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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儿童社会工作的概念



    《儿童权利公约》于1992年4

月1日开始在我国正式生效。国际

《儿童权利公约》界定的儿童系指

18岁以下的任何人。

（一）、儿童的界定



    指把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方法和技巧应用到儿童的教育和保护工作中，

不仅救助和保护不幸儿童，而且关心一般儿童，使他们健康地成长。

这项工作要怎么做呢：

1.立足于社会的经济、文化、法律等客观背景

2.面向所有儿童

3.促进儿童全面健康发展

4.充分运用专业的机制、理论、方法和技巧

（二）、儿童社会工作含义



1.具有普遍性，是面向全体儿童的。

2.具有发展性，促进儿童全面健康地发展。

3.具有专业性，要懂得儿童成长规律。

4.具有社会性，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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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儿童社会工作内涵的特征



     生理上处于快速发育期

• 身体全面发展为成年打下基础（生、心）,可塑性高。

    心理上的高度敏感、脆弱

• 有较强的心理依赖，对社会的认识处于感性转变理性的过程。

• 心理断乳期，过度时期心理不稳定，高度敏感，容易产生受挫情绪。

   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处于底层，属于弱势群体

• 社会（政治）参与机会少，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低，难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

（四）、儿童的生理心理特征及意义：



作为一个具有独特的生理、心理特征的群体，儿童有着自己特殊的权益，

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等，需要社会的特别保护。现代意义的儿童社会工

作是建立在儿童权利观念之上的。

尊重“儿童权利”的观念是儿童社会工作的精髓。

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是整个儿童社会工作的指导方针。

（五）、儿童权利



所有儿童均有权：

• 受到保护，免受伤害和剥削；

• 于出生前或出生后，在身心和情绪等方面获得充分照顾，得以健康成长；

• 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居住，免受伤害；

• 得到爱护，受到重视，以及得到可信赖的亲友关怀和支持；

• 学懂照顾自己和应付日常生活；

• 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和得到身份认同；

• 获得适当的教育；

• 在社交场合发展良好人际关系和建立自信；

• 获得医疗和健康评估、治疗。

——《处理虐待儿童个案程序指引》香港社会福利署



1.儿童社会工作的功能：

儿童社会工作具有保障的功能，社会安全的功能，发展的功能。

2.儿童社会工作的性质特征：

儿童社会工作在长期发展中具有了福利性、以社会性服务为主、专业化要求

高等特点。

儿童社会工作的特征与功能



PART 02
儿童福利和儿童福利政策



狭义：是一种事后补救性的工作，是指面向特定儿童的服务。

广义：是社会福利的组成部分，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为保护

儿童权益，促进儿童健康成长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儿童福利的概念与涵义



儿童福利政策是一套谋求儿童幸福的方针或行动准则，

其目的在于促进所有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因此，儿童

福利政策的内涵包括儿童需求的满足、儿童权利的保

障及儿童保护工作三个层面。

儿童福利政策的涵义



儿童福利行政是指政府机关或公共团体促进儿童身心

健全发展与正常生活的行政过程。儿童福利行政是社

会福利行政的重要一环，它使儿童的健康成长有了社

会制度和运行机制上的保障。

儿童福利行政



PART 03
儿童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宏观儿童社会工作



微观儿童社会工作



儿童社会工作的常用理论

社会学理论

偏差行为

角色理论

符号互动理论

心理学理论

精神分析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

认知理论

阿德勒理论

社会工作相关理论

生态系统的观点

社会支持网络理论

优势视角



例子：优势视角下的儿童个案介入



优势视角是什么？



• 1、优势视角相信人可以改变，每个人都有尊严和价值，都应该得到尊重。

• 2、优势视角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解决问题的力量与资源，并具有在困难环

境中生存下来的抗逆力。即便是处在困境中倍受压迫和折磨的个体，也具有

他们自己从来都不曾知道的与生俱来的潜在优势。

• 3、优势视角认为在社会工作助人实践过程中关注的焦点应该是案主个人及

其所在的环境中的优势和资源，而非问题和症状，改变的重要资源来自于案

主自身的优势，个人的经验是一种优势资源。



为什么用优势视角介入儿童个案？



年龄 心理社会性发
展阶段

各阶段中任务

出生--18个月 信任对不信任 信任在人格中形成了“希望”这一品质，这是自信的基础，它起着增强
自我的力量。具有信任感的儿童敢于希望，富于理想，具有强烈的未来
定向。反之则不敢希望，时时担忧自己的需要得不到满足。

18个月—4岁 自主对羞愧怀
疑

学会了怎样坚持或放弃，也就是说儿童开始“有意志”地决定做什么或
不做什么。若过分严厉，又会伤害儿童自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

