的来看 ， 困境儿童所处的家庭结构不完整或监护人未担负起相应的监护责

任 ， 对子女进行虐待 ， 使得其子女的屯、理负担重 ， 更甚者面临盐中的屯、理问题 ，

严重影响了 儿童的健康成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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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其它社会困境

除基本生存 、 也理 问题外 ， 困境儿童还面临其它的问题 ， 如医疗、 教育 、 社

会融入等 。 残障儿童面临的困境除生活与康复的经济压力 、 也理上的负担之外 ，

还包括身体机能和功能的康复与恢复问题 、 缺乏受教育的机会 、 社会融入难等问

题。 从社会化的角度来看 ， 成长于单亲家庭的儿童的性别角色特征与相应的 自我

意识会受到影响 ， 同时在社会交往等方面也需要更多地加Ｗ引 导 （侯志阳 ，
２ ００３ ） 。

对于流动儿童而言 ， 居无定所带来了流动儿童的频繁转学和学习成绩压力 ， 另
一

方面 ， 盛行不衰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与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得流动儿童的升学成为

其在城市继续求学的障碍 ， 但回到农村完成学业这种
＂

退行选择
＂

又面临着农村

生活的重新适应 Ｗ及留守儿童生活回归的困境 （卢释临 、 梁艳侯 、 郁聪 ，
２０ １ ５ ） 。

＂

失依儿童
＂

在也理 、 情感 、 社会化等方面都存在
一定的问题 ，

如社会适应不 良 、

社会交往困难等 （李萍 ，
２０ １ ２ ） 。

综上 ， 从针对困境儿童的各项研巧发现 ， 在现实生活中该群体面临者着众多

困境 ， 生活环境存在众多风险 、 生活质量低 、 也理问题突出 、 教育及医疗缺乏有

效保障等多重困境 ， 困境儿童的未来发展亟需有效专业化的保障 。

Ｈ 、 关于困境儿童干预策巧的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困境儿童的研究已经有了一点点的积淀 ， 在对其现实困境的研

巧基础之上 ， 又提出 了相应的建议及举措 。 从提出的应对举措来看 ， 现有的研巧

表现出
＂

二元论争
＂

的特点 ， 具体表现为个体观与家庭观 、 微观与宏观的辩论 。

（赵万林 ， ２０１ ７ ）

（
一

） 个化与家庭之争

在对困境儿童的研巧中 ， 存在着个体观与家庭观的不同争论 ， 其本质不同体

现在对困境儿童问题产生原因的理解及干预策略的落脚点上。 持个体观的学者认

为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困境儿童本身 ， 是其 自 身生理 、 也理存在
一

定偏差 ，

导致在生活、 社交等层面存在
一

定困境 ， 且其本身的社会支持网络不健全进而引

发出系列 问题。 因此 ， 在干预方面 ， 持个体观的学者主张从困境儿童本身着手 ，

对其进行赋能 ， 并完善其支持网络 ， 进而改善困境儿童的现实困境 。唐美静 （ ２０ 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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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应该从留守儿童个人内部层面入手 ， 对其直接开展社会工作服务 ， Ｗ加强其

对环境的控制能力 ， 具体的服务包括 ： 意识的提升 、 也、灵辅导 、 能力提升 。 持家

庭观的学者则认为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家庭结构的改变或失调 ， 因此在干预时应

强调家庭功能的发挥 。 如范兴华等人认为流动儿童面临各种问题的原因在于家庭

内外环境的改变 ， 流动儿童不得不再重新适应新的环境 。 学者黄晓燕 （ ２０ １ ５ ）

家庭为核屯、
， 强调通过支持家庭来改善困境儿童的生活 。 在干预时强调家庭对困

境儿童的影响 ， 由此也倡导
＂

家庭为本
＂

的社会政策及 （
＾

＂

家庭生态系统观
＂

为

主要指导的关爱服务 （赵万林 ， ２０ １ ７ ） 。

（二 ） 微观与宏观么争

在困境儿童中的微观与宏观之争具体体现在干预焦点的不同 ， 如学者刘欣欣

（ ２０ １ ３Ｈ：｜农村困境儿童服务项 目 为例指出运用社工专业方法为困境儿童提供学

业辅导 、 屯、理支持等服务 ， 其服务的提供是Ｗ困境儿童个体为中必 ， 这就是微观

取向 的观点 。 微观取向偏向于对困境儿童个体生理、 必理层面的回应 ， 而且其提

供的服务Ｗ保护性 、 支持性为主 。 而宏观取向则认为困境儿童问题的产生离不开

社会环境 、 社会结构的变化 ， 因此宏观取向的学者认为应通过政策的倡导来改善

困境儿童所面临的困难或需求 。 学者刘维同 （ ２００７ ） 认为困境儿童的形成与宏观

社会环境 、 社会结构 、 社会制度的变化密不可分 ， 因此其强调将困境儿童福利政

策设计及服务体系的建设纳入到 国家宏观发展的议程中 。

不管是个体观与家庭观还是微观与宏观都给本研究
一定的启发 ， 但也存在

一

定的问题 。 个体观将困境儿童默认为一个有问题的个体 ， 从个体干预的同时忽略

了家庭及环境对困境儿童的重要影响 ， 也忽略 了整个群体的共性问题及需求 ； 家

庭观 家庭作为干预对象 ， 强调完善家庭结构时困境儿童问题就会解决 ， 忽略了

困境儿童本身的需求 ， 与此同时 ， 伴随着社区 的发展 ， 社区所发挥的作用 也不容

忽视 ；
微观与宏观同时影响困境儿童及困境儿童整个群体的发展 ， 因此顾此失彼

的做法总会有所遗留 。

四 、 过往研究总结

通过对过往的研究发现 ， 国外困境儿童问 题由来己久 ， 不同阶段对困境儿童

的理解不同 。 目 前 ， 国外的儿童福利保障制度对困境儿童问题的解决起到 了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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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作用 。 近年来 ， 国内对困境儿童的研究 日 益増多 ， 学者不仅局限于对现实

困境的研究 ， 在此基础上也提出 了相关建议 。 已有的研究对本文的写作思路也有

了很大的启发 ： 第
一

， 学者们的研究不仅局限于对现实困境的研究 ， 启发笔者从

总的服务体系的构建去研究 ； 第二 ， 目 前学者们的研巧有儿童观与家庭观两种观

点 ， 其在解决困境儿童问题上均有
一

定的适用性 ， 对笔者接下来的研巧也有非常

大的肩发 。

但在研究中 ， 笔者发现 ， 目前对困境儿童的服务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 但

会忽略
一些问题 ， 如持个体观的学者认为 ， 困境儿童问题的出现是因为 自身存在

一

定的屯理、健康等 问题 ， 因此干预的焦点在于从困境儿童本身角度出发去研究 。

持家庭观点的学者认为是因为家庭结构的不完善 ， 家庭功能无法实现 ， 导致孩子

面临系列 问题 。 那如何统
一两者 ， 来完善困境儿童的服务体系 ？ 基于这个问题 ，

笔者开始探寻新的研究视角 。通过文献综述也能发现 目前对于困境儿童服务体系

的研究少之又少 ， 服务体系不成熟 ， 这也启发作者从困境儿童的服务体系去探讨

困境儿童的服务 。

基于Ｗ上两个问题 ， 加之 ， 扩展的临床视角 即关注个体又关注环境对人的影

响 ， 因此在本文中基于扩展的临床视角 ， 在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的指导下 ， 通过对

山东省困境儿童的现实困境及服务支持现状的分析 ， 来探索综合性 、 专业化的困 ／

境儿童的服务体系 。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文献回顾 ， 分析了当前国外关于困境儿童发展及研究的现状 、 国 内

关于困境儿童现实困境及干预策略的研究 ， 指出了对困境儿童服务体系进行研究

的必要性及意义 ， 并据此开展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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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己章 研究视角与研究巧法

＿

、 研巧视角

（
一

） 扩展的临床视角的主要内容

扩展的临床视角是 由己尔廓帕尔 （化Ｉ
ｇｏｐ

ａｌ ） 在 １ ９８９ 年提出的 ， 该视角同

时关注人与环境的改变 ， 最巧是被应用在企业化会工作领域内 。 扩展的临床视角

强调对从人 （个体 ） 与环境两大部分进巧干预 ， 并对个人群体及所处的环境进
一

步进行划分 ， 在己尔廓帕尔的定义中 ， 干预的层次包括 ； 具体的个人 （Ｐ ） ， 指存

在
一

定困境的单个企业员工 ； 宏观的群体 （ Ｐ ） ， 指的是具有相似问题或需求的群

体 ； 微观的环境 （ ６ ） ， 指的是员工所处的家庭或个别员工等层面的环數 宏观的

环境 （ Ｅ ） ， 对应的是政策等层面的环境 。

扩展的临床视角不巧聚焦于对功能的修修补补 ， 而是从人与环境两方面共同

入手 ， 这也与社会工作的
＂

人在情境中
＂

理念相
一致 ， 人与环境之间是相互联系 、

相互影响的 ， 不管是对
＂

具体的个人
＂

还是对
＂

环境
＂

进行干预 ， 只要
一

个层面

发生变化 ， 另
一

个层面也必定会发生变化 ， 因此就形成四个干预层面 ： 个人－

微

观的环境 （ ｐ
－

ｅ ） 、 个人
－

宏观环境 （Ｐ
－

Ｅ ） 、 同类群体
－微观环境 （ Ｐ

－

ｅ ） 、 同类群体

－宏观环境 （ Ｐ
－

Ｅ ） 。 在 ｐ
－

ｅ 层面 ， 社会工作可Ｗ协助个人解决基本的生存 、 屯、理

等或在家庭、 工作中的问题； 在 Ｐ
－

Ｅ 层面 ， 可Ｗ从宏观环境方面进行干预 ， 减少

或解决个人在组织或者狂会中遇到的问题 ： 在 Ｐ
－

ｅ 层面 ， 社会工作可Ｗ协助在家

庭或工作中面临相同 问题的群体 ；
在 Ｐ

－

Ｅ层面 ， 社会工作主要致力于倡导和设汁

有利于群体的社会福利政策 （郑广巧 、 刘淡 ， ２０ １ １ ） 。

（二 ） 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从扩展的临床视角的 内容来讲 ， 其强调人与环境的双重改变 （郑广怀 、 刘跋 ，

