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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查留守儿童社会工作服务者的工作困难、社会支持、工作动因及其心理状况。方法：采用深度

访谈法，对来自江西省乐安县的3位关怀留守儿童的“童伴妈妈”进行采访，主要关注问题为其在留守

儿童的帮扶工作遇到的困难因素，现有的社会支持状况及其工作动因。结果：童伴妈妈与留守儿童主要

抚养人的沟通与对孩子的照料工作上均存在困难，其带来的情感耗竭可能难以被现有的社会支持有效缓

解。结论：留守儿童社会工作服务者需要更加专业的指导与更多的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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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Aiming to investigate the work difficulties, social support, work motivation and psycho-
logical status of social service workers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Methods: Adopting in-depth inter-
view, a sample comprising three substitute mothers in Le’an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was used to 
reveal the difficulties they encountered in support work, existing social support and their work 
motivation. Results: There are difficulties in communication between substitute mothers and 
left-behind children’s primary attenders, as well as in the work of child care, both of which bring 
about the emotional exhaustion that may be hard to be effectively alleviated by the existing social 
support. Conclusions: Social service workers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need more professional 
guidance and more soci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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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

活在一起的儿童。留守儿童不仅面临物质性的困境。监护人的缺失，使他们在教育、安全、心理等各个

方面的权利和需求都得不到满足(陈露，2016)。 
为了帮助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中国扶贫基金会启动了“童伴计划”，在每村招募一位“童伴妈妈”，

为留守儿童建立一个持久关爱的“家”(刘星，2016)。每位童伴妈妈负责所在村百余名儿童的，特别是留

守儿童的福利、安全、健康等问题，为其带来温暖和陪伴。 
早年对英国二战后无法得到父母照料的孩子的研究表明，缺乏父母陪伴的儿童会在情感、智力和语

言发展中遇到障碍，他们往往缺乏安全感、更依赖于成人、对彼此更有侵略性，沉溺于更多的幻想和自

我满足，而为这些孩子提供一位可以给予其关爱的照料者，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Burlingham 
& Freud, 1944)。由于童伴妈妈的角色类似于“照料者”，因而我们推测，童伴妈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留

守儿童成长过程中爱的缺失。 
然而，童伴妈妈在实际工作开展过程中也可能面临诸多挑战。有研究表明，幼儿教师的高工作负荷

与高情绪耗竭水平存在关联(Løvgren, 2016)，而照料者的情绪耗竭会导致其工作表现的下降，而这也会对

被照料者产生负面影响(Bekker, Croon, & Bressers, 2005)。由于每位童伴妈妈需覆盖全村百余名儿童的全

方位照料工作，并将与之建立一定程度的情感联结，因而童伴妈妈也可能由过多的精力与情感投入带来

的心理压力与情绪耗竭问题，从而可能影响到被其照料的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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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面向江西省乐安县的童伴妈妈，围绕项目日常工作情况开展访谈，试图全

面了解留守儿童社会工作服务者的工作困难与心理状况。 

2. 研究方法 

2.1. 访谈对象 

本次调研选取了江西省乐安县的 3 位“童伴妈妈”，她们分别来自浯塘村、航桥村、南边村。更详

细受访者基本信息将在结果部分进一步呈现。所有受访者均获得了一份纪念品作为报酬。 

2.2. 研究材料 

本次调研针对的大致内容为童伴妈妈在对留守儿童的帮扶工作遇到的困难因素，现有的社会支持状

况及其工作动因这两方面。对 3 位童伴妈妈采用了自拟的针对其工作困难、社会支持与工作动因的访谈

提纲。其中，工作困难这一方面主要涉及其与留守儿童主要抚养人的沟通困难以及对留守儿童照料工作

的困难。 

2.3. 访谈过程 

本次调研为深度访谈，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用事先拟好的访谈提纲对受访者进行提问并适当

进行追问。访谈时长预计在 1 小时左右。 
访谈者与受访者在约定好的特定时间和地点见面，访谈开始前，访谈者向受访者解释访谈内容仅用

于科学研究，对其个人信息将予以保护，并告知受访者访谈将会全程录音，征得其同意。 

2.4. 资料整理与访谈编码 

访谈结束后将访谈录音誊录成文本并进行校对，采用现象学呈现和类属分析的方法进行进一步分析。 

3. 结果 

3.1. 受访者基本信息 

共有 3 位童伴妈妈参加了正式访谈，其基本信息呈现在表 1 中。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 

