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疏导，
聚焦学校社工发力点

在扎根社区社会工作服务

8 年之后，上海市阳光社区青
少年事务中心杨浦工作站的社

工张海燕选择走出社区，走进

学校这一全新场域，成为阳光

中心的首批驻校社工。

“如果有人能在孩子早期

出现心理困扰的时候施以援

手，是不是就会有不同的情

况？”在以往对涉罪未成年人的

诉前考察工作中，张海燕发现，

即使帮教工作再用心，也往往

效果不佳，“如果能提前在学校

就发现并开始干预这些问题该

多好”。“预防大于矫正”的思考

就这样在张海燕心中生根发

芽，她也从 2014 年起深耕学校
社会工作，一干就干了近十年，

接手了许多危机个案。

“孩子经过抢救后，发现血

液中有很高的安定成分！”即将

开学之际，学校却接到了一通

来自医院的电话。接到消息后，

校方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家

访，并委托张海燕成为主要负

责人，参与制订危机干预方案。

据孩子父母的介绍，开学

前一天晚上，因为寒假作业拖

欠较多，害怕遭受父母和老师

责备，岚岚（化名）偷吃了外公

的安眠药。针对孩子的情况，张

海燕认为关键在于要发挥社会

工作者“第三人”的角色，找出

岚岚过度畏惧责备的原因。

通过不间断的沟通和沙盘

疗愈等方法的使用，张海燕逐渐

走进了岚岚的内心，发现导致她

心理压力过大的原因来自父母

的不当教育方式。父亲经常拿弟

弟和她对比，母亲又较为强势。

于是，张海燕开始积极与家长进

行访谈，邀请家庭成员共同参加

亲子平行小组活动。在活动过程

中，“如何以优势视角来看待孩

子”这一部分给岚岚父亲极大触

动，岚岚父亲开始反思过去对于

孩子的教育太过严苛，亲情关系

得以缓解。

多年驻校工作下来，张海

燕从初出茅庐的菜鸟升级成为

了带新徒弟的老将。作为杨浦

区最早的驻校社工，她已经深

刻感受到了社会工作者相对于

学校教师等角色的不可替代

性。看上去只是聊聊天，但社会

工作以营造环境为导向，赋予

孩子社交正能量，社工作为介

于学生、家长和教师间的关系

协调者，更容易让孩子敞开心

扉，并联动各方力量。

提升抗逆力， 帮助困境学
生成就更好的自己

青少年之所以陷入迷途，很

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未来目标的

模糊，自我定位的缺乏，从而导

致了个体不适应当下生活，在盲

目中失去信心，陷入不良状态。

13 岁少年小虞，心中怀揣
着英雄梦，网络中善于“战斗”的

他，时常做着“成为英雄拯救世

界”的梦。然而回到现实，只有他

认为枯燥无聊的学业，日复一日

间，他的焦虑情绪愈发严重。

有一天，小虞真的坐上了

位于六楼的家中窗台，对妈妈

说“妈，我想飞，我不想上学”。

时至中午，千钧一发之际，与民

警一同前来的上海中致社区服

务社工陈佳峰灵机一动，开口

说，快餐店里出了新品，让小虞

一起去试试当个“饱死鬼”，成

功把小虞劝服。在陈佳峰幽默

的人生哲学感染下，小虞开始

思考如何做真正的英雄，重新

向学业启程。十年间，“老陈”始

终伴在“小虞”身边，在失学、复

学、求职等重要节点帮助小虞

提升抗逆力，成为了脚踏实地

的“真英雄”。

除了进行个案跟踪辅导，

陈佳峰还是浦东新区引入“历

奇辅导”概念的创新者。相较于

一般性的社会工作方法，历奇

辅导更加重视个体的体验与参

与，鼓励孩子在野外生存、漂

流、露营等户外活动中发现自

身优势。在一所以外来务工子

女为主的学校里，陈佳峰就曾

开展过一次历奇活动，小美（化

名）令他印象深刻。

“不用多读书，将来随便找

个工作然后嫁人就可以。”这是

父母对于小美的未来规划，但

她在活动中展现了不凡的协调

和领导能力。在历奇活动不指

定负责人的设定下，小美凭借

外向的个性很快便获得了其他

孩子的认可。在陈佳峰安排的

交流分享环节，小美更是“发现

了自己的价值”，认为自己不比

其他孩子差。

陈佳峰认为，孩子们永远

都是自己人生的主人，社工是

在成长道路中担任引导人的角

色，默默陪伴和守护孩子的点

滴成长。2003 年至今，他已累计
服务各类重点青少年 1100 余
名，开展个案介入服务近 200
例，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

