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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工作介入困境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实地探究 

——以大理州祥云县刘厂镇 Z 村为例
1
 

张春艳 

(曲靖师范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 

【摘 要】在国家脱贫攻坚背景下，以云南省大理州祥云县刘厂镇 Z村建档立卡未满十八周岁且由暂代监护人监

护的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为研究对象，针对大理州祥云县刘厂镇 Z村困境儿童现存的学习逆反心理、人格障碍

心理、网瘾心理、恋爱与性心理这四个问题，从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四个方面分析导致困境儿童心理健康问题

出现的影响因素，运用小组工作方法，探究本土化社会工作介入困境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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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该规划提出要高度重视困境儿童群体心理健康

问题并加强教师心理健康指导能力的培养。2016年 6月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指出要保

障困境儿童合法权益，建立县、乡、村三级上下联动、协调合作的工作网络，最大限度调动社会力量，保护困境儿童群体的生

存发展空间。同年 12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了《教育脱

贫攻坚“十三五”规划》，旨在让每一困境儿童有机会接受公平、优质的教育，不让困境儿童群体因家庭贫困而被迫辍学。随着

救助政策和扶贫工作日渐成熟，困境儿童救助不在局限于物质帮助，而是不断深人到困境儿童心理方面。在本文中，笔者针对

困境儿童群体心理健康问题，从困境儿童心理健康扶贫方向切人，以云南省大理州祥云县刘厂镇 Z 村为例，探究一条适合本地

解决困境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创新路径，旨在帮助深陷心理健康问题的困境儿童群体回归至健康快乐成长的道路上。 

1 祥云县刘厂镇 Z 村困境儿童基本情况 

本文将困境儿童定义为：在国家现行扶贫攻坚背景下，以建档立卡户家庭为单位，家庭中年龄小于十八周岁且其监护人在

外务工，由暂代监护人监护的未成年人。据祥云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数据统计显示，贫困在校学生共 4517人，其中在县内就

读兄 20 人，县外就读 897 人。据 Z 村建档立卡户的动态走势观察，目前仍然有 87 户 217 名学生处于贫困状态，等待脱贫。其

中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数有 102 人，而监护人在外务工的未成年人人数为 58 人。根据笔者对困境儿童的界定，将 58 名监

护人在外务工的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视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2 祥云县刘厂镇 Z 村困境儿童心理健康问题表现 

2.1学习逆反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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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为学生群体对教授的知识或道理从内心深处表现出“讨厌” “不喜欢”的抵触情绪，思想上存在与教师、家长“对

着干”的想法，具体表现为“注意力分散” “抄袭” “翘课、迟到”等方面。 

2.2人格障碍心理问题 

该地区中“拔毛” “约群架” “小偷小摸” “校园小霸王欺凌”等越轨行为在困境儿童群体中频频发生，学生一遇到问

题常以“拳头”的武力方式解决，不仅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偏差行为，相反还会将负面情绪带入同辈群体中，使得负面影响交叉

感染，最终演变为“校园集体暴力事件”等，不仅打破校园安全和谐的环境氛围，也使其自身走上偏离社会，甚至是违法犯罪

的道路。 

2.3 网瘾心理问题 

网络环境良莠不齐，困境儿童群体对网络信息的辨识筛选能力和自我控制力相对较弱，一些网络危害，比如“黄赌毒” “套

路贷”等，尤其是为了负担“网络游戏”的成本，购买一些顶配级别的“游戏道具” “游戏配置”等，不惜选择“拔毛” “抢

劫” “人室偷盗”等违法犯罪的方式来填补自我满足感，通过网友链接获得心灵寄托，体验所谓的“人生价值”。 

2.4性与恋爱心理问题 

该地区普遍存在“早恋”现象，校园恋爱成为教师与学生间相互角逐的游戏，即：教师堵，学生躲。甚至还出现了因校园

恋爱产生的一些负面事件，轻者表现为“逃课” “学生成绩下降”，甚至出现“精神萎靡不振、抑郁” “离家出走、失踪”等

现象，更重者因“意外怀孕”最终导致“退学”等。然而学校愈严令禁止恋爱行为，更易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关注力。学校与

家长在针对青春期性教育层面涉及几乎为零，这也是导致出现性与恋爱心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3 刘厂镇 Z 村困境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成因 

