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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提出
近年来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呈现较大幅度

下降遥 根据民政部 2018年的统计袁目前我国共有
农村留守儿童 697万余人袁与 2016年全国摸底排
查数据 902万余人相比袁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总体
数量下降 22.7%遥以上统计显示袁农村留守儿童主
要集中于四川尧安徽尧湖南尧河南尧江西等中西部省
份遥 咱员暂虽然当前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呈现下降趋势袁
但是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依然引

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遥
农村留守儿童由于家庭结构不完整所带来的

亲情缺失袁 导致一定的心理尧 教育尧 健康及安全
问题袁 同时由于各种不利结构的交织和可以利用
的资源匮乏袁 导致留守儿童面临更严重的不利情
势遥 咱2暂由此可以看到袁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不仅是

野留守冶所造成的问题袁而是与更广泛尧更深层的社
会经济环境关联在一起遥 这种社会经济环境包括
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与城乡壁垒的矛盾尧 城乡
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尧城乡发展不协调尧农村经济
滞后等遥 咱3暂基于以上认识袁当前相关政府部门特别
强调要完善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体系遥叶中国儿童发
展纲要渊2011-2020 年冤曳指出要建立和完善流动
儿童和留守儿童服务机制袁 民政部等五部门联合
出台的 叶关于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中发挥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作用的指导意见曳渊民发也2017页
126号冤渊以下简称叶意见曳冤强调要在农村留守儿
童关爱保护中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作用遥 农村
留守儿童社会工作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

开遥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袁探索社会工作如何介
入农村留守儿童服务领域袁 以及从建构留守儿童
社会福利体系的角度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工作进

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工作的实践与反思
要要要基于 X村留守儿童小组工作实务的探讨

王才章袁王艺达
渊井冈山大学政法学院袁江西 吉安 343009冤

摘 要院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和社会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遥 社会工作作为旨在推动人与
环境适应性平衡的特殊专业和职业已介入农村留守儿童领域遥 本研究以一个农村留守儿童小组为案例袁 探索
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工作的具体实践袁 并在此基础上反思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工作的发展遥 研究发现袁 是否具备
相应的政策空间是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儿童领域的前提遥 在政策支持下袁 社会工作可以从微观层面的服务
及宏观层面的倡导介入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遥 社会工作要在宏观上意识到促进留守儿童家庭功能的回归袁 才是
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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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反思遥
二尧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对野农村留守儿童冶这一概念没有明

确界定袁相关定义主要围绕儿童父母外出尧父母外
出时间尧儿童现居地尧儿童年龄等因素展开咱3暂遥 本
研究在此主要采用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课题组的

定义袁即野农村留守儿童冶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从
农村流动到其他地区袁自己留在户籍所在地农村袁
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未满 18周岁
的未成年人咱4暂渊P6-7)遥

国内有关留守儿童社会工作的实务及研究大

体是从 2007年后开始袁 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
面遥 一是研究社会工作如何介入农村留守儿童的
教育问题袁认为留守儿童教育存在父母缺位尧教育
污名化及标签化等问题袁社会工作的功能尧 方法尧
介入模式对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解决具有促进作

用曰咱5暂咱6暂二是研究农村留守儿童安全问题的社工介
入袁 认为现有的制度安排无法有效地降低留守儿
童的人身安全等不确定性风险袁 在农村留守儿童
比较集中的地区推广寄宿制学校袁 引入学校社工
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应对风险的办法曰咱7暂咱8暂三是基于
社会工作介入的角度探讨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持

网络的构建袁认为主要从个体尧集体尧社会和制度
环境三个层面展开袁包括留守儿童自身尧留守儿童
家庭尧学校尧社会等遥 咱9暂咱10暂

此外袁 近年来随着高校开始社会工作专业硕
士教育袁 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
究生开始探索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工作的介入袁这
些研究主要以硕士论文的形式反映出来遥 主要讨
论农村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尧 儿童安全尧 儿童教
育尧儿童心理健康尧儿童交往能力等方面的社会工
作介入遥 咱11暂咱12暂咱13暂咱14暂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工
作实务领域袁 主要借助于相关的项目进入调查或
者基于实习进行研究遥这些研究属于探索性研究袁
尚有待今后进一步积累和沉淀遥

目前研究表明袁 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工作对于
社会工作而言是一个新的领域袁 相关研究虽然已
经涉及到留守儿童的教育尧安全尧心理尧交往等方
面的问题袁但是深入尧细致的研究相对较少袁以及
缺乏从社会福利的制度角度反思农村留守儿童社

