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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智障儿童这类弱势群体，但对于一直照顾他们的家庭照顾

者却很少有人问津，作为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在照顾过程中，他们承受着日积月累的巨大生活与精神

压力，同时又缺乏寻求外界社会支持的方法和途径，迫切需要家庭、社区、政府以及社会的支持。本次

研究是以实习期间通过接触了解的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为研究对象，运用半结构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

在社会支持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的指导下，根据个案工作方法来展开对研究对象的社会支持服务，旨在

帮助其正确释放压力和解决照顾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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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 growing number of people begin to pay attention to such vul-
nerable groups as children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but few people care about family caregivers 
who have been caring for them. Under the tremendous pressure of life and spirit accumulated 
over time, and lack of methods and ways to seek external social support,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family, community, government and social support. This study takes the family caregivers of 
children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through contact during the internship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methods. Under the guidance of 
social support theory and ecosystem theory, according to the case work method, the social support 
service for the research object is carried out, which aims to help them to release the pressure cor-
rectly, solve the problems faced in the care process,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to solv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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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相对于正常儿童家庭来说，因智障儿童的特殊性，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不仅要承担各方面的巨大压

力，还会面临生活的多重挑战[1]。家庭、社区和专业机构的社会支持于他们而言有如雪中送炭，支持的

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类家庭的生活质量。但在现实中我国对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的福利和政策支持

还不完善，国内相关研究也很少以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为重点。国内外在社会支持方面的研究比较成熟，

但对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的社会支持研究却寥寥可数，并且已有的相关文献大多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

照顾者获得的社会支持进行量化分析，忽视了他们的个性化需求[2]，对其识别与合理运用社会支持的能

力和主观感受等缺乏分析，在社会工作视角下对其干预的实证研究明显不足。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家庭照顾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人群体，从残疾儿童家庭照顾者的研究内容来

看，关注点在照顾者的压力、负担以及需求等方面。 
1960 年 Farber 开创残疾儿童家庭研究先河[3]，最初关注的是照顾者的情感和心理压力。1966 年“照

顾者负荷”概念被首次提出，后来 Holroyd 开发出第一份专门用于测量残疾儿童父母资源与心理压力的

问卷[4]。Olsson 和 Hwang 在研究中指出家庭照顾者更容易忧郁[5]，Chou YC、Lin LC、Chang AL 研究

也认为，家庭照顾者存在心理上的自卑感和内疚感，因为公众对这些特殊人群的看法往往与家庭成员不

同，而家庭照顾者及相关人员容易被污名化，这也是造成他们心理压力的原因[6]。 
国外学者很重视社会支持对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的重要影响，相关研究已进入到成熟阶段，而我国

学者对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的社会支持研究并不多，国内对智障儿童父母的需求调查研究始于穆克利[7]。
目前对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的社会支持研究基本集中在社会工作领域，多采用小组工作方法，致力于缓

解照顾者的压力，如郝薇薇的支持小组等[8]。 
对于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而言，孩子的康复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及外界的歧视给他们的身心造成了极

大压力。国内外对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智障儿童照顾者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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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一些问卷调查和定量分析，对智障儿童家庭照顾

者的认识不够深入，研究体系也不完善，对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的社会支持研究倾向于社会支持的影响。

此外，国内很多学者重视智障儿童家长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在相关方面的研究也开始慢慢增多，但缺

乏具体的个案研究，结合社会支持理论和个案工作方法对智障儿童照顾者的社会支持研究较少，为此次

研究提供了契机。 

2. 研究思路与方法及理论基础 

以桂林市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 Z 爷爷为研究对象，基于社会支持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的视野，通过

分析与研究对象进行个案会谈的工作流程，剖析案主在照顾智障儿童中的心路历程，从而探讨如何通过

针对性的服务来提升其获取社会支持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体研究思路如下图 1： 
 

 
Figure 1. Research ideas 
图 1. 研究思路 

2.1. 研究方法 

1) 半结构访谈 
在访谈前通过与案主联系并确定具体访谈时间与地点，设计访谈提纲等。前期通过与案主进行访谈，

了解其问题与需求；中期从案主生理、心理、家庭、人际交往等方面进行深入访谈，挖掘其深层次需求；

后期通过与案主周围人进行访谈以获得更多有关案主的信息。 
2) 参与式观察 
以旁观者角色参与到研究对象的生活来观察其行为表现，如鼓励案主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同辈群