２ ０１ １ ） 。 社工进入困境儿童生活的场域中时 ， 除对困境儿童个体直接进斤干预外 ，

增强环境 （家庭、 社区 、 学校 、 政府等 ） 对社工的认知了解也非常重要 ， 只有在

被 了解 、 认可的基础上 ， 社工才能从环境中获得更多的支持与资源 ， 才能为困境

儿童及其所处的家庭 、 社区等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除此之外 ， 也需要关注整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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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共性需求 ， 只有群体性的问题解决 ， 才能有效的解决困境儿童引起的系列问

题。 因化 笔者认为应对困境儿童及其所处的环境同时进行干预 ， 这也跟扩展的

临床视角 的观点
一

致 。

扩展的临床视角将干预的焦点集中在人与环境两个方面 ， 在本研究中 ， 根据

研巧对象及其现实状况 ， 将具体的个人 （Ｐ ） 定义为在生存 、 也理、 健康 、 教育

等方面面临困难的困境儿童个体 ； 将宏观的群体 （ Ｐ ） 定义为面临着相同困境或

需求的困境儿童群体 ； 将微观环境 （ ｅ ） 定义为困境儿童所处的家庭 、 社区及学

校等环境 ； 将宏观环境 （ Ｅ ） 定义为困境儿童所处的社会环境 ， 包括有关困境儿

童教育 、 医疗等方面的社会福利政策 、 社会文化等环境 。 人与环境相互影响 ， 由

此形成四个干预层面 ， 在本研巧中这四个干预层面具体指 ： 困境儿童个体与其微

观环境 ， 即 Ｐ
－

ｅ 层面 ； 困境儿童个体与其所处的宏观环境 ， 即 Ｐ
－

Ｅ层面 ； 困境儿

童群体与其微观环境 ， 即 Ｐ
－

ｅ 层面 ； 困境儿童群体与其所处的社会政策 、 社会文

化环境 ， 即 Ｐ
－

Ｅ层面 。 （详见表 １ ）

表 Ｘ 扩展的巧床视角的四个干巧层面

个人 （ Ｐ ）、
＾／群体 （Ｐ ）

Ｉ＞＜
＂

微观环境 （ ｅ ）／＼ 宏观环境 。 ）

在本文中 ， 将从困境儿童个体入手 ， 探巧 目前困境儿童个人面临的生存 、 生

理 、也理等方面存在的困境及需求 ， 进而总结出困境儿童群体所面临的共性需求 。

与此同时 ， 分析 目前困境儿童所处环境 ， 了解提供服务的现状及社会政策对其的

影响 ， 进而 ｐ
－

ｅ 、 Ｐ
－

Ｅ 、 Ｐ
－

ｅ 、 Ｐ
－

Ｅ 四个层面提出干预策略 。

二 、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与量化研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 ， Ｕｉ质性研究为主 ，

并采用深度访谈和问卷收集相关资料 。

（
－

） 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方法

质性研巧是 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 ， 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

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 ， 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 ， 是一种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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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 （陈 向 明 ， ２０００ ） 质 的研究的主要特点是 ： 自然主义的研究 、 使用归纳法、

重视研究关系 、 对意义的解释性理解等 ， 强调敏锐的观察被调查对象所处的现实

情境 ， 了解其背后 的真实／情况 ， 并探索其真实想法 。 本研究之所 Ｗ选用质的研

巧方法 ，

一是希望在 自 然的环境中 ， 客观的了解困境儿童现实生活中的需求及服

务现状 ；
二是因为需要通过与各服务主体进行互动 ， 需要从当事人的角度看待问

题 ， 关注他们的主观经验与感受 ， 才能了解客观事实及他们的看法 ， 才能提供更

有针对性的 、 更有效的服务 。 基于此 ， 本研究 兰^质的研究方法为主 。 除此之外 ，

本研究还采用量化的研究进行 ， 通过数据量化对整个困境儿童的群体情况有个客

观的了解 。

（二） 深度访谈

在本研巧中主要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来收集资料 ， 具体来讲是半结构型
０

。

在半结构式访谈中 ， 研究者一般准备一个简单的访谈提纲 ， 访谈过程中根据具体

情况可对内容进行调整 ， 非常方便 、 有效 。 深度访谈可通过观察被研巧者所处环

境 ， 或者采用直接询 问的方式来了解被访者对 问题的看法或观点 ， 且可Ｗ用语言

和概念表达 出来 ， 更具有对意义解释的空间 （陈向 明 ， ２０１０ ） 。 因此在本研巧中 ，

笔者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可Ｗ获得
一

手资料 ， 便 了解 目前困境儿童服务支持的

现状及存在的 问题 ， 乃至更深层次的 内容 。 在使用 问卷调查法时使用访谈还可Ｗ

起到对相关结果的检验作用 ， Ｗ保证结果的有效真实性 。

（Ｈ ） 问卷法

在课题中采用 问卷法收集资料 ， 因为调研对象是山东省 内的 困境儿童 ，
数量

庞大 ， 采用 问卷法收集资料 ， 可 了解山 东省内困境儿童的
一

个整体情况 。 该课

题严格遵守抽样的规则 ， 确保了调研的信度和效度 ， 因此在本研究中 ， 采用 该课

题的调研数据进行分析 。 该课题综合经济 、 地域等因素 ， 最终在全省选取了 山东

省 内 ８ 个城市的 １ ６ 个区 ／县作为调研地 ， 能综合体现不同经济条件 、 不同 区域的

困境儿童的需求现状 。 本项 目 采用 随机抽样的方法 ， 在 １ ６ 个区 ／县共随机抽取

４８０ 个儿童的监护人作为调查对象 ， 发放且回收 ４８ １ 份问卷 ， 其中有效问卷为 ４７９

份 。 （具体抽样分布见附录 Ｉ）

？ 就研究者对访谈程度 的控制程度来讲 ， 访谈可Ｗ分为Ｈ种 类型 ： 封闭型 、 开发 型 、 半开
－

放型 ， 也被称为
＂

结构 型
＂

、

＂

无结构 型
＂ ＂

半结构 型
＂

。 （陈 向 明 ， ２０ 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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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 研究巧程

在本研巧中研巧跨度较长 ， 依托课题进行研究 ， 所Ｗ 自课题准备阶段起 ， 作

为本研究的开始 ， 结合课题的安排及本研究的进展 ， 笔者将研究过程分为吉个阶

段 ， 即 ； 准备阶段、 调查收集阶段、 资料分析阶段 。

（
－

） 准备阶段

本阶段主要为前期资料收集 ， 通过査找文献 、 政策法规及其他相关资料 ， 了

解当前关于学术界及官方对困境儿童的界定及对困境儿童群体研究的现状 ， 并据

此设计出访谈提纲及调查问卷 。

１ ． 巧谈提纲

访谈提纲是
一个是粗线条的 ， 是访谈的

一

个依据 ， 主要包括研究的主要内容 ，

而且在本研究中采用的是半结构式的巧谈 ，所Ｗ在本研究中设计访谈提纲时遵循

开放式的原则 ， 设计的 问题都是开放式问题 ， 在访谈过程中根据访谈者谈话的内

容可做
一

定的调整。 （具体见附录 ＩＩ ）

么 调査巧卷

在本研巧中 ， 将问卷法作为
一

种收集资料的方法 。 在研究过程中 ， 设计问卷

时 ， 裕需求进巧操作化 ， 为得到调查对象的真实情况 ， 反复对问審进行修改 ， 并

在问卷中加入了开放式问题 ， 可通过话语描述获得更多 的也系 ， Ｗ保证调查的有

效性 、 可靠性 。

（二） 巧查收集阶段

在该阶段主要包括两个阶段 ， 第
一

阶段是 ２０巧 年 ８ 月初至 ９ 月 中旬 ， 是课

题的实地调研阶段 ， 主要完成调研的任务 ， 即完成计划数量的调研问卷及对社区 、

政府等工作人员进行访谈 ， 并在允许的情况下对访谈进巧录音 ； 第二阶段是 ２０ １６

年 ３ 月收集社会工作干预困境儿童的相关资料 。

（
＝

） 资料分析阶段

在调研结束后 ， 笔者根据调研资料对数据进行分析 ， Ｗ 了解困境儿童的需求 。

对于资料分析远比资料收集更为复杂 ， 尤其是访谈资料数量庞大 ， 比较凌乱 ， 而

且对与问卷中 的开放性资料的整理也需要较长的时间 。 因此在每
一

次访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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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笔者都会及时对访谈录音进行转录、 编码 ， 将访谈资斜打散
￣重姐￣概括 ，