编号 年龄 学历 工作与个人经历 家庭状况 

A 29 高中 没有类似工作经历，曾是留守儿童 已婚，孩子 6 岁 

B 44 大专 工作经历较多，从事过妇女主任 已婚，孩子 16 岁 

C 41 大专 工作经历较多，从事过幼教 已婚，孩子读大学 

3.2. 工作困难 

3.2.1. 与留守儿童主要抚养人沟通的困难 
童伴妈妈在与留守儿童主要抚养人沟通的过程中，会因为与其在养育观、教育观方面的不同，而对

孩子教养的问题上出现沟通困难的现象。 
(童伴妈妈 A) 

受访者：家长(对你说的话)没什么反应是觉得你说的没什么道理，那就只能和小孩子说了。也不可能直接家长

说你这样不对，家长行不通和小孩子说，小孩子说不通和家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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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者：教育方面你会和家长宣传,尽量要把孩子的教育重视起来？ 

受访者：也会去说。但是有的家长会说，他不读我也没有办法，就是不怎么重视教育的会出现这种情况。 

(童伴妈妈 B) 

受访者：上次我和他奶奶说了，看情况你就平时让他写作业，两三天让他来一个上午怎么样。之前来过(童伴之

家)几次。我们也要尊重监护人的意见，不能说拉着人家孩子来。毕竟他担心孩子出问题。 

当然，有时即便童伴妈妈和主要抚养人沟通还算顺利，家长表面上认可了童伴妈妈的观点，但由于

观念上的根本差异，童伴妈妈也感到沟通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 
(童伴妈妈 C) 

访谈者：咱们这边工作的时候，家庭里会不会有这种(男女观念)？ 

受访者：很明显的是不会，每家每户小孩子也不多，最多也就三个，两个比较正常。(男女观念)多少会有一点，

不会说太明显。 

访谈者：您会和家长沟通吗？ 

受访者：会啊。我上次在童伴之家碰到这个问题，我也不能因为他小就这样。和他家长说，一些无理的要求不

能去满足他(家里的男孩)，家长说，那好吧，对，是这样。 

而为了给孩子创造一个能使其心理健康发展的环境，童伴妈妈除了进行自己常规的工作之外，甚至

需要帮助处理留守儿童家庭内部的事务。 
(童伴妈妈 B) 

受访者：我们地方上有的人会家暴，这个如果发现了，我们肯定跟他家长沟通的。 

访谈者：家暴我们一般会怎么处理？ 

受访者：我们和(孩子)父母沟通，说这个(教育孩子的)方式不对，以沟通为主。 

(童伴妈妈 C) 

受访者：我跟她妈妈说过很多次了，不要说哪个孩子是你自己的，哪个孩子不是，但是她不能接受我的观点。

她妈妈买东西总是这样(偏袒)，我也没法。我也总跟她交流，她有时候买衣服，三个小孩，她就买一件。我说你一

年要是买三件的话，还不如一年买一次，每人买一件。她就说我只管大的，她说当时协议上是这样说的。 

3.2.2. 对留守儿童照料工作的困难 
童伴妈妈工作覆盖的孩子数量大，而其工作内容更是几乎覆盖了父母的角色，因而她们有时难以满

足孩子的所有需求。与此同时，她们也面临着区分工作与生活，投入太多感情的问题。 
(童伴妈妈 A) 

受访者：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每个月走访一次或几次。我村里的孩子很多，有 600 多个小孩。 

访谈者：一个“童伴之家”有好多孩子，会不会觉得好烦啊受不了了？ 

受访者：还好，孩子也知道(情况)。之前会没事和我聊天，发个视频过来，视频会先聊一会，也不会一直陪他

们聊，会告诉他们，童伴妈妈现在有什么事情了不能再陪你聊了，你现在可以去找你的小伙伴玩。下次的话，可以

在开放的时候到童伴之家找我玩，我会等你们的。也是委婉地拒绝他们吧。 

此外，童伴妈妈照顾的孩子的年龄跨度较大，而不同阶段的孩子的情感需求不同，因而同时满足所

有孩子的需求存在一定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需求被忽视的，往往是年龄较大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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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伴妈妈 B) 

