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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青少年犯罪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从社会工

作的角度来看，青少年社区矫正存在着专业要求高、服务周期长、社会工作者能力不足等问题。因此，

要根据青少年的不同特点来开展矫正工作，做到因人施矫；要通过积累总结施矫工作中的经验，从根本

上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重视人才队伍的建设与完善，提升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和水平。通过社会工作帮

助青少年社矫对象恢复自我生活能力，促使其更好地融入并参与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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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the influ-
ence of various factors has led to juvenile delinquency, which becomes a hot spot of social concer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work, youth community corrections have problems such as high 
professional requirements, long service periods, and insufficient social workers’ abilities. There-
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correction work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young 
people, so as to apply corrections according to individuals.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olving problems fundamentally by accumulating and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 in the recti-
fication work;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alent team, and impro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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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lity and level of social workers. Through social work, we can help adolescents with social cor-
rection to restore their self-living ability, and promote their better integr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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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收入公平缺失、就业问题严峻、社会结构不

合理等现实问题逐日凸显，而未成年人群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因为他们自身不稳定的生理和心理特性，

以及受到诸多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在成长过程中极容易发生行为偏差[1]。在上述问题的不断激化下，

导致违法犯罪的人群中青少年的占比越来越大，青少年犯罪案件出现了大幅度增长。青少年犯罪已经成

为我国社会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并逐步呈现出低龄化、严重化的特点。而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理念，经

典的工作方法在实践中已经被大量采用，并在帮助弱势群体中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因此，为了帮助未

成年人社矫对象尽快回归社会正常生活，探讨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就显得尤为必要。 

2. 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社区矫正的专业优势 

社区矫正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是刑事执法模式的一种手段。社区矫正概念形成的时间是 19 世纪末，

是由近代学派从行刑社会化的角度而提出的一种思想。产生这种思想的原因是学者们在深入研究监狱刑

罚的过程中发现，在刑罚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依然存在较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同时围绕这一研究结果提出

了非监禁刑罚措施、改造罪犯人格等想法，即：根据社区要求选择合适的罪犯进行矫正，整个过程需要

国家和社会各级组织的参与和协调，以罪犯的犯罪程度来确定矫正的期限，利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对罪犯

的心理和行为恶习实施矫正，目的是帮助其更好地融入社会。 
社区矫正是一种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刑罚的方式，它作为一种非监禁的改造方

式，不仅能够让未成年人继续接受家庭教育，与家人相处和沟通，还能够让他们与学校、社会进行充分

地接触，更加有利于实现社区矫正的目的[2]。 
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社区矫正的优势在于：一是弥补了社区矫正的强制性、惩罚性的特点，一改社

区矫正中司法所的教导式、命令式的交流方式，坚持以人为本、以教育矫治为主要方向，站在与青少年

平等的高度积极与青少年进行沟通，充分发挥社区矫正的专业性，以期获得青少年的认同，这不仅能够

扫除二者之间的沟通障碍，还能获取青少年的信任，为后续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创造条件，有利于真实

了解青少年内心的想法，对于思想偏差处及时给予纠正，以达到帮助青少年培养正确三观的目的。二是

将正确的价值理念传递给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并希望获得他们的认同，不仅能够使青少年的潜在能力

发挥出来，还能将其闪光点暴露出来，自我赋能，增强其自信心，使其对未来发展充满想象和期望，并

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发展目标。三是积极引进社会上更加专业的社会工作人才，从整体上提高社区矫

正的水平和效率，充分发挥社区矫正在刑罚方面的价值，其工作人员主要是由地方司法所组成，司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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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少任务重，有了社会工作相关工作人员的介入，不仅能缓解地方司法所人手缺少的问题，还能进

一步凸显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提升其专业水平，从而提高社区矫正的效率。 

3. 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存在问题分析 

3.1. 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社区矫正存在的主要问题 

3.1.1. 社会工作者的自身水平有限 
社会工作者的在开展专业服务时局限于所学的专业技能，对青少年犯罪的相关法律问题缺乏了解，

进而不能提出相应的法律对策满足青少年社矫对象的要求。同时，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辅导、情绪管理

等方面专业性欠缺，可能导致社会工作者在服务时无法体现出其专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实务