会工作遥 所以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工作需要进

一步探索袁 特别是要加强基于实务基础上的反思
性研究遥
三尧研究方法和案例背景
渊一冤研究方法
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工作处于探索阶段袁 相关

实务案例较少遥 本文旨在探索农村留守儿童社会
工作的实践袁 并反思留守儿童社会工作实践中遇
到的困境袁 尝试为以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工作的
发展探索方向遥主要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袁试图通
过一个农村留守儿童小组工作实务案例来展示社

会工作在农村留守儿童领域的实践袁 并从社会福
利建构的角度对其进行反思遥主要通过文献调查尧
访问调查尧参与观察获得资料遥本文第一作者作为
Z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项目指导员袁负
责 X村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工作服务袁所以可以直
观了解和反思这一服务过程袁 并形成访问记录及
反思笔记袁以作为研究资料遥

渊二冤案例背景
X村地处江西西部袁整个村为盆地地形袁靠近

乡镇袁距客运火车站 15公里袁距高速公路入口 18
公里遥 该村下辖 11个村民小组袁445户袁 总人口
1705人袁其中外出务工人员约 300~400人袁主要
分布在省内附近县市及广东尧浙江尧福建等沿海省
份遥 60岁以上的老人有 209人袁未满 18周岁的未
成年人村委未曾统计具体数字遥 据妇女主任 HXL
反映袁X村并非典型的留守儿童村袁但是留守在家
由爷爷奶奶抚养的孩子也不少遥X村 2006年新建
成一栋三层楼的村部大楼袁 大楼里有一老年活动
室渊一张麻将桌冤尧一乒乓球室渊一张球桌冤尧一阅览
室渊据说藏书 1000多册冤等公共场所遥 此外袁还有
一个大的会议室袁可容纳 100多人遥 Z区自 2009
年 5月至 10月在全区范围内推进社会工作人才
队伍建设试点工作袁Z区民政局通过与高校合作袁
引进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和在校大学生参与试点

工作遥本文第一作者自 2009年 7月至 8月参与该
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试点工作袁 并负责指导和开
展由 Z区民政局事先选定的 X村留守儿童社会
工作试点袁小组工作实施时间主要集中在 2009年
7月至 2009年 8月遥同时袁在 2010年 12月尧2011
年 7月尧2014年 8月尧2015年 7月袁本文第一作者
先后四次前往 Z区进行实地调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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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村留守儿童社会工作共持续两个月时间袁
期间由两名实习社工负责遥 该试点大致按照建立
关系尧需求评估尧方案设计尧介入实施尧结果评估五
个社会工作介入的流程进行遥在方案设计中袁涉及
了个案尧小组尧社区活动等服务形式袁但是最后主
要是以小组工作为主遥 小组名称为野天天向上冶留
守儿童成长小组袁每节以野花冶为主题进行命名袁一
共 8节袁每 1节分为上下两小节袁每节为 1个小时
左右遥小组组员最初主要是通过海报形式招募袁但
是后来主要是靠这些孩子的野口耳相传冶遥 由于是
开放式小组袁参与每节小组的人数会有变化袁总体
保持在 12人左右袁组员年龄集中在 9岁至 12岁遥
四尧 农村留守儿童小组的设计与

执行过程

渊一冤留守儿童的需求评估及服务设计
小组设计主要是以满足服务对象需求为出发

点袁所以袁首先要了解 X村留守儿童的基本特点
及需求遥 Bradshaw按照对需求的来源评估分为规
范性需求尧 感受性需求尧 表达性需求及相对性需
求袁对这四种需求的评估主要有资料盘查法尧社会
或社区调查法尧公听会等遥 咱15暂(P66)