体等进行交流互动，深入观察案主的行为表现，运用同理心，感同身受地理解案主，通过多方位观察可

以获得更真实的资料从而更好地服务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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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1) 社会支持理论 
个体所遇到的问题是由个人、家庭和社会环境因素共同决定的，并不只是个人因素的影响，若要改

变个体的生活现状，应充分利用个体所拥有的社会支持资源。在社会支持理论指导下的个案工作，通过

链接和整合外部资源帮助社会支持不足的弱势群体获取社会支持，从而提高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2) 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系统理论把人和生活环境看作是一个社会性的生态系统，强调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

其包括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在个案介入过程中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结合生态系统结

构图，全方位调动其周围系统的功能，通过相互协同与配合，帮助其提高个体、家庭与社会环境之间的

适应能力从而增强社会功能。 

3. 个案工作介入的具体过程 

3.1. 个案基本情况 

Z 爷爷，65 岁，高中文化，已退休，身体一般，和老伴一起照顾智力残疾的孙子，目前在政府做保

安，领退休工资和每月值班工资，与儿子儿媳分居且关系紧张。由于前儿媳生下的孩子为弱智儿童，在

其出生不到十月与儿子离异，离家出走后再也没有管孙子，儿子再婚，现儿媳有两孩子，且拒绝抚养孙

子，Z 爷爷因舍不得孙子，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孙子今年 8 岁仍没有上学，Z 爷爷也不懂怎么解决其教

育问题。 

3.2. 问题及形成机制 

1) 经济压力巨大 
智障儿童家庭最大的生活压力莫过于经济压力，案主主要依靠退休金维持生活，偶尔出去打零工，

生活困难。其退休后没有过多的收入，面临无人依靠和照顾智障孙儿的困境，照顾智障儿童成本较高，

且案主患有疾病，给案主家庭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经济现状使其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 
2) 心理负担沉重 
心理压力是个体在适应生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生理和心理状态，源于环境与自身应对能力的不平

衡。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孩子身上，最后都没有效果，忍受着社会偏见，承受着精

神压力，内心积累的消极情绪因长期得不到排解，导致心理负担越发沉重。 
3) 社会支持不足 
对于智障儿童家庭而言，经济压力、心理负担都是无法避免的主要困境，但是个体若具备足够的社

会支持，就能够从容地应对各种来自环境的挑战，进而更好地适应社会[9]。社会支持有利于抑制或缓解

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出现负性情绪，能有效降低人的应激水平。个体的社会支持包括亲人、朋友、亲戚、

同事、邻居等非正式的支持和单位、医院、学校、社会服务机构等正式的社会支持资源。每个人在社会

生活中都有与人交往互动的需求，当个体遇到严重困难时，我们仅依靠自身来解决问题是不切实际的，

需要获得他人的帮助和支持，因为有了社会的支持，克服困难的力量就会变得更强大，智障儿童家庭的

照顾者们在照顾孩子的同时，更加需要社会的支持和帮助。案主性格内敛，与儿子儿媳关系紧张，且与

外界交流极少，缺乏来自同辈群体的支持，同时政府部门对智障儿童家庭提供的社会支持不健全，仅限

于残疾补贴、低保等一定的经济帮扶，缺少人文关怀。如果社会工作者能够为其链接相关的社会资源，

引导案主充分利用身边的社会支持资源，增强其社会支持，从而就可以适当地减轻案主因照顾困境而产

生的经济与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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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服务目标 

通过运用个案工作方法协助案主识别家庭与周围的社会支持资源，帮助其乐观地面对生活并增强社

会功能，以及提升利用自身及周围社会支持的能力。 

3.4. 服务的具体介入过程 

1) 接案 
由社区主任陪同，机构老师带领两名实习社工介入，主要了解案主的具体情况，同时让案主了解社

工和个案服务，取得案主信任并建立专业关系以及引导案主进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测量[10]。 