中多学科交叉融合运用的趋势，但是目前的社会工作者显然少有人具备这种综合的素质。 

3.1.2. 社会工作介入周期长、见效慢 
众所周知，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是需要一定的过程的，而这个过程少则几个月多则长达几年，尤其

是漫长的服务结束以后效果还不一定明显。较长的服务过程将会大量消耗社会工作者和案主的时间精力，

然而并不是每个案主的家庭都有耐心去等待案主的改变，这必然会反向影响社会工作者介入的效果。 

3.1.3. 青少年社矫对象的主动性较差、配合度不高 
我国《社区矫正法》规定青少年的矫正工作由政府、社会组织、家庭、学校、社区之间建立协同机

制，共同参与管理社区矫正工作。但是由于各主体之间互相独立，信息沟通不顺畅[3]，导致青少年的社

矫只是局限于规定时间内的有限学习。再加上青少年青春期的心理躁动，导致青少年对社会工作者的服

务配合度不高，服务时间也有限。 

3.2. 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社区矫正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3.2.1. 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家庭功能缺失 
家庭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来说是一个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系统，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来说发挥着关键性

的作用。家庭成员的完整性与青少年个体成长有着正相关关系，一个完整其和谐的家庭环境是青少年健

康成长的前提，一旦家庭出现破裂，家庭成员关系紧张，必然会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在开展青少年社区

矫正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家庭的积极影响，从亲情、经济等方面予以支持，促进其尽快改邪归正，并

适应社会。通过对青少年犯罪案件的了解，大多数来源于家庭功能的缺失，间接刺激了其偏差行为的产

生，甚至会给社会工作者的介入造成一定的障碍。如果社区矫正过程有家庭成员的积极参与，能够让青

少年在陌生的环境中感受到家人的关怀，从精神和情感上给予青少年支持，只有这样才能缩短矫正的时

间，以便于更快速、更高效地完成矫正工作，而青少年也能更好地接受教育，为回归社会奠定基础，反

之，家庭的变故会进一步激化矛盾，甚至成为社区工作者介入的阻碍。 

3.2.2. 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关系单一、社会支持不足 
人的需求有很多，爱和归属就是其中一个。如果想要达到这一需求，就必须要通过互动建立彼此之

间的感情。以矫正对象为例，一方面这一身份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另一方面，如果他想要更好地与社

会建立联系，就要处理好两类关系，一类是社会关系，另一类则是非社会关系。但是碍于矫正对象的这

个特殊的身份，旁人往往会带着有色眼镜看待，进而使他们没有办法建立起与他人的联系，更无法完全

融入这个社会。大多数时间，他们的交流都仅仅限于家人，甚至有些时候甚至排斥与他人交流。因为自

身的犯罪身份，无论做什么都畏手畏脚。其次，社会支持不足也是导致社会工作者难以介入的原因之一。

犯罪本身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镣铐，把这些人困在这里。矫正中心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他们摆脱这种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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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摆脱大多是行动上的，而不是精神上的。实际上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比前者更加重要。罪犯的身份

本身就会使人敬而远之，甚至即使找到了合适的工作，也往往会因为他人的歧视而收到冷遇甚至离职。

这也就给他们的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使他们永远没办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3.2.3. 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认知存在偏差 
在成为矫正对象后，往往会存在两种认知偏差，一种是源于自我认知，另一种则是社会偏差。青少

年成为社矫对象往往会受到很大的打击。一方面整个人都会充斥着一种负面情绪，另一方面很难在社会

中获得真正的归属感。尽管社区矫正机构、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力量帮助其改造走出困境，但是他们

还是会表现出偏差的想法，例如他们会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犯人”等[4]。这些负面想法会进一步增

加这些青少年对于社会的抵触情绪。因为无法相信自己是一个正常的人，所以往往会把自己摆到一个十

分尴尬的位置。总是认为别人看不起自己，讨厌自己。因此会十分抗拒融入社会。 

3.2.4. 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自卑心强 
自卑是一种极为严重的负面情绪，且存在于大多数人身上。矫正对象在接受过对应的帮助之后，心

理状态如果还处在一个十分低落的状态，会不断地进行自我的否定。这些自我否定会让他们陷入一种死

循环，进而丧失与旁人交流的方式与意愿，失去了勇气与自信，社矫对象就只能保持一种独来独往的状

态，他们不祈求他人的关注，也不愿意关注别人。久而久之，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自然就形成了一种与