该小组的需求评估采用社区调查方法袁主要以
走访 X村的留守儿童监护人尧留守儿童为主遥 在村
妇女主任的带领下袁社工在进行为时三个星期的走
村上户的调查之后袁开始着手与该村的留守儿童建
立关系袁发现这些小孩是经常扎堆一起玩遥同时也发
现袁由于不同村庄很分散袁有些村子的小孩子交往圈
子非常窄袁且对每个留守儿童来说袁涉及的共同需求
是成长的需求袁具体表现在成长过程中的亲子陪伴
需求尧社会交往需求以及价值实现需求遥 此外袁在需
求评估中社工发现袁有些留守儿童在唱歌尧舞蹈尧绘
画等方面具备一定的能力袁监护人非常支持他们参
与社工组织的活动遥 所以社工在社会学习理论和优
势视角理论的指导下袁设计了一个以野天天向上冶为
主题的成长小组袁尝试挖掘每个儿童的潜能袁并通过
朋辈群体相互支持的方式促进留守儿童的成长遥 与
此同时袁在组外辅以相应的素质拓展项目袁包括舞
蹈尧唱歌尧下棋尧书画等项目袁用以丰富组员的假期生
活袁拓展组员的能力遥 在获得村长同意的前提下袁社
工在村委会三楼会议室开展小组工作实务遥 小组活
动内容设计安排参见表 1遥

渊二冤小组工作开展过程
从每一节小组来看袁 每一节小组分为三个过

程院组前尧组中和组后遥在组前袁社工需要为小组准
备相应的物资袁包括纸尧笔及一些冲洗出来的活动
照片袁同时要熟悉小组的流程袁并做好相互间的分
工遥 组中袁是小组正在进行的时候袁由于每节小组
的人数都不一样袁 需要社工做好到场组员人数登
记遥 登记完人数之后袁就正式进入小组组中阶段遥
每节小组在前十五分钟主要是通过小组主题歌和

表 1院野天天向上冶小组节次安排
安排

节次
主 题 内 容 目 标

第 1节
蓓蕾初绽院
敞开自我袁
认识他人

1. 确定小组主题歌
及小组标志

2.游戏院猜猜我是谁
3.写出我的野小小心
愿冶

1. 组员认识自我和
他人

2.了解组员的需求
3.形成小组意识

第 2节
花团锦簇院
我们在一

起

1.游戏院解手链
2.大家一起编故事
3.学唱主题歌

1.提升小组凝聚力
2.营造上进氛围
3.激发学习兴趣

第 3节
山花烂漫院
快乐童年袁
不分你我

1.游戏院导盲
2.主题活动院朋友袁
我想对你说

3.品读院叶背影曳

1.打破分层袁增强组
员间信任

2. 扩大组员的朋友
圈

3.学会如何阅读袁体
会亲情

第 4节
向阳花开院
阳光总在

风雨后

1.游戏院报数
2.说说我的伤心事
3.抗逆力训练院如何
坚强

1. 引导组员走出成
长困惑

2. 培养组员积极的
心态

第 5节
花香鸟语院
沟通你我袁
少年有为

1.沟通游戏院你比划
我来猜

2. 有关如何沟通的
知识分享

3.活动院家庭情景剧

1. 培养组员的协作
意识

2. 提升组员的沟通
能力

第 6节
那些花儿院
让成长不

再留守

1.叙说成长的故事
2.亲子支持院邀请监
护人参与

1. 让组员感受自身
的成长

2. 强化监护人的关
爱

第 7节
花谢花开院
成长途中袁
一路有你

1.感言院给哥哥姐姐
的一封信

2.回顾院说说我们这
个小组

1. 拓展组员的社会
支持网络

2. 加强组员之间的
联系

第 8节
落英缤纷院
收获欢喜袁
仍在一起

1.寄语院写给十八岁
的自己

2.结束院我们仍在一
起

1. 圆满结束小组活
动

2. 强化组员对生活
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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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游戏来活跃气氛袁 同时小组主持者按照流
程推进小组袁并掌握时间袁小组记录者负责记录
主持人及每一位组员在小组中的言行袁 并协助
维持小组活动的秩序遥组后袁社工需要提醒每一
位组员回家注意安全袁 做好相关的活动记录和
活动总结遥

从整个小组流程来看袁X村留守儿童野天天向
上冶小组大致遵循以下阶段院

1. 组员相互认识阶段
组员之间的相互认识主要集中于第 1节小组

中遥 第 1节小组的目的主要是促进组员之间的相
互认识袁 同时每一节小组在前十五分钟都有游戏
环节促进组员之间的进一步熟悉遥 这些组员大部
分来自村部周边几个不同的村子袁 而主要集中于
X村的 J组和 Z组袁这两个组的小孩分成两派袁两
派在平时的生活中很少往来袁相互之间并不熟悉遥
而在两派内部袁他们平常天天在一起玩袁有些还是
同班同学遥第 1节小组为了打破这种局面袁通过设
定小组规范尧安排相互不熟悉的人坐在一起袁同时
以一个野猜猜我是谁冶的游戏来使双方相互熟悉遥
大家很积极地参与到这一游戏中来袁 在游戏中各
组员迅速熟悉起来遥最后袁主持人发给每一位组员
一个小纸片袁 让他们在纸片上写上 野我的小小心
愿冶袁加深工作者对组员的认识遥 小组从开始到结
束袁气氛都很活跃袁每一位组员都积极参与袁组员
与组员之间袁组员和工作者之间的互动较多遥