这是对资料重新整理的过程 ， 也是对资料进
一

步分析和归纳的过程 。

四 、 研巧的伦理与道德

研巧的伦理道德问题
一直是质性研究所关注的 ， 遵守职业道德也可Ｗ提高研

究的质量。 陈向明 （２０００ ） 提出可Ｗ从
＂

尊重个人隐私和保密原则 、 自愿和不隐

蔽原则 、 公平回报原则 、 公正合理原则
＂

进行讨论研巧是否符合道德规范 。 在本

研究中 ， 笔者也同样遵循了Ｗ下原则 ：

第
一

， 自愿和知情同意原则 。 在进开展调研之前 ， 笔者征求 了 困境儿童个人

及其监护人的同意 ， 同样也征求了枉区及政府工作人员的同意 ， 并向困境儿童及

其监护人 、 社区和政府等人员说明的研究的 目 的及內容 ， 在其 自愿的前提下进行

研究 。

第二 ， 保密原则。 在进行调查及访谈前 ， 笔者都会对保密原则进行详细的说

明 ， 并保证所获得的资料仅作研究 ， 在调查的过程中 ， 均采用匿名化的方式进行

处理 ， 对被研究者的信息进行保护 ， 保护其隐私 。

第Ｓ ， 不影响研究参与者。 在研究过程中 ， 笔者会采取中立的态度 ， 不影响

被研究人员对事情的真实感受或评判 ， 同时在与其交流的过程中 ， 笔者会在在征

得同意之后再询向某些敏感性话题 ， 避免对其造成二次伤害 。

第四 ， 公平回巧的原则 。 对于研究参与人员 ， 笔者会给予
一

定的小礼品作为

回报
①

。

本章小结

在本章中 ， 首先介绍 了本文的研究视角 ： 扩展的临床视角 ， 并对该视角的适

用性及在本研巧中的应用作了详细的解释 ： 其次对该研究所使用 的研究方法及收

集资料的方法进行了说明 ； 然后对本文的研巧过程进行了介绍 。 最后 ， 从研究的

可信度 、 伦理道德等方面对祝究进行 了补充 ， 保证研究的科学性 、 规范性 。

？
礼品的资金来源为课题的审批资金 ， 己做预算并同意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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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８ 省困境儿童生存现状及需求分析

在本章中 ， 将根据 Ｓ 省困境儿童课题的调研数据
？

、 访谈资料及相关文献资

料 ，对困境儿童的生活现状进行研究 ， Ｗ概括出 目前困境儿童存在的问题及需求 。

在该课题中 ， 调查的是 ０
—

１４ 岁的困境儿童 ， 其中男孩 占总数的 ５３％ ， 女孩

４７％ 。 基于扩展的临床视角
＂

人与环境
＂

双重影响的观点 ， 为了较为全面了解 Ｓ

省困境儿童的生存现状及需求 ， 笔者主要从困境儿童个体层面 、 家庭层面Ｗ及社

会服务支持等Ｓ方面进巧研究 。

－

、 困巧儿童个化层面

＂

人
＂

既包括微观的个人又包括宏观的群体 ， 在本文中 ， 笔者通过对个人的

生活现状的研巧 ； ， 进而概括出群体所面临的困难及需求 。

（
一

） 困巧儿童的基本生存现状及分巧

１ ． 健康状况欠佳

在问及孩子的健康情况时 ， 有 ３ ７％的调查对象选择了
＂
一般

＂

， 有 ９ ． ４％的调

查对象选择了

＂

孩子体弱多病
＂

， 说明有相当部分的儿童身体健康状况欠佳 ， 且

在调查中 ， 有 ４４ ．３％的彼调查者表示
＂

从未做注任何体检
＂

， 他们对于健康状况

的判断往往依赖于自 己的患病经历 ， 缺乏科学的诊断 ， 更缺少
＂

疾病预防
＂

的意

识 。 在调查的困境儿童中 ， 各类困境儿童的健康状况有差异 ， 重疾儿童的健康状

况更是不乐观的 。 根据调查结果 ， 他们主要罹患的疾病除了常见的白血病 、 先天

性也脏病 ， 还包括肺炎 、 血小板障碍、 大脑炎后遗症、 肾病综合征等疾病 ， 并 由

此引 发出孤独症等生理或也理上的疾病 ， 且有 １ ． ４％的儿童因身体原因无法接受

义务教育 。

从与监护人的了解中也能说明困境儿童健康问题堪忧 ， 有家长表示 ；

＂

根本

就没有想过去 區 院栓查
， 平时生个小病啥的就吃点药 ，

去大 匯院 没有钱去啊。

＂

（访谈资料 ： Ｊｈ
－

１ ）

＂

我孩子从小生下来就发现这腿有点问题
，
到现在六年多 的时间 ，

也一支吃

？ 本文所用数据来 自 Ｓ 省困境儿童调研项 目的调研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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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药
，
去了 很多 家 医院也及办法

，

担ｉＧ Ｗ后孩子怎 么生活啊。

＂

（巧谈资料 ： Ｊｈ
－

２ ）

＂

在我们这个社区里
，
有那 么几 户孩子得病 了 ，

平时都不怎 么 见孩子 出 ｎ
，
孩子

看着都怯内 向 ，
也挺愁人的 。

＂

（访谈资料 ； ＪＮ
－

ＬＸ）

２ ． 存在消极屯、理

通过调査发现
＂

自卑
＂ ＂

逆反
＂

等在困境儿童群体中是较为常见的也理现象 ，

尤其Ｗ单亲家庭儿童、 留守儿童最为突出 ， ２７ ．６％的被调查者表示其孩子存在着

＂

自卑
＂

也理。 由于家庭的不稳定或父母照顾的缺失 ， 困境儿童缺乏爱的体验 ，

缺少安全感及归属感 ， 且使其长期处于
一

种紧张 、 压抑的精神状态中 ， 极易产生

各种也理问题 ， 严重影响儿童也理健康的成长 。

＂

在做活动的时候 ， 有的孩子就不太说话 ，
总是躲在角 落里看着 ，

给人的感

觉也不是那 么 活泼
， 不像她们那个年齡该有的状态 。 家庭环境肯定对孩子的成长

有很大的影响 ，
父母送常不在 家

，
木有亲人陪在他们的 身边

，
孩子就缺乏安全感

，

容易 内 向 。

＂

（访谈资料 ： ＪＮ
－

ＬＸ）

３．生活单调 、 社交欠缺

调研资稱显示 ， 困境儿童的社会交往技能状况欠缺 ， 在困境儿童的人际交往

方面 ， 有 ３３％的儿童表示几乎不与人交往或交往较少 ， 且表示在有时候不知道怎

么跟朋友相处 。

＂

有的时候不知道怎 么去跟同 学说
，
虽 然很想加入她们

，
艰他们

一起玩
，
但

也不敢
，
怕他们瞧不起我

，
怕她们在背后讨论我 。

＂

＂

平时没怎 么见孩子跟其他人在
一

起
，
我也经常说他 ，

但就是赶也赶不 出去 ，

这孩子 内 向
，
叫 他跟别人祝像是能吃了 他似的 ， 別人的孩子都玩的挺好的

＂

（巧

谈资料 ： Ｊｈ
－

１ ）

困境儿童不愿意出去玩的原因之
一

就是担也外界用有色眼光看待自 己 ， 这也

导致这部分困境儿童群体无法融入到正常的人际交往中 ， 对其Ｗ后成长活发展也

会有一定的影响 。

除此之外 ， 困境儿童课外时间利用方式单
一

， 有 ３３ ．３％的困境儿童表示主要

的课外时间就是做作业的方式度过 ， 也会帮着做家务 （具体见表
一

）
， 由此也可

１＾
；１看出 ， 困境儿童群体的生活较为单调 ， 社会融入度不够 。

２４



山东大学硕±学位论文


表
一 儿童放学后及周末的时间利用模式

频数百分比观察值百分化

写作业１ ７３ ３
．
３％８ １

．
０％

觀外书


９１ ７． ６％４２ ． ９％

体育活动３５． ９％１ ４
．
３％

巧公园／游乐场


２

＾９＾
和同学一起玩


６


１ １ ． ８％２ ８． ６％

看电影／电视／听音乐


７



１ ３
．
７％３ ３

．
３％

练琴或练习其他爱好３


５ ． ９％１４ ． ３％
̄

帮父母做家务


３

＾１４
．
３％

照看弟弟妹妹


１

＾４ ． ８％

卸


５ １１００ ． ０％２４２ ． ９％

４ ．安全隐患多

在调查中 ， 从监护人的主观感知角度 ， 设计了
＂

您觉得孩子周边存在安全隐

患吗
＂

这样的开放性问题 ， 有 ２６ ．３％的被调查者表示存在安全 问题 ， 其中反映最

多的是交通安全问题 ， 用 电安全问题、 儿童拐卖问题也较多 ， 这也是由于家庭经

济原因 ， 儿童大都交予家中老人照顾 ， 老人健康状况及精力有限 。

＂

平时孩子都跟着家里的老人
，
我们一个月 也回不 了 几次

，
没有办法

，

一天

忙到晚也木有时 间看着他 ， 我们在外边也是担伯 ， 路上的安全啊、 生命 了 没啊
，

别乱去别的地方啊 ，
只能晚上打电话多嘱咐嘱咐。

＂

除此之外 ， 还有反映个别困境儿童还面临着特殊安全问题 ， 如家里祖父母有

精神病等 。

仁） 困境儿童群体的需求及分析

在本部分中 ， 笔者将困境儿童的需求划分为基础需求 、 特殊需求及发展性需

求。

１
． 基補需求

用钱可 ［＾＾满足的基本需求 ， 这方面的需求往往与贫困 、 灾难联系在一起 。 （北

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公益研巧中 屯、

，
２０ １２ ） 关于基础需求的

衡量 ， 具体可Ｗ划分为饮食 、 衣物化及健康等维度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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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困境儿童的基础需求
￣￣