受访者：有手机的大一点的孩子，你叫他来，他就觉得没意思，你那个小游戏没意思。除非全部让大孩子一起

搞活动，和小孩子一起玩他就觉得，我是不是很幼稚啊？ 

(童伴妈妈 C) 

受访者：大孩子会来，来这唱歌听音乐，但做游戏不参与，觉得太幼稚了。(大孩子)主要是要我的手机，给他

们搜音乐。 

童伴妈妈也会面临留守儿童的家庭关系问题，如家庭的婆媳关系矛盾。童伴妈妈在难以改善家庭关

系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教导孩子自己去解决家庭矛盾。 
(童伴妈妈 C) 

受访者：那天我陪她去学校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在这里接她，她就跟她妈妈打电话，就在旁边说她奶奶怎么样

怎么样，然后后面我就跟她交流的时候，还是跟她说了很多，有些话什么应该跟妈妈说，什么不应该说，这个要自

己掌握。 

访谈者：这个会跟她说？ 

受访者：嗯，就是我会跟她说什么话应该说，我说你说话的目的就是你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关系要好，你们才

有好的环境，你们才家庭和睦，你们才能有好的生活，所以我会跟她说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3.3. 社会支持与工作动因 

3.3.1. 现有社会支持及其欠缺 
在童伴妈妈的工作环境中，得到了来自于孩子、家长、家庭和村委会等基层职能部门的支持，共同

构筑了童伴妈妈的社会支持系统。 
在工作中，童伴妈妈常常能感受到来自儿童及其主要抚养者的配合、尊重与感激。 
(童伴妈妈 A) 

受访者：我也经常去他们家和哥哥姐姐玩，他们叫童伴妈妈，小孩就觉得特别亲热，就会自主的叫。 

(童伴妈妈 B) 

受访者：我觉得做童伴妈妈比做妇女主任更得到尊重。因为关系到家长的孩子。经常和他们家访，和他们讲讲

安全的知识，他们会说：“你经常来看，谢谢你，谢谢你。” 

由于能同时兼顾到孩子与家庭，童伴妈妈也会受到来自自己家庭的支持。 
(童伴妈妈 A) 

访谈者：您家里人还是会给您情感上的支持？ 

受访者：是的，我家里人还挺支持我的工作的。 

童伴妈妈也表示大多时间能得到村委会等基层职能部门的支持。 
(童伴妈妈 A) 

受访者：刚开始我也不认识人，是我们村委会的村主任带着我去走访。他会联系每个村村小组的村长，带着我

们每家每户去入户走访。 

但是，童伴妈妈的工作也面临着一些由社会支持的缺乏而带来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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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儿童抚养者可能由于其自身的不合理期待，无法理解童伴妈妈的工作。 
(童伴妈妈 C) 

受访者：有时候去家访，去家里做知识宣传，给他们一些关爱，家长就问“有没有钱发啦，有没有什么东西发

啦”，走访碰到一户这么问了。他们想的就是物质方面的，如果是精神和教育方面的可能不觉得你是在帮扶他们。 

另一方面，由于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开展工作，童伴妈妈们无法获得正式的编制，也没有“五险一金”

的保障，这使得她们对未来的工作前景会有一定的担忧。而在工资方面，童伴妈妈也仅有微薄的志愿者

津贴补助。 
(童伴妈妈 A) 

受访者：一个童伴妈妈项目点一年有 5 万的活动经费。一切都包括在里面，布置场地、配备物资、购置书籍、

消耗品、培训经费、工资等等。我们工资是每月一千多。 

(童伴妈妈 C) 

访谈者：如果政府能给到我们更多的支持，比如有“五险一金”就更好一点，我们这只有补贴和平安保险，因

为我们没有正式的编制。 

受访者：也就是希望保障上能做的更好一点？ 

访谈者：对，而且扶贫基金会是三年的计划，三年以后我们也没有(安排)。 

3.3.2. 工作动因 
在童伴妈妈的实际工作动机中，来自内源性的人际归属感、助人的意义感与被认可的成就感等占据

了首要的因素。面对儿童的特殊工作性质，为儿童带来成长和帮助的满足也支持着童伴妈妈的工作。 
(童伴妈妈 A) 

受访者：我有时候就会这样想啊，工资虽然不高，但是觉得做这个有意义吧。你从不认识，到一去他家，天热

会给你切西瓜吃，这就比较有成就感了。经过你的努力，平时的走访啊童伴之家的活动啊，和他家小孩的距离拉近

了。走到村里都会有认识的人，会和你打招呼，你去他们家里都很客气，说来坐来坐。看到这个就感觉还行，所以

愿意坚持做这样的工作。 

(童伴妈妈 C) 