2. 小组凝聚力形成阶段
小组凝聚力形成阶段主要集中于第 2节至第

6节遥 这 5节主要是深化小组组员彼此之间的了
解袁形成小组凝聚力袁让组员感受到组员之间的相
互鼓励遥第 2节小组开始时袁是一个野解手链冶的游
戏袁这个游戏目的是让大家意识到合作的必要性遥
不过在游戏过程中袁大家更多的是玩乐袁而背后的
意义则是在游戏结束后通过组员之间的分享袁以
及通过主持人的评论进行阐明遥 接着是通过大家
一起编故事袁让组员形成合作意识袁组员参与的积
极性也非常高遥 在第 3节尧第 4节尧第 5节主要是
让组员之间学会沟通袁增强信任袁同时引导组员表

达自己的伤心事袁引导组员走出成长困惑遥在小组
过程中袁组员开始对小组尧社工形成依赖袁组员也
开始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袁形成小组凝聚力遥在第
6节小组过程中袁 社工本来是计划邀请监护人过
来袁强化监护人对儿童的支持袁但是由于孩子的监
护人大多是爷爷奶奶或者父母中的一方遥 由于种
种原因袁 在小组开始的时候袁 没有一个监护人过
来遥在这 5节小组完成之后袁组员对整个小组的热
情越来越高袁小组的凝聚力也在进一步增强遥

3. 组员间的持续支持阶段
在最后两节小组活动中袁 第 7节小组主要是

让组员对这个小组形成归属感袁 加强组员与组员
之间的相互支持袁构建组员与外部的支持网络遥在
小组过程中袁 组员之间并没有意识到小组已经进
入尾声袁 主持人只是提醒他们下一节小组是最后
一节了遥在这一节小组结束后袁主持人让各个组员
通过信件的形式写出自己的感受和收获袁 很多组
员都表示喜欢这种形式的活动袁 他们觉得参加这
种活动很开心遥第 8节小组是最后一节小组袁这一
节小组的目的是为了让小组结束之后袁 各个组员
之间还能够一起做游戏一起玩遥在小组过程中袁主
持人向组员说明小组将要结束的事实袁 但是有些
组员已经形成了比较强烈的小组意识袁 并不愿意
小组结束袁所以袁此次小组中出现了几次短暂沉默
的场面遥经过小组主持人的耐心解释和说明之后袁
基本上所有的组员都能接受遥在小组结束后袁各个
组员之间还会保持联系袁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遥
五尧 基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工作

实践的反思

渊一冤政策支持是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儿童
服务的前提

从以上以小组工作为主的农村留守儿童社会

工作实践可以看出袁对于留守儿童来说袁社会工作
服务是非常陌生的遥对于这些组员来说袁两位社工
开展的服务让他们感觉很新鲜袁 他们的参与积极
性非常高袁 很多组员表示 野希望有很多这样的活
动袁期望明年还会有冶遥而对于社会工作自身来说袁
介入社会问题是其专业使命遥从目前来看袁社工为
留守儿童提供个案辅导和小组工作袁 只是一种微
观层面的努力袁 且这种社工服务还属于个别地方
的探索袁 但是已经可以看到社工在缓解农村留守

图 1院野天天向上冶小组的过程阶段

1尧组员相互认
识阶段

2尧小组凝聚力
形成阶段

3尧组员间的持
续支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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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问题方面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空间遥 不过笔者
也发现袁X村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工作介入袁是在 Z
区政府开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的大背景

下进行的袁并没有形成一种持续性的服务遥当社会
工作试点结束袁这种服务也就偃旗息鼓遥社会工作
介入农村留守儿童领域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

问题院是否有直接的政策推动和支持尧社会工作的
能力准备尧民众对社工的接受程度等遥政府的政策
推动和支持是指政府是否出台了支持留守儿童福

利体系建设以及培育和推动社会组织进入留守儿

童服务领域的政策遥从目前实践来说袁政策的支持
是社会工作能否进入留守儿童服务领域的重要前

提遥 从 2017年开始袁中央部门及地方政府为社会
工作介入农村留守儿童领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文