ｍｍ

￣

￣

Ｉ

样本总量
Ｉ

百分比 （％ ）

存在１ ２３４７８巧． ７

是否存在营养不良 不存在巧９４７ ８５４ ． ２

不清楚９６４７８２０ ．１

非常多１ ５４７７３ ．１

衣物是否足够够穿３３６４７７７０ ． ５

缺芝１ ２ ６４７ ７％ ．４

健康２５０４７ ２５３
．
０

身体健康情况
一般１ ７７４７ ２３７ ． ５

体弱多病４５４巧９ ． ５

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儿童的基础需求得到了满足 ， 有
一

半Ｗ上的困境儿童不

存在营养不良的状况 ， 五分之Ｈ的 的儿童能够获得所需 的衣物 ，

一

半 上的儿童

身体处于健康状态 。 但仍有
一

部分儿童衣食不足 ， 身体状况堪忧 。 因此在提供服

务时 ， 也需要注重困境儿童的基本需求的满足 。

２ ．特殊需求

由于困境产生原因 的不同 ， 不同类别的困境化童所面临的需求也不同 。在此 ，

笔者主要分析了 留守儿童和残障儿童的特殊需求 。 留守儿童的特殊权益需求主要

是情感支持需求、 自我保护技能的习得 １＾及也理健康指导 ； 残障儿童的特殊权益

需求主要是康复 （专业人员的帮助 ） 需求 、 经济支持需求和获得救助信息的需求 。

留守儿童 ， 生活资助和情感支持构成其主要需求 。 父母外出 ， 与父母的联系

较少 ， 在调查 中 ， 有 ４２ ．９％的人与父母的联系大致在每月一次 、 几个月 一次甚至

更长时间才能联系 。 在他们的需求序列当 中 ， 有一半多的人选择了生活资助是自

己 目前最主要的需求 ， 除此之外 ， 留守困境儿童认为情感慰藉也是其当前面临的

主要需求 ， 这也与现实情况相符 。

残障儿童 ， 康复需求 、 资金救助和信息支持构成其主要需求 。 在本次调查中 ，

共有 ２ １ 位残障儿童 ， 对其需求进行分析发现 ： 康复需求是最主要的需求 ， 围绕

着康复需求所展开的康复信息 （如合适的医院 、 康复器械 ） 、 专业康复人员等也

是残障儿童及其家庭所关注的重点 。 因此 ， 对于残障儿童的帮扶仍需注重其有关

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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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的特殊需求。

３ ． 发展性需求

在基本生存得到保障基础之上 ， 如何通过专业化的方式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

这对于预防困境儿童问题的衍生也有很大的影响 。发展需求虽不再与贫困 、失能 、

特殊的困境直接关联 ， 但却同样是困境孩子也面临的需求 。 同时 ， 这些需求也是

普通儿童所具有的 。 这些需求可称之为
＂

发展需求
＂

。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

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公益研究中也 ， ２０１ ２ ） 在此 ， 笔者主要从教育及培训发展层

面分析困境儿童发展性需求。

教育层面 。 通过调査发现 ， 有近五分之
一的儿童在接受教育方面仍然存在困

难 ， 而入学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困难和户籍限制 ， 其中由于经济困难造成入

学困难的 占Ｈ分之二左右 ， 因为户籍限制造成入学困难的 占到 ３０ ．６％ ， 另有９ ．０％

的儿童因为健康问题出现了入学困难 。 对于已经入学的儿童来说 ， 有 １ ４ ． ０％的儿

童存在着成绩不理想的情况 。

培训层面 。 分析发现 ， 在具体的发展性需求方面 ， 儿童在参加各种文体或技

能培训方面存在着需求 ， 其中选择最多的是艺术培训需求 ， 有
一

半困境儿童的选

择了此项 ， 其次为生活技能培训 ， 有 ３６ ． ５％的儿童在这方面存在着需求
？

。 由此

可 Ｗ看出 ， 困境儿童发展性需求旺盛 。

二 、 困巧儿童家庭层面

家庭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场所 ， 家庭环境的健康 、 完整程度对儿童的发展至关

重要。 因此 ， 分析困境儿童所在家庭的经济情况 、 家庭结构状况、 儿童照护者的

受教育经历及其与儿童之间的关系对于了解儿童的生存现状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下

面主要从这Ｈ个方面对此进行分析 。

（

－

） 家庭獻水平巧低

调查发现 ， 困境儿童的家庭年收入的平均值为 ２ ． ０３ 万元 ， 对比 《２０ １４年山

东省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
可 レ义发现 ， 这些家庭月 收入大都集中在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元之间 ， 但也有小部分家庭月收入在 １ ０００ 元 Ｗ下 ， 他们主要属于低

① 因为是多选题 ， 巧Ｗ百分比加总么后大于 １００％ ．

＠ 该报告指 出 ， ２０１４ 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２０８６４元 ， 单从人均收入就可 看 出本次调査所得的

家庭年收入属于中低层 ？ 报告链接 ；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

ｓｄ ．

ｇ
ｏｖ．ｃｎ／ａｒｔ／２０１５／２／２７／ａｒｔ

＿

３９０２
＿

１５８６７８ ．ｈ ｔｍ
ｌ ．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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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家庭 。 在这些家庭中 ， ３ １ ．３％的家庭享有国家的
＂

低保
＂

政策 ， 另有 ４６ ．８％

的受访者选择了
＂

没有低保但需要低保
＂

， 这也表明低保在困境儿童的家庭 占 了

很大比重 ， 但也反应了低保政策覆盖范围小 、 低保金额低的现状 。

在调研 中发现 ， 有的家庭成员本身就患有疾病 ， 无法正常工作 ， 且长期服药 ，

不仅无法照看孩子 ， 也增加了 家庭负担 ， 对于这部分家庭来讲 ， 每月 ３ ００ 元的低

保还是仍是林水车薪 ， 无法真正改善其家庭生活。 总的来看 ， 家庭经济条件低 ，

导致困境儿童的基本生存都存在着困境 。

（二 ） 家庭结构不稳定 ， 隔代巧育普遍

关于家庭结构间题 ， 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研究的非常多 ， 他十分关注家

庭成员的变化引起的家庭结构的调整 。 在研究中发现 ， 因为家庭成员 的变动引发

的家庭结构不稳定的现象普遍 ， 在这里家庭的成员的变动原因也不同 ， 父母因病

或因车祸去世 ， 或因离婚
一方出走 ， 或因触犯法律被收监等 ， 家庭结构不稳定直

接导致了监护责任落在 （外 ） 祖父母或其它亲戚身上 。 在调查中 ， 由祖父母或外

祖父母照顾的儿童也 占到了３４ ．９％ ，

＂

其他
＂

选项中主要集中在
＂

叔叔
＂ ＂

伯伯
＂

＂

婢子
＂

１＾＾及
＂

舅妈
＂

等亲属关系 ， 也有儿童 由
＂

居委会
＂

代为照顾 。

经过研究发现家长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城乡差别 ， 这跟城镇化的背景

分不开 ， 即农村劳动人 口 的转移带来了许多的拆分型家庭
＆
和 隔代抚育家庭 。 总

的来看 ， 家庭结构的不稳定 ， 直接影响 了 困境儿童的生存与发展 。

（

＝
） 儿童照护者学历层次低

进一步对儿童照护者的受教育程度进行分析可 发现
，
儿童的照顾者教育程

度并不高 ， 其中
＂

没有受过任何教育
＂

的 占到 ２２ ． ２％ ，

＂

小学
＂

和
＂

初中
＂

分别

占到样本总数的 ２７ ．２％和 ２９ ． １％ ， 初中 Ｗ上学历的仅仅 占到 ２２ ．５％ ， 对于孩子学业

上的问题帮助较小 ， 对孩子发展层面的需求相关关注度也较少 。

Ｓ 、 社会救助与服务方面

＂

人在环境中
＂

， 个人得Ｗ维持社会身份并且可 Ｗ从社会中获得屯、理支持 、

？ 谭深与巧丽华等人从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层面来 分析留守儿童面临 的困境 ， 提化 了 拆分型的家庭横

式 。 送种家庭最大 的恃点是家庭成员在空间上的分离 ，
由于成 员么间的空间分离

，
使得家庭结构变成 了拆

分型的家庭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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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援助其它支持性服务 ， 因此狂会各个主体对困境儿童的支持在其成长过程中

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本文从学校、 社区 、 政府和群团组织、 社会组织等支

持主体提供的服务进行分析 ， 并概括出 目前困境儿童社会环境层面存在的 问题。

（
－

） 学校是获得救助与服务的重要主体

学校是孩子生活和学习 的重要场所。 学校是各种慈善政策和救助实施的重要

主体 ， 这主要表现在 ： 学校能够协助识别需要救助的困境儿窒 ； 教师与学生之间

良好的关系能够为儿童提供 良好的情绪支持。 例如妇联的
＂

春蕾计划
＂

ＬＡ及其他

政府部口和社会力量的救助物资 、 资金等通过学校这个平台输送到有需要的困境

儿童手中的 占 ６４ ．７％。 可见 ， 在一定程度上 ， 学校承担起了评估儿童生存状况和

筛选受助儿童的功能。 除此之外 ， 有 ９８ ． ２％的困境儿童表示与老师关系融洽 ， 这

种融洽的关系 、 良性互动也为困境儿童提供
一定的屯、理支持和情绪的慰藉 。

（二 ） 社区支持薄弱

在社区层面 ， 提供姐织的方式可Ｗ从社区组织及社区里的公共活动的场所来

看 ， 其中妇联有建设专鬥针对儿童的活动中也 ， 即
＂

妇女儿童活动中 屯、

＂

， 在此

笔者将
＂

妇女儿童中也
＂

Ｗ及相类似的活动中也作为社区层面儿童获得支持的
一

个重要方面。 最终的调查结果显示 ， 困境儿童住所附近有这样活动中也的仅 占到

１ ５ ． ０％ ， 而 ８５％的困境儿童表示并未见到类似活动中屯、
。 从这方面可弘看出社区

活动中也的覆盖率低 ， 未有效的提供支持。 笔者又对这 巧． ０％的群体进行分析 ，

发现参加过活动的比例也并不高 ， 经常参加活动仅仅 占到 八． １％（具体见表兰 ） 。

总的来看 ， 社区层面提供的支持有限 ， 未有效发挥其功能。

表王 是否带孩子参加
＂

妇女儿童活动中也
，

的类活动

频数 ［

百分比 （％）

［

累计百分比 ^

经常 １３１ ７
．１１ ７ ．１

偶尔３４４４ ． ７６ １ ．
８

基本没有８１０ ． ５７２ ． ４

从来没有２１２ ７ ． ６１００． ０

总计７６１００ ．
０

２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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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政府支持有限 、 服务方式单一