社工(微笑着)：Z 爷爷，您家里情况我们之前通过社区也了解了一些，今天我们来是想征询一下您的意见，是否

愿意接受我们的个案服务，我们所收集到的资料和谈话都是保密的，您可以先看看我们机构的文件。案主接过个案

开案同意书和保密协议，拿出眼镜并开始翻阅。 

案主(疑惑)：你们真的能帮我？ 

案主的提问和现场的观察充分显示在个案介入初期，案主有戒备心理及抗拒行为表现，对外界所提

供的帮助存在怀疑态度，如无社区主任介入，后续工作将无法顺利进行。 

社工(耐心解释并真诚地表明态度)：Z 爷爷，我们机构之前您也去过，多少也了解一点，虽然我们现在只是在机

构实习，经验和能力可能没有多丰富，但是我们会用我们的知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你们。 

案主(把手中的文件缓缓放下)：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根据以上对话显示，通过短暂交流，案主逐渐接受外部支持，能够配合社工工作，有明显改变现状

的想法。 

社工：Z 爷爷，今天我们主要就是简单聊聊，像平时聊天那样就行，您平时和奶奶是怎么照顾小 Z 的？ 

案主：小 Z 智力残疾，生活不能自理，平时都是他奶奶在家照顾，我出去做保安赚点生活费，有时我接替他奶

奶照顾他。 

社工：那小 Z 的爸爸妈妈呢？ 

案主(稍作沉思，缓慢开口)：小 Z 他妈跟他爸离婚后就没有消息了，离家出走后除了在过年时回来陪小 Z 吃一

顿饭什么经济援助都没有，他爸也结婚了，后妈还带了一个孩子，根本顾不上他(长叹一口气)。 

在接案过程中，社工主要以案主生活为重心展开会谈，运用倾听、鼓励等技巧引导案主主动诉说目

前的状况以及困境，即案主面临生活无助的难题且内心焦虑，有迫切改变目前生活的想法，社工作为陪

伴者取得案主信任，顺利接案。 
2) 调动社会支持系统 
在前期接案的基础上，通过个案会谈的具体工作方法，鼓励案主主动叙述在照顾过程中的心路历程

和社会支持现状，充分表达个人情感，正确释放压力，同时让案主尝试了解自身的生态系统图，引导案

主认识周围的社会支持资源(如正式与非正式支持)。针对案主的家庭关系紧张问题，可以采取在帮助案主

分析家庭功能和寻找家庭可提供的物资与情感支持途径的基础上，创造更多的互动机会让案主与儿子儿

媳进行积极沟通，直面问题的解决方式，促进家庭磨合，提升亲子关系，并协助其解决目前的主要问题，

进而强化家庭支持。此外社会工作者通过扮演资源链接的角色，帮助案主运用社会的正式支持，如联系

当地政府、民政局、残联和培智学校等单位，递交相关材料，申请智障儿童教育专项资金等，解决案主

孙子(智力残疾)的教育问题。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7228


李梅 
 

 

DOI: 10.12677/ass.2021.107228 1651 社会科学前沿 
 

在案主的倾诉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通过语言与情感上的同理心接纳(如眼神鼓励、认真倾听等)、肢体

语言关怀(如轻拍肩、拥抱等)以及对照顾过程中事件的非批判(即不对案主抱怨家庭、政府以及社会不公

平等事情做任何评价)给予案主积极回应，引导其正确释放压力，在全面了解案主家庭情况的前提下结合

生态系统图帮助其了解并认识家庭及周围的社会支持。 
结合图 2 可知，案主的家庭(微观系统)及对其有影响的政府、社区、邻居以及社工等(中间系统)，这

些系统与案主相互作用和影响，构成其生态系统。案主周围存在 7 个次系统，有 6 个是虚线，表明案主

与其环境系统的关系较弱，获得的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于社工，案主家庭系统的内部成员较多，但只与老

伴和孙子(小 Z)的关系较紧密，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较疏离，获得的家庭支持有限，同时案主的家庭与