3.1 家庭层面 

第一，长期放任型的亲职教养方式，加剧了困境儿童行为失范。困境儿童在家庭最初的社会化场所中，并没有习得符合社

会规范标准的行为习惯与规则，父母长期不约束或陪伴缺失，致使困境儿童没有形成正确的行为标准与价值理念，进而导致偏

差行为甚至是违法犯罪行为。 

第二，长期“爱的需要”的缺失，滋生心理补偿式恋爱心理。困境儿童群体特殊的家庭情况使其没有获得足够的爱与关爱。

部分困境儿童将家庭爱的需要的“获得”转变为对同辈群体甚至是异性群体的“爱的给予”，通过确立“恋爱关系”来弥补自身

主观情感的需要与满足。 

第三，隔代教育的替代无法弥合家庭教育的断裂。困境儿童与父母聚少离多，亲子之间的感情极为淡薄。日常沟通也主要

是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实现，沟通过程中，还会出现沉默或者言语冲突，这无形中加剧了亲子冲突与矛盾。 

第四，家庭启蒙性教育缺失，困境儿童缺少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在中国传统的家庭中，“谈性色变”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孩子问及“我从哪里来” “我是谁”等各类问题时，家长通常以回避旳姿态对待。困境儿童在性好奇心理的驱使下，通过其他

渠道了解性，但并没有学习到正确的、系统的、全面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也没有形成科学的性观念，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与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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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学校层面 

第一，教师“补残式”教育方式，不能应对学生频发的心理健康问题。对于从小缺乏亲职教育的困境儿童群体而言教师的

指导愈加至关重要，但在现实教学过程中，基于升学的压力，教师对学生群体心理健康教育采取的是“不积极”态度，往往事

后采取补救措施，不能起到从源头上根治心理健康问题的作用。 

第二，校园暴力发现机制不完善，校园安全存在诸多隐患。校园暴力往往发生于监控密度小、人流量小的“阴暗”地带，

尤其是偏远地区的校园周边，安保建设设施存在监控力度不足，甚至监控漏洞的现象，这些都加剧了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第

三，校内心理健康辅导课程空缺，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缺乏专业指引。困境儿童在面对青春期时，生理上逐渐走向成熟，但心理

上往往发展较慢，即出现一些堕距现象，以致积压诸多心理健康问题，不利于困境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3.3社会层面 

第一，困境儿童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可依赖的社会资源有限。大部分困境儿童出生于靠国家最低生活保障金救济的家庭，

时间和金钱是监护人投资于儿童发展的两类基础资源，而困境儿童缺乏来自监护人的发展性投资，例如儿童的基础照顾、高等

教育、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投资。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不到位和获得性机会稀缺，是致使其发展处于不利地位的根本原因。 

第二，困境儿童心理健康救助制度不完善，在发生心理健康问题时，缺乏相应的发现报告机制与及时应对措施，导致救助

范围低、救助效果差，也使其在救助领域处于最薄弱的一环。 

4 小组工作介入 Z 村困境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路径探讨 

本文针对该地区困境儿童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分别以“学习逆反心理问题” “人格障碍心理问题” “网瘾心理问题”

及“性与恋爱心理问题”为主题开展了四次小组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4.1小组活动主题与目标 

第一节小组活动：学习逆反心理问题。活动目标：帮助小组成员了解学习逆反心理的主要表现，鼓励小组成员努力克服学

习逆反心理，达到重新审视及自我检测的目的。 

第二节小组活动：人格障碍心理问题。活动目标：帮助小组成员了解人格障碍心理问题的主要表现以及对个体带来的负面

影响，帮助小组成员了解和学习正确的社会规范，及时对照和纠正自我不良行为习惯。 

第三节小组活动：网瘾心理问题。活动目标：旨在帮助小组成员科学认识互联网，合理规划上网时间，拓宽线下交友渠道，

回归正常生活。 

第四节小组活动：恋爱与性问题。活动目标：帮助小组成员正确认识青春期性心理发展规律及行为表现，树立科学的性观

念，提高自我保护与对他人负责任的意识与态度，学会正确处理两性关系。 

4.2小组介入反思 

小组工作对于困境儿童的成长来说是极为重要的，首先，小组可以帮助困境儿童营造安全信任的小组环境，使困境儿童可

以在小组中宣泄自己的情绪，发表自己的意见，获得小组的温暖和支持；其次，在小组开展活动过程中，困境儿童通过互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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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经验，促进彼此之间观念的转变，并学会自我反思，发掘自我潜能，掌握新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再次，社会工作者引

导小组成员积极调整心态，控制自己的情绪，学会自我表达和与人沟通的技巧，最终获得情感、态度及行为方面的成长和发展；

最后，增强困境儿童处理心理健康问题的自信心与抗逆力，充分挖掘内在潜能与社会资源，进而提高困境儿童生活质量，真正

实现“助人自助”。 

5 小结 

困境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问题体系，涉及多方面多层次。可见，在国家扶贫攻坚背景下，高度重视困境

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将困境儿童心理健康问题作为教育扶贫的重点突破口也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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