格言———“有青少年社工在的

地方，就有希望和未来”。

重塑自信，
家校社共育帮助学业提升

2022 年 10 月，上海市阳光

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徐汇工作

站分别在两所学校挂牌设立了

学校社会工作站。在这背后，徐

汇工作站督导王珮珺发挥了重
要作用。

2009 年起，王珮珺开始担
任徐汇工作站学校项目组组

长，联合家、校、社三方力量，以

项目化运作为平台，极拓展学

校场域的社会工作。在她的带

领下，徐汇工作站与区域内多

所学校逐渐建立联校、驻校关

系。2018 年 9 月，王珮珺还为专
门学校设计策划了“多彩绘艺、

快乐成长”素质拓展活动，包含

连接外界资源进行生涯探索

等，项目一经运作就颇有成效，

广受老师、学生和家长的好评，

为学校社会工作站的挂牌奠定

了基石。而在学校社会工作站

挂牌设立后，家庭情况特殊的

小光（化名）成为了王珮珺在新
阶段工作中的重点关注对象。

小光小时候母亲就离家出

走，靠父亲一人在上海打工抚

养。因为有小偷小摸等严重不

良行为，小光和弟弟先后进入

专门学校学习。考虑到孩子们

只能参加“三校生”（即中专、技

校、职高学生）考试，父亲便计

划送两人回老家打工。但是小

光的成绩很优异，如果放弃学

业就十分可惜。于是在学校的

素拓课中，王珮珺和驻校社工
们一直关注着小光的表现，通

过不断鼓励和肯定，引导小光

重拾信心参加中考。

为了劝说小光的父亲，王

珮珺还积极与学校政教老师、
班主任以及大队辅导员开会沟

通。在帮助父亲认识到孩子继

续学业的必要性后，王珮珺趁
热打铁，促成了校方对兄弟俩

参与随迁子女中考步骤的指

导，并及时与老师做孩子们学

习情况的实时反馈，老师也重

点帮助孩子补落下的功课。今

年中考成绩出来以后，小光考

上了一所中高职贯通学校，小

光的弟弟则考进了经济管理学

校，家校社三方共育的成果逐

步显现。

多年来，王珮珺一直坚守在
学校社会工作的岗位上，为驻校

社工提供专业指导，解决个案中

的突出问题。相较于以往的学校

社会工作，她认为新的变化在于

学生的心理问题变得更多和更

加复杂，推测原因可能在于学习

压力的加大、亲子关系的趋向恶

化以及不良的朋辈关系。

如今，张海燕有了新的徒

弟，实现了杨浦驻校社工的逐

渐壮大；陈佳峰的团队越发成

熟，多年累计开展各类历奇活

动约 700 场，受益 2 万余人次；
王珮珺则为新入职社工制作整
理了系列“专业服务技巧工具

包”和“新入职社工宝典”，方便

新入职社工尽快了解、适应学

校社会工作。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

务中心专家督导委员会成员、上

海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学系

教授彭善民多年来一直关注和

参与上海学校社会工作的推动。

他认为，协助处于不利地位的学

生实现教育机会均等、促进家校

社联动和学生社会化人格的正

常发展、增进学生的社会技能与

适应能力，是学校社会工作的核

心目标，也是学校社会工作的优

势所在。彭善民对学校社会工作

的发展满怀信心：“期待上海学

校社会工作未来有更高质量的

发展，更好地促进学生身心社灵

的全面发展。”

（据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

心理疏导、抗逆力培养

学校社会工作护航孩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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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国内最早探索学校社

会工作的地区之一，早在

2002年5月上海就启动了学校社会

工作试点。20年时间里，一批又一批

社会工作者摸着石头过河，创新工作

方法，走出了一条学校社会工作的上

海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