政府及社会政策在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中发挥着重耍作用 ， 但也存在着
一

些问

题。 在调研中 ， 笔者 曾采访了妇联及社区的工作人员 ， 从与工作人员的交谈可Ｗ

发现巧联困境儿童接受帮扶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
可Ｗ链接社会为量

来提供服务 ， 如义工组织、 社会企业家及其它爱也人± ， 但妇联本身没有专项经

费 ， 因此资金短缺仍是
一

个大问题 。

由 于 区妇联没有此方面 的专项工作经费 ，
而上级妇联 系 统的救助名

额又非 常有跟
， 所Ｗ救助物资 、 现金等主要来 自 爱心

＇

企业 、 爱切个人和

民间组织的 自 愿捐赠 ，
Ｗ及妇联内部党 员 干部的个人奉献

，
还有一部分

来 自 工会等联系 部 口的 支持、 协调 ， 结对帮扶、 理疏导等人文关怀则

主要依靠各级各类志愿者队伍来开展。 （访谈资料 ： ＨＺ
－

ＭＤ ）

基层的財政是很 紧张的
，
然后希望就是上级多拨款 ， 像我们

＂

春蕾
＂

就没有拨款
，
全是靠 白 愿

，
自應救助 。 其他的也有一些拨款 ，

但是我觉

得就是加强一点的话
，
这个力量会更多一些 。 （巧谈 资料 ： ＲＺ

－

ＷＬ ）

除此之外 ， 服务的方式单
一

， 无法真正满足困境儿童的需求 。 在提供的服务

中 ， 仍主要停留在物质层面 ， 有 ８５ ． ６％的困境儿童接受过救助金救助 ， 另外 占比

相对较高的是
＂

衣服、 营养品等生活用品
＂

和
＂

文具 、 课本等学习用 品
＂

， 对困

境儿童的精神和文化等发展性需求关注较少 。

（四 ） 社会专业人±参与缺位

在这里 ， 笔者主要考虑社会工作在困境儿童服务中发挥的作用 。 社会工作在

依托专业的知识 、 科学的方法在社会服务 、 社会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从

调研中也可Ｗ发现社会工作已参与到困境儿童的社会服务中 。

我这边就有
一个社工

，
这边有 ＳＱ 社工啊 ，

ＳＱ 社工专 口搞老弱病

残的
，
青 少年服务的

，
儿童 突 出 困难的也在这

，
他们本来在这有个绘本

班
，
小孩过来

， 节假 日 暑假就有活动
，
社王正好今天下午有个活动 ，

他

就每周都过来社工
，
我们 叫他搞班。 （ 巧谈资料 ： ＪＮ

－

ＬＸ ）

我这边也有社工 的学 生来找巧 ， 想着给
一

些 比较 困 境的孩子提供服

务 ， 我就给他们联系 学校 ， 孩子的情况学校也都知道 。

从社工服务的情况来看 ， 仍存在
一些问题 。 人员短缺 ， 服务地区分布不均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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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社区可能会有专业的狂工人员 ， 但人数很少 ，
且基本都是临时性 ， 并没有长

期扎根于社区 。 在关于接受帮助的部鬥 中 ， 仅有 １４． ２％的困境儿童表示得到社工

或社会组织的帮助 ， 且主要存在于城市中 。 在社区的服务过程中 ， 社会工作的独

立性与合作性受到了限制 ， 社区于狂工没有形成 良性的 、 有效的合作机制 。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分析了 困境儿童的生存现状及现实需求 。 研究发现 ， 困境儿童个体

方面健康状况、 也理及化交方面都存在
一定的问题 ， 通过需求调研也发现其在生

存健康、 及未来发展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需求 ； 其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提供的支

持不足 ， 具体表现在 ： 家庭结构不稳定 、 隔代抚育普遍 ； 学校是其主要的服务支

持主体 ：
政府服务方式单一、 资源支持有限 ；

专业人ｉ短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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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扩展的临床视角下的困境儿童服务体系

在本章中 ， 笔者依据扩展的临床视角 ， 阐述了 困境儿童服务体系的基本思路

及原则 ， 从四个方面提出了服务的策略 ， 并对可能出现的挑战进行了分析 。

一

、 基本思巧与原则

（

－

） 基本思巧

扩展的临床视角将干预的焦点集中在人与环境两个方面 。结合困境儿童生存

现状及现实需求 ， 在本研究中 ， 笔者将围绕着人与环境两个焦点 ， 从四个层面进

行干预 。 具体而言 ， 注重家庭 、 社区及学校对困境儿童个人及整个群体的影响 ，

既为具有特殊困难的个人提供服务与支持 ， 同时也从家庭、 社区 、 学校制度及文

化等方面为整个群体的发展提供建议 ； 人在情境中 ， 个体及群体困境或需求的出

现离不开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 ， 在解决个体或困境儿童群体的巧题时 ， 注重政策

的发展 ， 从现有的政策内容 、 政策的实施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日 。

基于扩展的临床视角 的困境儿童服务体系 ， 应Ｗ政府为主导 ， 在现有的制度

及资源基础之上 ， 需社工协同各社会主体共同参与 ， Ｗ专业社工服务为支撑 ， 提

供专业化 、 系统化 、 多元化的服务 ， 为其健康全面发展营造友好的环境 。 社会工

作者在整个干预服务体系中承担着服务提供者 、 资源链接者 、 政策倡导者与协商

者的角色 ， 其发挥的作用无可替代 。

（二 ） 基本原则

在此基本原则应从两方面考虑 。

一方面 ， 政策层面 ， 从儿童自身出发 ， 儿童

属于公民 ， 理应享受我国规定的权利 ； 另
一

方面 ， 实务层面 ， 社会工作者在服务

体系中 占据重要地位 ， 其行事也须遵守
一

定的价值观及道德规范 。 因此 ， 在本硏

巧中 ， 所依据的基本原则包括 ； 依法保护原则 、 儿童优先原则 、 儿童利益最大化

原则 、 儿童平等发展原则及儿童参与原则
？

；Ｗ人为本 、 助人自助 、 人在情境中 。

① 此处基本原则是根据我国 《中 国儿童发展纳要 （ ２０１ １－２０２０ ） 》 中提出的儿童发展主要原则而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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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扩展的临床视角下的困境儿宝服务体系

在本部分 ， 笔者将从 ｐ
－

ｅ 、 Ｐ
－

ｅ 、 ｐ
－

Ｅ 、 Ｐ
－

Ｅ 四个层面展开 ， 四个层面相互重

叠 ， 相互联系 。

（

＿

） 个体－微巧层面 （ｐ
－

ｅ）

ｐ
－

ｅ层面指困境儿童个体与其所处的微观环境 ， 即困境儿童个人与其所处的

家庭 、 社区与学校层面 。 在该层面强调的是个人问题的解决 ， 社会工作可Ｗ为其

个人提供服务 ， Ｗ解决个人困扰 。 社会工作者要协助儿童个体认识和挖掘 自身的

潜能 ， 调动其积极性 ， 増强其自 助能力 ， 也可Ｗ通过动员学校及社区的资源来为

其个人或家庭提供必要的支持 。

由于先天因素或社会结构 、 社会政策的影响 ， 困境儿童的生存面临着
一系列

的挑战 ， 如 ： 身体健康状况不 良 、 生活水平低、 存在消极也理、 安全等 问题 ， 如

果这些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 就无法为困境儿童提供健康成长的环境 ， 那虐童、 痒

节慘案也可能再次发生 。 因此 ， 困境儿童的个人问题及需求不容忽视。

１ ． 个人问巧的解决

对于个人问题方面 ， 社会工作者直接为困境儿童个人提供专业服务 ， 实现增

权 ， 个案方法是其采用的主要方法 。 因为自身及环境的因素 ， 困境儿童个体晦需

求得不到满足 ， 进而产生 自卑 、 自我怀疑 、 社交恐惧、 休学或退学等问题 ， 而在

社会工作中的个案工作其本质为助人自助或恢复个人的功能 ， 帮助其适应周 围环

境 。 社会工作者可Ｗ提供的服务有
一

对一的帮扶 、 资源的链接 ， 具体包括为困境

儿童提供情感支持 、 也理咨询 、 安全知识培训 、 健康知识及寻找其它社会资源帮

扶。

屯、理 、 倩感支持是所有困境儿童所需要的服务 ， 尤其Ｗ残障儿童及留守儿童

最为突出 。 无论是因为父母的
＂

抛弃
＂

还是同辈群体的嘲笑产生的 自卑或无力感 ，

都会严重影响困境儿童的健康成长 ， 因此需要提供专业的也理指导 。 加之 ， 近年

来有关困境儿童权益收到严重侵犯事件的频繁发生 ， 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 因此需

要培养安全意识 ， 从个体层面増能 ， 才能改变现实处境 ， 即授之Ｗ鱼不如授之

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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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家庭层面的帮扶

家庭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场所 ， 发挥家庭的核也功能 ， 才能进
一

步促进家庭在

儿童屯、理 、 教育 、 健康 、 安全等方面提供更多的关爱与服务 。 调研发现 ， 有的家

庭成员本身就患有疾病 ， 无法正常工作 ， 不仅无给孩子提供关杯 ， 还增加了家庭

负担 。 除此之外 ， 家庭结构的不稳定也影响 了 困境儿童生存 。 因此对于特殊困难

的家庭 ， 社会工作也需要考虑到不同家庭结构对困境儿童造成的影响 ， 为困境家

庭提供
一

定的服务 。

一方面 ， 社会工作者可Ｗ为困境儿童家庭成员提供必理支持 、

为特殊困难的家庭开展技能培训 ， 增强其的生存技能 ， レッ改善生活水平 ；
另
一

方

面 ， 也需要动员家庭成员或监护人多与孩子进行沟通交流 ， 便及时 了解孩子的

真实想法及需求。 社会工作者就像润滑剂 ， 在孩子与家庭的双向沟通中发挥 自 己

的作用 。

３
． 社区及学校层面的号召

社区和学校是困境儿童生活和学习 的重要场所 ， 对儿童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
且调查发现学校是困境儿童支持的重要主体 ， 因此 ， 社会工作应促进社