受访者：我就觉得可以为儿童服务，能关爱到孩子，还有一点补贴，就觉得(这份工作)挺好的。时间也是比较

自由，家访时间我可以自行安排。 

也有童伴妈妈谈到，对留守儿童经历的感同身受唤起了自己的助人动机。 
(童伴妈妈 A) 

受访者：另一方面因为自己小时候，爸妈也出去打工过几年，那段时间觉得自己好可怜，所以能够感同身受。

在家真的好无聊，自己一个人坐在家里。做童伴妈妈，能有这样一个项目，让村里的孩子无聊的时候有一个去处，

丰富一下课余的生活，我觉得挺好的。 

访谈者：也就是说您自己以前也是留守儿童？ 

受访者：对，我自己体验过，确实不大好，如果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帮助更多的孩子，这份工作就挺好的，自己

心理上觉得在做积极有正能量的事情。 

此外，童伴妈妈工作的性质意味着她们可以留在家乡照顾自己的孩子，同时工作时间也更加灵活，

这也促使了童伴妈妈们选择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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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伴妈妈 A) 

受访者：我在县城工作，他们在乡下，后来怕儿子照顾不过来，孩子太调皮，被婆婆宠得难以管教，我就放弃

了原来的工作，回村里当了童伴妈妈。 

(童伴妈妈 B) 

受访者：(工作)比在外面出去打工和在家里种地也稍微舒服一点，时间比较自由。 

4. 讨论与建议 

4.1. 童伴妈妈的工作意义与现有成就 

从对以上 3 位童伴妈妈的访谈来看，童伴妈妈在现有的工作上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在童伴妈妈对

留守儿童的照料中，其工作内容几乎涉及了留守儿童的方方面面，包括基本生活保障、学业辅导、情感

支持等。而与留守儿童的家长就家庭暴力问题等进行沟通和处理，也体现出其为留守儿童创造更加有利

的成长环境而付出的努力。而童伴妈妈的工作目前也得到了来自留守儿童主要抚养者、政府有关人员的

尊重与支持，这也表明了社会各界对童伴妈妈项目对留守儿童现实意义的认可。 
在关照留守儿童的同时，几位童伴妈妈也均表示，现有的工作不仅满足了自己助人与被认可的内在

需求，同时还允许自己更多地兼顾家庭与孩子。因而，童伴妈妈项目确实一定程度上帮助童伴妈妈群体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工作平台——同时满足了留守儿童与童伴妈妈的不同需求。而如童伴妈妈 A 提及的“在

工作与家庭间做出权衡”的自身就业选择经历，对于当地留守儿童父母的回归及增强对儿童养育的重视，

也可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4.2. 童伴妈妈工作中的现存问题 

尽管童伴妈妈现有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专业性不足与客观条件限制等原因，童伴妈

妈目前的工作仍存在一定问题。 
首先，童伴妈妈对于家庭的专业知识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在童伴妈妈介入留守儿童家庭关系时，其

与孩子的不当沟通与教育，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一些伤害。如童伴妈妈 C 在教导孩子如何化解妈妈与奶奶

的关系时，一定程度上促使其卷入到孩子、妈妈与奶奶的“三角关系”中。家庭系统理论中的“三角化”

概念表明，当孩子卷入其他家庭成员关系冲突时，家庭关系的问题则可能投射到其自身的问题行为上

(Bowen, 1978)。因此，童伴妈妈不应期待孩子成为家庭关系问题“调解者”，否则可能将可能对儿童的

成长产生不利影响。相反，童伴妈妈应告知孩子无需为此承担责任，以避免孩子感到内疚。 
其次，由于童伴妈妈覆盖留守儿童的年龄跨度较广，对照料需求更低的年龄较大的孩子则受到了童

伴妈妈较少的关注。然而有研究表明，青少年期的抑郁症状在发生频率和普遍性上会出现显著上升，尤

其是对处于缺乏父母关爱的农村留守儿童(刘恒，2004)。因而，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关注。 