社会脱节的情况。 

4. 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对策建议 

4.1. 构建社区矫正共同体 

社区矫正共同体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种是社会工作机构，另一种则是位于基层的司法行政机关。

二者之间互有来往，经常合作，本身也可以互补，这种合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更好地帮助矫正对象

进入社会。从基层角度来讲，因为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其与基层有着更多的接触机会，这使得政府可以

更好地落实相关政策。但是也会因为体制与理念关系，其必须要主动承担起相关的矫正责任。司法行政

机关主要提供相关政策与资源，而社会工作机构则负责具体的实施。具体而言，社会工作机构借助基层

司法行政机关的身份优势，确立身份、资源、技术互为补充的共识，明确各自的分工和互助的界限，既

可以避免分摊过多的行政任务给社工，也可以保障社会工作的自主性和专注性[5]。可见，只要把彼此的

分工做好，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矫正的难度，在具体实施时效果较好。 

4.2. 加大社区矫正的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不同地区往往有着不同的矫正方式，对于大部分城市来讲，由于其本身的经济水平并不高，因此往

往没有很大的资金支持。但如果要真的把矫正工作做好，就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不仅要对这些矫正对

象进行培训，同时也要为其提供足够的后勤保障，这些都需要资金支持。因此，笔者认为解决这个困境

的方法有若干，但首先要获得财政支持，通过增加财政补贴，来保证各个项目的顺利形式。比如，在设

计对应的管理机制时，首先要考虑到矫正对象的工作问题，并做好后勤保障，让这些孩子没有后顾之忧。 

4.3. 完善社区矫正制度，采取个性化矫正方式因人施矫 

社区的矫正制度直接影响了社区的改造效果。一个好的制度不仅可以促进矫正对象融入社会的步伐，

同时也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自信与技能。但是由于每一个矫正对象的性格和存在问题不同，所以在

进行矫正时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想要真正达到矫正效果，就需要针对每一个人的特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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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为他们制定最适合的工作。在执行计划之前，可以先通过问卷或者谈过的方式先了解他们每个人

的理想职业，并通过日常走访了解每个对象的精神状态，比如为什么会犯罪、在融入社会时是否受到歧

视等。在了解了矫正对象在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之后，就可能更好地制定以后的政策，从而使其能够

更好地融入社会。 

4.4. 加强社区心理矫正建设 

心理矫正包含很多方面的专业领域，其中包括心理学的、犯罪学的。这些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能够

帮助更加深入地了解矫正对象的内心，并通过柔性劝导的方式，使这些矫正对象能够更好地投入到改造

之中。心理矫正是整个矫正过程中相当重要的一环。它不仅要矫正，同时还要治疗，最终的目的就是帮

助这些对象真正摆脱心理问题，从而能够尽快地承认自己是一个正常人。 
首先政府要进一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心理矫正体系，为其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相关设施，比如心理咨

询室等等。心理咨询室其实不止一种，不仅有咨询室，还有情绪宣泄室，户外扩展等等。总而言之，在

设备完善之后，才能更好地进行矫正服务。其次还要在司法部门增加对应的岗位，招揽一些专业人才，

补充年轻活力，创造出更新颖的治疗方法，这样或许也可以获得意料之外的效果。实际上，在我国心理

治疗有着一段很长的发展历史，后来则逐渐演变成为了一种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医疗机构。青少年社区矫

正对象之所以要进行矫正，是因为其心理问题要远远比行为问题严重，只有真正从心灵上加以反省，这

种矫正才是有意义的，才是可以更好地帮助矫正对象重新回归正常生活的。 
青少年社区矫正既是矫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区工作的重要一环。社会工作者针对青少年

社矫对象的不同需求，为其提供精准专业的社工服务，有利于社矫对象尽快融入社会，对社会、政府、

家庭及个人意义重大。目前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正处在不断探索的时期[6]，虽然我国青少年社区矫正工

作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的问题有待于大家共同探讨，本文从社会工作的角度出

发探讨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社区矫正的问题，以期抛砖引玉，进而促进我国青少年犯罪问题的预防和缓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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