区和学校发挥积极作用 ， 号召社区居民 、 学校老师及同学关爱帮扶困境儿童
；
号

召社区充分利用资源 ， 如依托己有的儿童活动中屯、
， 为困境儿童提供专业服务 。

除此之外 ， 社会工作者可Ｗ与社区合作 ， 通过专业的评估 ， 了解困境儿童的

家庭基本情况 ， 确定困境儿童的真实需求 ， 建协助社区登记困境儿童信息 ， 并根

据需求 ， Ｗ社区依托开发新的服务项 目 ， 拓宽困境儿童的服务领域 ， 提高服务水

平 。

总 的来讲
，
在此层面 ， 社工作用 的发挥更多得体现在服务提供者的角色上 ，

为具有特殊困难的个人或家庭提供服务与支持 。

（二 ） 群体
－

微观层面 （Ｐ
－

ｅ ）

Ｐ
－

ｅ 层面指困境儿童群体与其微观环境 ， 在该层面社会工作服务的对象为整

个困境儿童群体 。 在该层面 ， 社会工作者可Ｗ采取小组的方法解决群体的共性需

求 。 通过小姐过程 、 小组成员之间 的互动及分享 ， 增强个人的 、 团队的社会功能 ，

Ｗ解决其存在的困境 。

１ ． 群体需求的满足

对于群体需求 ， 社会工作者可 ：^１■开展不 同 内容的小组 ， 将有相同问题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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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集中起来服务 。 社会工作提供服务可Ｗ分为两个层面 ： 社工与困境儿童群体

之间 、 困境儿童群体之间 。 结合既有的研究 ， 发现社工可 Ｗ从Ｗ下方面满足群体

的需求 。

健康方面 ， 困境儿童需要健康支持 、 饮食营养支持 。 因此 ， 社工可为困境儿

童链接资源 ， 提供免费体检等健康服务 ， 尤其需要关注残障儿童的特殊需求 ， 为

其提供康复服务及康复信息 ， 满足残障儿童康复需求 。

交际方面 ， 困境儿童普遍存社交欠缺 ， 表示没几个朋友 ， 因此社工可 根据

需求姐织开展外展活动 ， 通过与同辈的多次交流互动 ， 锻炼其交往能为 ， 同辈群

体之间的交流与支持互助 ， 困境儿童也可 ！Ｕ从中获得也理的安慰 。 社工的陪伴也

会让儿童在与社工的相处中慢慢建立信任关系 ， 这也为进一步的服务提供了保

障 。

学业方面 ，
由于监护人教育水平较低 、 隔代抚育现象普遍导致其无法为孩子

提供可靠的学业辅导 ， 导致困境儿童的学业不理想 ， 甚者出现休学及锡学的情况 ，．

对此 ， 社会工作者可Ｗ开展学业辅导小组 ， 为其提供支持 ， 重视困境儿童 自学能

？力的培养 ， 提高其学习的积极性。

除此之外 ， 困境儿童发展性需求迫切 ， 因此社工需从其爱好或技能的角度出

发 ， 巧展发展性服务项 目 。

２ ． 家庭层面

家庭是儿童最有效的支持 ， 困境儿童群体问题的出现 ， 与家庭支持不足或缺

失有很大关系 ， 因此在提供服务时也需要社工聚焦其家庭 ， 増强家庭成员或监护

人的能为 。

对于家庭层面来讲 ， 不可否认的是家庭承担的抚育能力 日趋减小 ， 家庭成员

的离散或缺失 ， 导致家庭成员或其监护人存在生理或也理的双重压力 ， 如残睹儿

童蓝护人 ， 在承担起家庭重担的 同时 ， 还要承受子女健康康复问题带来的屯理压

力 ， 在这双重压力之下 ， 困境儿童家庭的功能收到了限制 ， 困境儿童的发展也因

此受到影响 。 因此 ， 需要专业的人员来帮助困境儿童家庭恢复其社会功能 。 与

ｐ

－

ｅ 层面略有不同 ，
从工作方法来讲 ，

Ｐ
－

ｅ 层面主要采用小组方法 ， 重视群体的

共性需求 ， 在提供服务的同时 ， 也注重小组内 ， 即面临相同处境的家庭之间的互

助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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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社区与学校层面

社工从家庭 、 社区层面入手 ， 从需求出发在 ， 在专业方法及知识的指导下 ，

协助营造对儿童友好的社区和学校环境 ， 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 。

社区层面 。 社工可Ｗ协助开发更多的服务项 目 ， 服务对象也不再局限于困境

儿童个人 ， 可Ｗ通过社 区居民参与 ， 调动更多 的资源 ， 呼吁社区居民可Ｗ Ｗ人力 、

物为 、 财力的形式参与到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的帮扶中 ， 将更多非正式的资源专业

化 ， 这样既可 レッ帮助困境儿童解决问题 ， 也可Ｗ增强社区的凝聚为 ， 从而改善困

境儿童的成长环境 ，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除困境儿童的 自 卑屯、理 ， 增强其归属

感 。

学校层面 。 困境儿童的成长离不开学校环境 ， 家庭作为困境儿童的支持主体

之一 ， 其提供的帮扶不仅仅局 限于对特殊困境儿童的照顾与帮扶 ， 还应考虑对整

个困境儿童屯、理、 学业等厦面的帮扶 。 从社工的角度来看 ， 即对应着学校社会工

作领域 。 学校社会工作是将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 、 专业知识应用到学校场域中 ，

通过与学校老师 、 同学的互动交流 ， 帮助学校有困难的学生 ， 提高其适应能力 。

学校社会工作可 レッ根据困境儿童的需求 ， 开展多种多样的小组性的活动 。

社工在提供服务时需注意明确 自 身身份 ， 必要时需澄清身份 ， 如在 困境儿童

对 自身产生过多依赖时 ， 在学校老师及家长对社工缺乏正确认知不能有效合作

时 ， 社工需要澄清自 己的专业身份 ， Ｗ取得更多的资源与支持 ， 使得顺利开展专

业服务。

总的来看 ， 社工在此层面扮演者服务提供者 ， 资源链接者的角色 ， 通过协调

各方资源 ， 促进
＂

家庭
一

学校一社区
＂

之间 良好关系 的建立 ， 为困境儿童营造健

康 、 有序的环境 ， 改善其生活。

（三 ） 个体－宏观层面 （ｐ
－

Ｅ）

Ｐ
－

Ｅ 层面 ， 即困境儿童个体与其所处的宏观环境之间 的关联 。 该层面服务的

对象仍是存在特殊问题或需求的个人 ， 但与 ｐ
－

ｅ 层面不同 ， 笔者在这里做
一

下 区

分 。 在 ｐ
－

ｅ 层面 ， 笔者研究的是困境儿童个人与家庭 、 社区及学校之间的关联 ，

考虑的是微观环境对困境儿童个人带来的影响 ， 因此干预策略主要从微观环境着

手 ；
在 Ｐ

－

Ｅ 层面 ， 笔者将困境儿童问题的 出现置于大的社会环境中 ， Ｗ此来寻找

问题解决的策略 。 在该层面 ， 社工可 レッ采取倡导及增权的方式 ， 来协助 困境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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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自身遇到 的 困境 。

困境儿童个人或其家庭是促进问题解决的根本动力 。 只有困境儿童 自 身权利

意识得到提升 ， 有需求 、 有渴望 ， 并付诸行动 ， 政府才有可能改变现有 的制度 ，

并保证新的制度的可持续性 （郑广怀 、 刘嫉 ， ２０ １ １ ） 。 在权利意识方面 ， 社工可

采用典型个案分享 、 情景模巧的形式 ， 来展示困境儿童可能面临的侵权情况 ， 通

过模拟增强其 自 我保护意识 ， 维护 自 身合法权益 ， 并促使他们认识到只有问题被

揭露出来 ， 问题才有可能有效的解决 ， 自 主的发声与行动是获得支持的与服务的

关键 。

除此之外 ， 困境儿童面临 问题 ， 如部分困境儿童基本生存 、 健康 、 医疗及入

学问题得不到保障 。 在上述情况出现时 ， 社会工作者应及时 向政府或有关部 口反

应 。 由于身份及地位原因较低 ， 社会工作者无法接触到政策制定者时 ， 社会可Ｗ

通过媒体 （微信 、 报刊 、 电视 、 广播等 ） 或拍摄短片的形式进行倡导 ， 引起政府

及社会的广泛关注 ， 从而达到倡导 的 目 的 ， 维护困境儿童的合法权益 。 为了 能够

及时有效的制止问题的发展 ， 也需要社工对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的基本情况 、 问题

及需求有比较全面的 了解 。 在了解困境儿童问题的过程中 ， 社工主要运用 了个案

的工作方法。

总的来看 ， 社工在 Ｐ
－

Ｅ 层面可Ｗ通过倡导来引起政府及社会的关注 ， 除扮演

倡导者的角色 ， 社工还起着协商及增权的作用 ， 协调社会上可动用 的资源 ， 为 困

境儿童争取福利 。

（四 ） 群体
－

宏观层面 （Ｐ
－

Ｅ）

Ｐ
－

Ｅ 层面 ， 即 困境儿童群体与其所处的社会政策 、 社会文化等宏观环境之间 。

在此层面 ， 社工主要集中于宏观的干预 ， 致力于为困境儿童群体营造
一

个健康 、

支持性强的社会环境 。 社工具体的干预包括政策倡导 ， 通过倡 导来推动困境儿童

福利政策的改革 ，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Ｗ保障困境儿童的合法权益 ， 通过宣传 ， 引

导社会参与 ， 形成 良好的文化氛围 。

１ ． 健全困境儿童保障及预防机制

困境儿童 问题己经引起国家及相关政府的重视 ，
２０ １ ６ 年 ６ 月 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 》 （ 国发 （ ２０化 ） ３ ６ 号 ）
，
意见也提出要加

强 困境儿童分类保障 ， 建立健全困境儿童保障工作体系 ， 综合其 内容可 １＾看出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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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 的定位在于兜底保障 、 精准帮扶 ， 从其基本生活、 基本医疗 、 教育 、 监护等