4.3. 童伴妈妈的工作困难与情感耗竭 

从对童伴妈妈工作困难的调查来看，无论是由于基本观念差异而引发的来自家长的消极反馈，还是

由于来自众多孩子的方方面面的需求，都可能为童伴妈妈带来超出其承受范围的情感压力，进而对童伴

妈妈自身及被其照料的留守儿童均产生负面影响。研究表明不明确的工作角色与更高水平的情感耗竭存

在关联(Løvgren, 2016)，因而过于繁杂且覆盖面广的工作内容可能使童伴妈妈体验到较高水平的情绪耗

竭。加之童伴妈妈与众多孩子均建立了一定程度的情感联结，这同样可能为童伴妈妈带来过大的工作负

荷与情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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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童伴妈妈讲述其与留守儿童主要抚养人沟通的过程中，虽然也存在一些支持的部分，但深入分

析，这种社会支持并不充分。家长更多渴望的是童伴妈妈无条件地帮助其履行养育职责，以及提供一些

物质层面的支持，如安全问题与经济补助；而当童伴妈妈对抚养者有期待与要求，如关于孩子教育与偏

爱问题时，则往往难以得到家长的支持和配合，即便这些建议客观上可能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有研究

表明，医生合理的治疗方案无法被病人采纳，将引发其更高水平的工作倦怠(Sundin-Huard & Fahy, 1999)；
而童伴妈妈的家庭教养“处方”常常被留守儿童主要抚养者拒绝，则可能加重童伴妈妈的情感耗竭。 

4.4. 关于对童伴妈妈的社会支持及其欠缺 

正如童伴妈妈 A 所说，在与孩子的沟通中要懂得“委婉的拒绝”，而这种对于工作与私人生活的边

界意识，一定程度上也是童伴妈妈应对情感耗竭的一些自我保护性的行为。对于童伴妈妈的这种行为应

充分理解，而解决留守儿童需求无法被充分满足的问题，更好的办法应是增加社会工作者的数量并给予

其足够的社会支持。 
然而从对童伴妈妈的访谈结果来看，其现有的社会支持仍然存在一些欠缺。首先从物质保障的角度

上，童伴妈妈并没有获得充足且稳定的经济支持；而在情感支持方面，虽然她们也受到了自己家人以及

来自政府部门的情感支持，但来自留守儿童主要抚养人的支持则并不充分。而与之相应的，童伴妈妈目

前的主要工作动机也多是助人与奉献爱心，这也需要更加充分的社会支持来维持。 
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于护工的工作表现有积极作用，且能够帮助其提升照料的质量(AbuAlRub, 

2004)。因而，对于承担留守儿童照料工作的童伴妈妈们而言，更多的社会支持在帮助其缓解自身情感耗

竭的同时，也将有利于其对留守儿童的照料工作。 

4.5. 对政府建设留守儿童社会工作系统的建议 

首先，当前留守儿童社会工作主要依靠志愿服务的社会工作者，而政府有关部门尚缺乏关照留守儿

童的政策，因而，留守儿童社会工作项目的长远发展，还需要更多政府力量的介入。目前，中国扶贫基

金会等公益慈善组织对于帮扶留守儿童的社会工作而言，客观上起到了提供切实可行的模板与方案的作

用，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与更为优厚的福利政策，让以她们为代表的社

会工作者能更加自信、坚定她们的选择，则需要政府从政策与财政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政府有关部

门应总结目前如童伴妈妈项目等取得一定成效的社会工作项目，将制度性的帮扶方案纳入留守儿童社会

工作系统中，并主动为留守儿童相关的社会工作“买单”，以确保此类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在留守儿童社会工作的专业指导方面，也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力量来建设更加完善的体系。

在涉及留守童儿心理健康，特别是涉及到其家庭关系问题的社会工作时，还需要更多有关于儿童发展心

理学与家庭系统理论等专业知识的指导，因而，政府应为童伴妈妈等社会工作人员提供更具专业性与针

对性的培训，学会把控好自身能力范围与界限，并招募更多专业人士参与有关工作。 
最后，留守儿童社会工作者所承担的心理压力与情感负荷，也需要更多社会支持来缓解。如有研

究表明，护理人员感受到来自同事的支持同样可以降低情绪耗竭水平(Løvgren, 2016)。因此，未来政府

在完善留守儿童社会工作系统时，也应注重完善同事间的支持体系，如为童伴妈妈等社会工作者提供

同事互助与支持的平台，并从学校教师、政府工作人员等留守儿童相关工作者入手，为其提供更多的

帮助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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