周围环境之间也缺乏良性交叉与双向互动，案主的微观系统和中间系统的支持功能有待充分挖掘。 
 

 
Figure 2. The owner’s ecosystem map 
图 2. 案主的生态系统图 
 

3) 强化微观系统支持 
会谈进入个案服务的中期阶段，通过上门探访了解案主儿子儿媳的基本状况和内心想法并引导他们

理解案主，从而调动案主的微观支持系统。此次会谈还邀请社区主任陪同，目的是为了让案主儿子儿媳

能够更好地配合我们的工作，顺利进行会谈服务。 
在谈及案主儿子对于案主沟通后的感受时，案主儿子表示很惭愧，但也是身不由己，残酷现实让他

意识到努力赚钱才能承当起照顾重任，但案主儿媳的内心想法却与其大相径庭，她认为智障孩子就是累

赘，在与社工的对质中她依然坚持己见，社区主任也尝试与其沟通，积极做思想工作但成效不大，社工

认识到要引导案主儿媳理解案主，不能急于求成，需创造时机让案主与其儿媳多进行互动交流，才有可

能缓解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 
4) 增强社会功能 
进入个案服务的中后期，案主对社工的情感依赖逐渐增强，此次会谈任务主要以电话形式邀约案

主及其家人参加社区活动以及相关小组活动，通过鼓励案主积极参与社交，促进案主与儿媳和同辈群

体的交流互动，帮助其缓解与儿媳的紧张关系及增强社交能力。在活动中社会工作者主要扮演观察者

的角色，通过参与式地观察案主与他人的互动情况和行为、情绪表现来对案主进行评估需求分析，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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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增强案主社会支持这一主要目标，社会工作者在足够敏感的观察中，当意识到应该从社区层面介入

时，就动员社区，举办社区活动和开展社区家庭教育讲座等；当意识到应该从小组层面进行鼓励与交

流时，就及时地招募和案主有类似困境的群体来开展互助支持型小组活动，使案主在小组互动中成长

起来；当意识到应该更进个人时，就不失时机地为案主及其家人展开更深入的个案咨询服务。经过对

案主及其家人进行多方面的介入，其和家庭成员的紧张关系得到有效缓解，案主的社交能力与社会功

能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5) 提升自我解决问题能力 
通过服务反馈，了解案主在接受个案服务后的改变情况和参加社区活动后的感受，帮助案主增强能

力。引导案主叙述自身的具体变化，包括生活支持、心理支持、社会支持方面和与周围人的互动感受，

甚至是在社会工作者提供培智学校的信息后怎样运用自身的社会支持资源顺利送孙子上学等，对于案主

的这些改变给予赞赏和鼓励，强化其行为。 

案主：我看到孙子现在变得越来越开朗，我自己也感到轻松多了，有如释重负的感觉，这段时间参与社区活动

后我也改变了很多，现在很爱和人分享孙子的变化，更积极了，而且我现在感觉生活很美好。 

社工：真的很为您感到开心，那您对我们开展的这些活动有什么建议吗？ 

案主：你们开展的活动很好，对我们帮助很大，让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和我一样的人，作为照顾者，我们都能从

他人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通过活动大家聚到一起相互分享聊天，就不会觉得无聊了，也有了动力和分享的欲望，

如果后面可以再组织一些关于孩子教育类的讲座就更好了。 

社工：谢谢您的建议，我们会仔细考虑的。 

案主：其实你们能够常来看我们并帮助我孙子上学，邀请我们参与活动，我们就很感激，现在和儿子儿媳的关

系慢慢改善了，孙子也变开朗了，与周围人的交流互动也渐渐多了，感觉很开心。 

案主认可并积极配合社工的工作，经个案服务案主在生活各方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积极改变，尤

其是参与社区活动后案主的心态更加乐观向上。会谈中，通过案主反馈和社工观察，了解到个案服务已

达到预期目标，案主目前状态可以考虑结案和进行后期跟进服务。 
6) 结案 
经个案介入，案主自身的能力有了明显提升，通过总结回顾整个服务过程，社会工作者充分肯定了

案主在社会工作服务中所取得的进步，并鼓励其要继续保持这种状态，引导案主提高社会适应力和正确

处理好离别情绪。最后案主配合社工再次进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测试并对本次个案服务满意度进行及