方面提 出 了具体措施 ， 但就如何精准帮扶问题 ， 政策中并未提出 可实际操作化的

指导 。 因此 ， 社工可根据困境儿童的现实困境 、 实际需求及政策的落地执行情况 ，

加之 自 身实务积累 ， 可向政府及有关部口献策 ， Ｗ健全和完善困境儿童的保障体

系 。 在这个过程中 ， 社工起到双向传递作用 。

一

方面 ， 在现在的政策条件下 ， 社

工可根据 自 身专业知识及实务的积累为困境儿童提供服务 ， 并将政策及相关信息

带给困境儿童 ， 充当服务提供者与传递者 ；
另
一

方面 ， 社工可根据实际服务现状

及资源条件来完善相关政策 。

完善困境儿童保预防机制 。 困境儿童保障 ， 从最基本的层次来讲 ， 可Ｗ理解

为当困境儿童出现时 ， 能够被社会发现 ， 并且能够得到专业的服务与支持 ， Ｗ改

善其生活状况 ， 满足生活的需求 ， 不会因为救助不力 、 帮扶缺失而再次出现毕节 、

南京困境儿童的惨案 ， 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 在此基础之上 ， 国家及政府也应重视

困境儿童的预防 ， 建立困境儿童预防及发现报告机制 ， 除建立市－

区 （县 ）
－街 （ 乡 ）

－社区 （村 ） 的联动网络外 ， 社工也应在其中扮演着评估者的角色 ， 具体来讲包

括 ： 与社区人员合作 ， 对困境儿童的生存及发展需求进行评估 ；
对困境儿童救助

服务是否满足其需求进行评估 ， 对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有效性进行评估 。

除此之外 ， 《儿童权利公约 》 第 ３ １ 条要求各国确认儿童享有休息和闲暇的权

利 ， 要保障儿童享受与年龄相宜的游戏和娱乐活动的权利 ， 因此 ， 在现有制度的

基础之上 ， 还应重视困境儿童的发展性需求 ， 政策应适度向其倾斜 ， Ｗ保障其未

来的发展 。

２
． 推动社工人才队伍建设 ， 培育困境儿童服务组织

通过倡导等方式 ， 推动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及相关政策的制定 ， 加

快推动培养我国 困境儿童领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 包括社会工作高级管理队伍 、

专业服务队伍 、 宣传推广队伍 、 督导评估队伍、 专家队伍等 ， Ｗ确保有足够的专

业人员提供专业 、 有效的服务 。

除此之外 ， 应重视社会细织在困境儿童服务中所发挥的作用 ， 尝试推动社会

组织赔化器建设 ， 对提供困境儿童服务的 、 初创期的民间公益组织项 目进行培育

和扶持 ， 提供硬件设施 、 专业培训 、 后勤服务等支持性服务 ， 培育专业性 、 创新

性的社会姐织 ， 增强困境儿童的社会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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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构建友爱互助的文化氛围

困境儿童问题不是
一个人或

一

个家庭的问题 ， 它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 ， 己

变成严重的社会 问题 ，
理应引起社会的关注与支持 。 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 可Ｗ

团结政府 、 社会组织及其它社会爱也人±等社会力量形成强大的合力 ， 有利于促

进困境儿童问题的解决 。 因此 ， 社工应在宏观层面协助传播友爱互助的公益文化 ，

可利用广播 、 电视 、 网络和 自媒体等多种渠道大力宣传困境儿童公益的意义 ， 促

进 困境儿童公益文化建设和普及 ， 进
一

步扩大困境儿童的社会影响 ， 增强社会公

众的慈善意识 ， 提高社会大众的参与度 ， 形成友爱互助的文化氛围 。

Ｈ 、 可能面临的挑战

在本研巧中 ， 从干预来看 ， 笔者将社会工作者置于服务体系的中 屯、位置 ， 除

可直接向 困境儿童个人或群体提供专业服务外 ，
还承担着困境儿童与家庭 、 社区

及社会之间沟通 、 反馈的角色 ， 在这双向传递与协调 的过程中 ， 发挥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 ， 这也要求社工具备一定的智慧 。 自上而下的推行比 自 下而上的倡导来的

容 易 ， 因此社工在为 困境儿童发声的过程中 ， 需 明确 自 己的角色与定位 ， 在尽可

能全面了解情况的基础上 ， 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倡导 ， Ｗ达到倡导 的 目 的 。

在服务体系 中 ， 笔者从四个层面分别对社工如何服务提供了建议 ， 但在实际

的服务过程中 ， 社工很难全面的掌握 、 全面的解决困境儿童的倩况 ， 换而言之 ，

社工应明确
一个问题 ， 仅仅依靠自 身能为是无法彻底解决困境儿童的问题 ， 在 Ｗ

政府为主导的基础上 ， 仍需化工协同其它社会力量为困境儿童提供支持 。 对于如

何去做 ， 在本研巧中 ， 笔者提出 自 己的见解的
一个基本的预设便是有足够的专业

社工人才 ， 才能应对我国如此多的困境儿童 ， 从现在我国专业人才的发展程度来

看 ， 可能数量远远不足 ， 虽然现在不足 ， 但根据近年来社工的发展及 国家政策的

支持 ， 笔者对社工人才的培养及发展抱有很大希望 ， 所Ｗ本研究的定位也是在于

探讨扩展的临床视角给困境儿童问题的解决所带来的启示或可取之处 。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明确了 困境儿童服务体系 的基本思路与基本原则 ， 即 政府为主

导 ， 社工协同各社会主体共同参与 ， 专业社工服务为支撑 ， 构建专业化 、 系统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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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服务体系 。 在此基础上 ， 箸者分别从 ｐ
－

ｅ 、 Ｐ
－

ｅ 、 Ｐ
－

Ｅ 、 Ｐ
－

Ｅ 四个层面提

出 了干预策略 ， 具体包括 ： 在 ｐ
－

ｅ层面 ， 采用个案的方法 ， 从动员家庭 、 社区及

学校资源 ， 解决个人的也理、 健康等问题 ； Ｐ
－

ｅ 层面 ， 采取小狙的方法 ， 通过小

组过程 、 小组成员之间的互动及分享 ， 解决群体的共性需求 ； Ｐ
－

Ｅ层面 ， 通过个

倡导及增权的方式 ， 改善困境儿童个人所处的宏观环境 ；
Ｐ
－

Ｅ层面 ， 通过倡导来

推动福利政策改革 ，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 形成良好的公益文化氛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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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讨论与总结

本章是本研究的最后
一

部分 。 在该部分中 ， 笔者对整个研究进行了梳理与概

括 ， 与此同时 ， 指出 了本研究的贡献 、 研究的限制及未来的发展 。

－

、 研究发现与结论

在本研巧 中 ， 笔者将 Ｓ 省困境儿童需求的调研课题的数据及对工作人员 的

访谈资料作为第
一

手资斜 ， 结合现有文献研究的情况 ， 对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之

后 ， 笔者从困境儿童个体 、 困境儿童家庭 、 困境儿童的社会救助与服务的Ｈ个层

面对困境儿童的生存现状与需进行归纳与分析 。 研究发现 ， 首先 ， 困境儿童群体

在现实生活中仍存在
一些问题 ， 具体包括健康状况堪忧 、 屯、理 自卑消极 、 社交欠

缺 、 存在较多安全隐患 ； 从其需求来看 ， 面临的需求主要包括饮食 、 健康等基础

需求 ， 不同群体的主要需求也不同 ， 生活 自主与情感支持是留守儿童所面临的主

要需求 ， 康复需求是残障儿童的主要需求 ， 由此构成了 困境儿童的特殊需求 ；
从

其未来发展来看 ， 其面临的需求还包括发展性需求 ， 具体来讲包教育及艺术培训

等 。 其次 ， 从困境儿童家庭层面来讲 ， 收入水平普遍偏低 、 家庭结构不稳定 、 願

代抚育情况普遍 ， 这坚问题都在
一

定程度上影响 了 困境儿童的生存与发展 。 最后 ，

从困境儿童社会支持与救助的情况来看 ， 可 发现学校在 困境儿童求助的过程中

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 社 区及社区组织对困境儿童的支持薄弱 ， 政府的救助力

度小 、 救助形式单
一

， 社会专业人±及其它社会力量参与度较低 。

综合研究发现 ， 笔者认为 目前在困境儿童服务领域中缺乏
一

个综合性 、 专业

性的服务体系 ， 笔者从社工专业角度出发 ， 基于扩展的临床视角 ， 从困境儿童个

人与其所处的微观环境 、 整个群体与其所处的微观环境 、 微观个体与整个宏观环

境 、 整个群体与宏观环境四个层面提 出 了困境儿童服务体系 的构建途径 ， 即上文

所说的 ｐ
－

ｅ 、 Ｐ
－

ｅ 、 ｐ
－

Ｅ 、 Ｐ
－

Ｅ 四个层面 。

在 ｐ
－

ｅ 层面 ， 笔者认为应采用个案的方法 ， 通过一对
一

的帮扶、 资源的链接 ，

具体包括为困境儿童提供情感支持 、 也理咨询等服务 ， 只有通过个体增能才有可

能改变现实困境 。 除此之外 ， 应考虑家庭对困境儿童发展带来的影响 ， 为家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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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或监护人提供支持 ， 社工也应链接社区及学校的资源 ， 巧宽服务项 目 ， 提供服