件袁 这将为社会工作持续介入农村留守儿童领域
提供制度支撑遥

社会工作是社会保护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

量袁 而这需要在家庭难以承担起对留守儿童相应
的教育和保护时袁 政府能够推动有关留守儿童社
会保护体系建设遥 叶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渊2011-
2020年曳提到野健全农村留守儿童服务机制袁加强
对留守儿童心理尧情感和行为的指导袁提高留守儿
童家长的监护意识和责任冶袁而这正是社会工作可
以介入的制度保证袁 也是未来社会工作介入的努
力方向遥 民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的叶意见曳明确
地指出社会工作在农村留守儿童服务中的主要任

务袁包括协助做好救助保护工作尧配合开展家庭教
育指导尧积极开展社会关爱服务遥这一叶意见曳进一
步明确了社会工作在农村留守儿童服务中的角色

和定位遥 社会工作服务的目的是协助当事人改变
或推动环境的改变袁从而促进两者的适应性平衡遥

渊二冤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儿童服务的两个层面
尽管当前农村留守儿童在心理尧情感和行为等

方面的需求亟待满足袁这也是社会工作在微观实务
方面可以介入的具体领域遥 但是农村留守儿童这一
社会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袁社会工作的微观介
入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留守儿童的处境遥 在当前城
乡差距日益拉大的情况下袁越来越多的农民为了获
得更多的经济机会而涌入城市袁而其子女却难以在
城市获得相应的教育机会和社会福利遥 所以袁 社会

工作在兼顾微观层面介入的同时袁 也要注重从建构
留守儿童社会福利的角度袁 完善农村留守儿童社会
福利体系袁 以及有意识地从宏观上推动改善不利于
农村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遥

1. 微观实务层面的服务
在政府政策推动社会工作介入留守儿童服务

之下袁一方面可以为留守儿童提供专业化的服务袁
包括心理支持尧课业辅导尧安全环境改善尧搭建儿
童与父母交流的沟通平台等袁 同时也可以弥补由
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所造成的家庭保障功能的

缺失袁在此基础上再着眼于促进家庭功能回归袁恢
复和增强家庭在留守儿童照顾中的功能遥 因为社
会工作的介入不仅仅是针对留守儿童袁 同时也会
针对留守儿童的家庭提供服务遥 按照生态系统理
论的观点袁 留守儿童是生活在一个以家庭为本的
社会系统之中遥所以在微观层面的实务袁可以针对
留守儿童自身及其家庭两个层面进行介入袁 具体
的介入方法有个案工作尧 小组工作以及社区工作
等方法袁 每种方法的运用要视具体服务对象情况
及所在地的环境而定遥

2. 宏观结构层面的倡导
目前社会工作的服务其实是有一定的限制袁

服务大部分是微观的尧个人化的袁所以社工不能解
决宏观结构性的问题袁 但是社工必须要有推动宏
观环境改变的意识袁并在适当的条件付诸行动遥宏
观层面的介入方法主要以社会倡导为主遥 社会工
作在服务过程中袁 需要有意识地反思造成留守儿
童问题的宏观结构袁 并形成研究报告以进行社会
政策倡导袁 推动社会政策的完善遥 在宏观结构层
面袁 社会工作的任务主要是推动留守儿童社会服
务体系的完善遥 由于我国传统的以家庭为主的儿
童抚育模式出现失灵袁 积极发展选择性的儿童福
利服务具有其充分的合理性袁咱员6暂 这也是中国社会
福利发展的内在要求遥 根据混合型社会福利的思
想袁需要建立以政府承担责任为主体袁以家庭照顾
为基础袁 非政府组织和专业福利机构为补充的多
元福利体系遥 与此同时袁也要从宏观上意识到袁促
进家庭功能的真正回归袁 才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
问题的根本遥

王才章袁王艺达院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工作的实践与反思要要要基于 X村留守儿童小组工作实务的探讨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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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s and Reflections on Social Work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 Case Study on Group Work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X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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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In recent years, left-behind children have become a social concern for our government of all
levels. As a special profess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equity and justice, social work engaged in
providing services to left-behind childre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take as a case study a left-behind children
group in a village, aiming at exploring the practice of social work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at refl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policy space is the premise
of social work interference for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With the policy support, social work can help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in village from macro interference and micro services. Social workers come to realize
that family return is the fundamental issue for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left-behind children in village; social work; group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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