时反馈，案主表示以后会更加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顺利结案。 

3.5. 评估 

通过对比服务前后案主社会支持量表的实测值(见表 1)，既反映了个案服务计划目标的合理性与实现

程度，也呈现了案主的改变。这种方法可以对服务效果进行客观评价，更具科学性。 
 
Table 1. Case master social support assessment scale before and after the measurement values 
表 1. 案主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前后测数值 

单位/分 客观支持分 主观支持分 对支持的利用度 总分 

前测 6 15 5 26 

后测 21 26 12 59 

平均分 13.5 20.5 8.5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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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清晰地显示案主在接受个案服务后的社会支持状况的数值变化。案主在接受此次个案服务之前，

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以及对支持利用度方面的测量数值都明显低于平均值，但是在接受个案服务之后

所测量的客观支持分、主观支持分和对支持的利用度都高于平均值，这说明案主的社会支持能力在接受

个案服务后得到了增强。 
从图 3 中可直观看到案主在接受个案服务前后的社会支持状况发生显著变化。案主的客观支持从 6

分上升到 21 分，主观支持从 15 分上升到 26 分，在对支持利用度方面的测量数值从 5 分上升到 12 分。

依据图表分析可知案主在接受个案服务后不仅在主观、客观上的支持而且在对支持的利用度方面都得到

明显改善。 
 

 
Figure 3. The case master social support assessment scale before and after the numerical chart 
图 3. 案主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前后测数值统计图 
 

同时结合量表分析和案主及周围人的反馈，可进一步观察到在个案服务结束后，案主在生活、心理、

家庭、社交等方面都有了积极的改变，压力大负担重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社会支持能力也得到了增

强，个案服务预期目标基本达到。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以上研究在个案介入全过程中遵循助人自助的理念，从案主自身需求出发，制定具体服务方案，整

合资源，提供心理疏导培养案主乐观心态，在社会支持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帮助案主了解自身的

社会生态系统，识别和利用自身及周围的社会支持，增强社会功能，服务结束后，通过分析对比案主社

会支持评定量表的前后所测值并且结合后期跟进，发现案主在生活、心理、社交等方面有了积极改变，

社会支持不足的困境也得到显著改善，服务目标基本达成，但在实际过程中仍有很多不足。由于是社工

单向性选择案主，案主对社工的角色定位不清晰，导致在会谈初期案主不相信社工能为自己解决问题；

同时因社工能力和经验的缺乏，在对案主进行服务的过程中，面对突发状况时未能做到随机应变，让案

主再次质疑社工能力；在开始制定服务目标时没有充分调动案主的参与性易导致其形成依赖心理。 
综上，个案服务能够协助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增强社会支持，通过链接相关资源可以为其减轻负担，

帮助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获取社会支持提高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仍是一个长期过程，不仅需要社会工作

者的持续跟进，更加需要家庭、社区、政府与社会等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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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议 

1) 提高社会工作专业水平 
社会工作是一项实践操作很强的职业，无论是帮助案主解决问题还是链接社会资源，都需要熟练掌

握各种介入方法和沟通技巧以及扮演多重角色并在角色之间熟练转换的能力，同时还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工作，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应强化专业理论知识学习、培养专业能力、提高心理素质等，为智障儿

童家庭照顾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2) 家庭需理性接纳孩子 
案主家庭因为没有从内心真正接受智障儿童，进而造成家庭关系的恶化，案主因此缺乏自信、社会

参与度低，既给自身增加了心理压力，也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家庭成员应积极调整心态，从内心接

纳孩子，将消极情绪转化为积极寻求外界支持、战胜困难的乐观心态。 
3) 社区需加强正面宣传 
通过访谈发现，由于人们对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他们，对

他们带有偏见。因此，社区应加强对智障儿童和其家庭照顾者的宣传，通过讲座、社区宣传教育等活动

让公众正确认识智障儿童及其家庭照顾者，形成一种关爱智障儿童及其家人的良好氛围，使他们能够更

好地融入社会。 
4) 政府需完善帮扶政策 
经调查发现政府对智障儿童家庭照顾者的帮扶仅限于经济层面，且补助金额较低，难以解决其现实

困难，没有统一的标准等。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不断完善相关帮扶政策，将智障儿童救助资金纳入政

府财政支持保障范围，加大保障力度，提高救助水平，减轻智障儿童家庭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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