务水平 。

在 Ｐ
－

ｅ 层面 ， 社会工作者可 运用小组的方法 ， 通过过程分享 、 小组成员之

间的互动分享来满足群体的健康 、 学业、 交际等方面的需求 ，
过协调各方资源 ，

促进
＂

家庭
一学校

一

社区
＂

之间 良好关系的建立 ， 为困境儿童营造健康 、 有序的

环境 ， 从而改善其生活 。

在 Ｐ
－

Ｅ层面 ， 考虑微观环境对困境儿童个人带来的影响 ， 社工可Ｗ采用个案

倡导及提升个人权利意识维护困境儿童的合法权益 ， 同时通过话语实践 ， 解除对

困境儿童标签化的认知 ， 从而改善困境儿童个人所处的环境 。

在 Ｐ
－

Ｅ 屠面 ， 社工具体的干预为政策倡导 ， 通过倡导来推动困境儿童福利政

策的改革 ，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Ｗ保障困境儿童的合法权益 。

当然这种服务体系还初
一

摸索阶段 ， 对于其原则 、 理念及内容还需进
一

步的

研究 。

二 、 研究贡献

本研究是对于困境儿童服务体系的研究 ， 在个体观与家庭观的基础上 ， 本文

将扩展的临床视角应用于困境儿童领域 ， 将焦点 同时聚焦于人与环境 ， 这种研巧

视角在过往来讲几乎为零 ， 因此本研究丰富和发展了 困境儿童服务领域的知识体

系 。

同时 ， 从研究内容来讲 ， 本研究是对困境儿童现实困境及服务现状的呈现 ，

也是对困境儿童服务体系的摸索 ， 研究的 內容及结论对政府制定困境儿童福利政

策提供参考 ， 也为社会组织及其社会力量开展服务提供借鉴 。

除此之外 ， 本研究也是对扩展的临床视角的应用 ， 丰富了扩展临床视角的 内

容 ， 拓展了其适用领域 。

Ｓ 、 研巧限制

在本研巧中 ， 笔者尝试用扩展的临床视角去分析及提出干预的策略 ， 但由于

过往研究中关于扩展的临床视角 的的资料十分之少 ， 关于视角 的文献在大陆上仅

有两篇文献 ， 笔者可看的文献不多 ， 所ｔ ｉ

ｌ对于扩展的临床视角的理解不够深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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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扩展的临床视角 引用到困境儿童服务上 ， 对于其在实务领域的运用也可能

存在不合理之处 ， 对于部分层面的分析不够准确 ， 这是本研究的第一大不足 。

本研究是对困境儿童服务体系的研究 ， 综合学者对于困境儿童的研究来看 ，

关于现有的关于困境儿童体系的研究非常少 ， 且都集中在其福利体系的研究 ， 本

文是从社工的专业角度去构建服务体系 ， 笔者虽有 ７ 年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学

习 ， 但在实务领域笔者的经验不足 ， 因此在分析资斜及提供服务的建议方面存在

着
一

定的局限性 ， 这是本研究的第二大不足 。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属于质性研究 ， 在访谈这部分 ， 除去对困境家庭的调查及

工作人员的正式访谈之外 ， 对于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更深入层面的了解没有进行正

式的访谈 ， 仅仅是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在与特殊困难家庭简短的交流中记录了部分

信息 ， 访谈对象的类别及数量少是本研究的第Ｈ大不足。

从整个研究过程来讲 ， 本研究的时间跨度比较长 ， 政府对于困境儿童的政策

支持情况也有所变化 ， 比如去年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的意见》 ，

在本文中 ， 笔者有所补充 ， 但对于当时的调研对象情况可能发生的变化 ， 笔者未

作严谨处理 ， 这是本研究的第四大不足 。

四 、 研究展望

由于人为 、 物力 、 时间能为等条件 ， 在本研究中存在着
一些不足之处 ， 对子

未来的发展 ， 笔者认为除解决 上不足之处外 ， 基于本研究还可Ｗ有Ｗ下几个研

巧方向 ：

研巧者可更加深入的针对困境儿童群体中的某
一类儿童展开具体研宛 ， 比如

留守儿童群体 、 流动儿童、 残障儿童等。

研究者可考虑地域因素对困境儿童进行深入研究 ， 比如农村与城市困境儿

童 ， 或对农村与城市困境儿童的服务现状进行对比研究 ，
也可 某个地区 （社

区 ） 的困境儿童服务情况进行研究 。

研究者也可 １＾＾１从本研究的理论视角着手 ， 对扩展的临床视角进行研究 ， 可 １^

丰富该视角的知识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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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本章为研巧的最后
一

部分 ， 主要对本研巧的发现及研究的结论进斤总结与归

纳 ， 并对研究的贡献 、 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的发展进行反思与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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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Ｉ ： 实地调研抽样练计表

调研地抽样 （份 ） 收回问卷数（份 ） 有效问卷数 （份 ）

ＪＮＬＸ３０３０３０

ＪＮＪＹ３ １３１２９

ＱＤＳＢ３０３０３０

ＱＤＪＭ３０３ ０３０

ＷＦＱＺ３０３ ０３０

ＷＦＣＬ３０３０３０

ＷＨＧＱ３０３０３０

ＷＨＲＳ３０３０３０

ＤＹＤＹ３０３０３ ０

ＤＹＫＬ３０３０３０

ＲＺＤＧ３０３０３ ０

Ｒ ＺＷＬ３ ０３０３ ０

ＨＺＭＤ３０３０３０

监ＪＹ３０３０３０

ＺＺＴＥＺ３０３０３ ０

ＺＺＴＺ３０３０３０

共计４８ １４ ８１４７９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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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ＩＩ ： 访谈大织

―

、 被访者基本资輯

１ 、 性别

２ 、 工作地点及单位

二 、 关于困巧儿童的基本巧况

１ ． 目前 ， 您能简单介绍下当地困境儿童发展的基本倩况吗 ？ 他们都有哪些需求 ？

２ ． 近 ２ 年 ， 您所在妇联针对困境儿童开展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

３
． 这些工作对困境儿童的影响是什么 ？ 有没有起到很好的改善作用 ？

４ ． 是否有社会组织或个人在当地开展过儿童服务活动 ？ 都开展过哪些项 目 ？ 有

没有专业的人±进行儿童的介入 ？ 您觉得妇联与这些社会组织或个人如何开展

合作才能更好的促进困境儿童的发展 ？

５ ． 您在开展这些服务中 ， 遇到 了哪些困难或困惑 ？

６ ． 您觉得政府在困境儿童工作方面还有哪些可 改进的地方 ？

７ ． 根据您的工作经验 ， 您觉得Ｗ后困境儿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 巧联在其中能发

挥什么样的作用 ？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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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ＩＩＩ ： 受访人员编码

一

编码性别工作单位

ＪＮ
－

ＬＸ １女社区负责人

ＪＮ
－

ＬＸ２女妇联工作人员

ＷＦ
－

ＱＺ女基层妇联负责人

ＷＨ
－

ＧＱ女社区工作人员

ＲＺ
－

ＷＬ女妇联工作人员

ＨＺ
－

ＭＤ女妇联工作人员

１１
－

１１女妇联工作人员

Ｊｈ
－

１女困境儿童监护人

Ｊｈ
－

２女困境儿童监护人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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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校园里的挑花与稷花开了又谢、 谢了又开 ， 时间过了
一年又

一

年 。 总是在快

要失去的时候才会珍惜 ， 再回首这Ｓ年的硕±生活 ， 也中更多 的是不舍与感恩 。

感谢我的母校
一

山东大学。

＂

气有浩然 、 学无止境
＂

的校训
一直印在我的脑

海里 ， 这句话承载着山大百年的文化与精神 ， 也使我明 白做人要有浩然正气 ， 为

学永无止境 ，
也不断激励自 己 ， 使自 己成为

一

个也系国家 、 社会的正气之人 ， 贡

献自己的力量。

感谢我的专业一社会工作 。 七年的学习时间可Ｗ让我深入的 了解这个专业 ，

也足Ｗ影响我今后的生活 。 这期间 ， 在专业的价值理念及方法的指导下 ， 我们为

弱势群体及其它服务对象提供专业的服务 ， 实践了专业价值 ， 也实现了个人的价

值 ， 在今后的为人处世中 ， 我也会继续秉持着这种价值、 送种精神 ， 祗碼前行 。

感谢我的导师
一

张洪英副教授 。 在生活中我们都亲切的称张老师为
＂

鹰妈
＂

，

鹰妈对我们的生活及学习给了最大的支持与指导 ， 在跟着鹰妈学习期间 ， 有过幸

福也有过痛苦 ， 有过成就也有过搂败 ， 但回头想象 ， 在这过程中是满满的收获 ，

所Ｗ非常感谢鹰妈 ， 能够进入鹰口 ， 成为鹰妈的学生是我的荣幸 ！

感谢我的师长 。 专业的学习离不开老师们的教学与指导 ， 在此感谢社会工作

专业的所有老师们 ， 是你们的专业的讲解及耐也的指导 ， 我才能学习到专业知识 ，

积累实务经验 ， 才能更好的为服务对象提供了服务 。 生活及学业的顺利进行也离

不开学院行政老师的帮助 ， 在此特别感谢学院的阐锋书记 、 李永卫老师 ， 在工作

生活中给予的肯定与支持 ， 特别是对未来的工作也给予了详细的分析 ， 帮助自 己

明确了方向 ， 感谢 ！ 感恩 ！ 在此也特别感谢我的师兄 、 师姐 ， 刘兵学长 、 冯守刚

学长、 吕春燕学姐、 曹书丽学姐 、 胡伊阳学姐给予我学业与生活上的支持与帮助 ，

感谢我的同 口陈丽聪、 张凌云 、 马艳、 庞海粉 、 梁思羽 ， 感谢 ２０ １４ 级社工专业

的同学 。

感谢我的朋友 。 好朋友是可 １＾
］

１

一辈子的 ， 感谢张婷、 常晓梦曾在我迷茫、 难

过的时候
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 有你们在 ， 很幸福 ！

感谢我的家人。 感谢我的家人可Ｗ无条件的支持我 ， 让我可Ｗ 自 己安排自 己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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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 ， 家是我永远的港湾 ， 爱你们 ！ 也感谢我的男朋友 ， 相互陪伴韦年 ， 感谢

你的包容 ， 感谢你的支持 ， 爱你 ！

马上踏入到社会中 ， 我相信就算未来有很多的未知与挑战 ， 我也会从容面对 ！

刘慧

２０ １ ７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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