4岁---7岁 主动对内疚 儿童表现出的主动探究行为受到鼓励，就会形成主动性，这为他将来成
为一个有责任感、有创造力的人奠定了基础。如果成人讥笑儿童的独创
行为和想象力，那么就会逐渐失去自信心，这使他们更倾向于生活在别
人为他们安排好的狭窄圈子里，缺乏自己开创幸福生活的主动性。

7岁---12岁 勤奋对自卑 如果他们能顺利地完成学习课程，他们就会获得勤奋感，这使他们在今
后的独立生活和承担工作任务中充满信心。反之，就会产生自卑。

这种统一性的感觉也是一种不断增强的自信心，一种在过去的经历中形
成的内在持续性和同一感，如果一个儿童感到他所处于的环境剥夺了他
在未来发展中获得自我同一性的种种可能性，他就将以令人吃惊的力量
抵抗社会环境。在人类社会的丛林中，没有同一性的感觉，就没有自身
的存在，所以，他宁做一个坏人，或干脆死人般的活着，也不愿做不伦
不类的人，他自由地选择这一切。

12岁---18岁
自我同一感对
同一感混乱

           埃里克森的心理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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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优势

转念

亲人离世，爱不变。

亲人失责，寻找内在

潜在力量。

正向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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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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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视角六部曲



静候花开

信念种植后，需要时间是和观察

等待时，关注细微处的转变，及时肯定就

是关键

阶段性的改变：是完成整体目标的基础

阶段性的低落：及时关注，调整



儿童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

1.儿童个案工作

单独存在的案例

2.儿童团体工作

团队（小组）为对象

3.儿童社区工作

通过调动社区资源，促进儿童事业发展



儿童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

4、家庭教育工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实施公

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

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



家庭教育要做什么



《家庭教育促进法》——家庭教育的概念、任务和要求

家庭教育的根本任务

第三条  家庭教育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任务，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促进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

什么是家庭教育

第二条  本法所称家庭教

育，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为促进未成年人全面

健康成长，对其实施的道

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

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

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

影响。

家庭教育的要求

第五条  家庭教育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和个体差异;

2.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保护未成人隐

私权和个人信息，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3.遵循家庭教育特点，贯彻科学的家庭教

育理念和方法;

4.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紧密

结合、协调一致;

5.结合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



落实家庭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关键词

关键词

第十六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针对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以下列内

容为指引，开展家庭教育：

（一）教育未成年人爱党、爱国、爱人民、爱集体、爱社会主义，树立维护国家统一的观念，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培养家国情怀；

（二）教育未成年人崇德向善、尊老爱幼、热爱家庭、勤俭节约、团结互助、诚信友爱、遵纪守法，培养

其良好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三）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引导其培养广泛兴趣爱好、健康审美追求和良好学习习惯，增强

科学探索精神、创新意识和能力；

（四）保证未成年人营养均衡、科学运动、睡眠充足、身心愉悦，引导其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

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

（五）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导其珍爱生命，对其进行交通出行、健康上网和防欺凌、防溺水、防诈

骗、防拐卖、防性侵等方面的安全知识教育，帮助其掌握安全知识和技能，增强其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六）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养

成吃苦耐劳的优秀品格和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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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不是一个口号，是人内心的动

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根据动机

控制自己的行为，做到最好，最正

确的的事。品格包括孝顺、仁爱、

勇敢、慎重、怜悯、知足、果断、

尊重、可靠、宽恕、勤奋、和平等。

品格第一，使他走当行的道

02

生活能力是一个人“社会化”的基

本能力。

培养生活能力，使他能够适

应生命的进程



指导家长做好家庭教育的方法



用“爱”教养孩子

无条件的爱

不管孩子健康、生病、漂亮、丑陋、乖、不乖、成绩好、

成绩坏，我们都用无尽的爱来爱护他、照顾他。

如下语言最好不要说：

Ø 我现在养你，我老了之后你要养我；

Ø 我给你吃、给你住、给你读书，你一定要拿出好的成

绩来给我；

Ø 我给你礼物，你一定要……

孩子安全感的建立



用“爱”教养孩子

无分别心的爱

孩子是独立无二的

如下语言最好不要说：

Ø 你和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等比起来……

Ø 你和同学比起来……；

Ø 只赞扬他的成绩……。

孩子自信心的建立



用“爱”教养孩子

有品质的陪伴

陪伴孩子的时间也是家长的时间，

不能独立看待



小猫玫瑰的概述图（1张）绘本阅读：《小猫玫瑰》



•树立正确儿童观，加强儿童保护视角

让每个儿童享有更美好的未来

这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的使命



感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